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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是衡量“银发一族”生活

质量的重要指标。按全口 28 颗牙计

算，我国 65 岁至 74 岁老年人平均缺失

5.5 颗，全口无牙比例达 4.5％，牙列完

整者不足 20％。

怎样告别“老掉牙”？全国老年健

康宣传周之际，专家针对一些认知误

区，提出科学管理口腔健康的建议。

掉牙并非“老来病”

“过去以为人老了掉牙是自然现象，

直到牙齿松动，吃东西疼，才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张大爷的情况并非个例。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医

师释栋指出，许多老年人认为口腔疾病

都是“老来病”，实际上，老掉牙是牙周

病所致，牙周病可防可治，但早期症状

隐匿，易被忽视。

据介绍，牙龈出血、牙龈退缩等都

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刷牙或咬硬物

时出血，虽不痛不痒，却是牙齿发出的

求救信号。很多年轻人患上牙周病，到

老年才显现严重后果。

牙周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口

腔细菌的作用尤为明显。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口腔科主任

李鸿波指出，细菌以牙菌斑形式附着在

牙齿表面，引发牙龈炎症。若长期不清

理，炎症会向深层蔓延，破坏牙槽骨，导

致牙齿失去支撑。

此外，口腔异常症状往往提示系统

性疾病。李鸿波强调，频繁牙龈出血经

洗牙仍无改善，可能提示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等；无明显口腔

病因的顽固性口臭需警惕胃肠道疾病

或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幽门螺杆菌感

染；长期不愈的口腔溃疡伴溃疡面扩

大、边缘隆起时需重视；短期内多颗牙

齿龋坏或慢性炎症急性发作，可能反映

机体免疫力低下。

缺牙不补危害大

老年人牙齿缺失后，常常选择“将

就”或“凑合”。李鸿波说，缺牙影响咀嚼、

发音、美观，余留的牙齿易发生食物嵌

塞、磨损加重、咬合创伤，长期缺牙引发

消化负担加重、颞下颌关节疼痛等问题，

还可能导致颌骨萎缩、影响面部轮廓。

目前常见的牙齿修复方式包括活

动义齿、固定义齿和种植牙。种植牙咀

嚼功能接近天然牙，但是治疗周期长，

需手术植入。

“骨量不足者需先植骨，就像盖楼

前要打地基，这对高龄患者来说挑战较

大。”释栋说。

固定义齿俗称“固定桥”，需要通

过磨小缺牙两侧的健康牙来搭桥修

复。优点是外观自然、无需摘戴，但对

余留牙的数量和稳定性要求较高。按

专家的比方，“就像用两座桥墩撑起整

座桥，磨小的牙齿易龋坏，一旦桥墩垮

塌，前功尽弃”。

活动义齿，即传统可摘戴假牙，价

格亲民，对余留牙要求低，但舒适度较

差，存在异物感强、咀嚼效率低、易脱落

等问题。尤其是适应期可能影响发音

和进食。若选择活动义齿修复，需定期

调整以适应牙槽骨变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主任冯

驭驰提示，老年人在选择修复方式时，应

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并在专业医生的指

导下进行决策。比如对于患有严重骨质

疏松症、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的老年人

来说，种植牙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牙槽

嵴低平患者可能更适合活动义齿修复。

一口好牙度晚年

“‘牙刷＋牙线’组合可清除 80％
的牙菌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口腔科

主治医师王秋月建议，老年人选用软毛

牙刷，每日早晚刷牙两次，每次不少于 3

分钟。同时配合使用牙线或牙缝刷，使

用牙线时呈“C”形包绕牙面上下刮擦；

选择牙缝刷时需根据牙缝宽度选取合

适直径，避免强行插入损伤牙龈。

义齿清洁同样不容忽视。冯驭驰

建议，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可通过刷牙、

牙线、牙间隙刷等进行清洁；活动义齿

需在进食后摘下清洁，睡前也应摘下浸

泡在冷水中或用假牙清洁剂浸泡。此

外，老年人应每半年至一年进行一次口

腔检查和洗牙，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口

腔问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老年人口腔

健康，将健康口腔纳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开出系列“关爱处

方”——

部分地区将洗牙、补牙纳入医保，

降低老年人就医负担；一些社区开展老

年人口腔健康讲座，普及巴氏刷牙法、

牙线使用等知识；多地乡镇卫生院增设

口腔科，让农村老年人就近就医……

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守护老

年人口腔健康，既是医学课题，也是民生

工程。在政策、技术与观念的协同推进

下，期待更多老年人“一口好牙度晚年”。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老掉牙”是病！如何守护老年人牙健康？
新华社记者 李恒

一年一度的“冬病夏治三伏贴”又

要开贴了。

小小三伏贴究竟有何效力？记者

前往北京中医医院制剂生产车间一探

究竟。

穿上鞋套和洁净服、戴上口罩和帽

子走进车间，眼前，药师们正在制作“温

阳化痰穴贴”。这种穴贴已连续多年作

为北京市“冬病夏治三伏贴”专项工作

指定用药，供全市 700 余家医疗机构调

剂使用。

“一枚‘温阳化痰穴贴’融合了炒

芥子、细辛、百部等六味药材，每一味都

有其独特功效。”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

副主任肖薇如数家珍：炒芥子性温、味

辛，能温肺豁痰利气；细辛性温、味辛，

擅祛风止痛、温肺化饮；百部性微温，味

甘、苦，助润肺下气止咳……

从饮片到穴贴，六味药材经过怎样

的“历练”？记者穿行于各个制剂车间，

观摩穴贴“出炉”的全过程：

中药饮片经检验达标后，将其粉碎

成粉；将蜂蜡、蜂蜜和植物油等辅料在

规定的温度下熔融后，倒入混合均匀的

六种中药饮片的药粉中制成软材；再将

软材使用压片机压制成片状；最后将圆

形的药片放入胶贴内，装入包装袋……

传承数千年的中医智慧，就这样“浓缩”

在一寸见方的穴贴里。

别看只有几道工序，药品质量来不

得半点马虎：生产环境的洁净度、原料

的质量、药粉与辅料混合的均匀性……

全国各地中医医疗机构的三伏贴制作，

都要遵循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国

家规范，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质控要

求，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关键技术的

支撑。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

科主任李光熙指出，“冬病夏治”是我国

传统医学的特色之一。夏季人体阳气

旺盛，经络通达，气血充沛，利用这一有

利时机治疗某些“阳虚寒性”疾病，能最

大限度地祛风散寒，补益阳气。而三伏

贴正是将中草药物熬成膏药、油膏或将

药物赋形做成药饼，贴敷于人体体表特

定部位，通过刺激穴位、激发经络之气，

使药物成分渗透吸收，预防旧病复发或

减轻其症状。

不只是三伏贴。近年来，从中式养

生茶饮流行到中医药文化夜市出圈，中

医药走进现代生活，仿佛正在奏响一首

古今和鸣的乐曲——现代技术手段演

绎“优质”“高效”的伴奏，而传统医学智

慧恰是经久不衰的主旋律。

脱下洁净服，重新走在炙热的阳光

下，记者此行探寻的谜底已然揭晓：三伏

贴于方寸之间，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持久魅力；每一贴的温热守护，将赢

得更多人对健康养生的热爱与坚持。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小小穴贴里的千年智慧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徐鹏航

格尔木中柴酒店（经营者：韩克福）：

本委受理申请人冶明诉你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格劳人仲案字〔2025〕第 55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结果如

下：一、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劳动报酬 11180元；二、申请

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处理。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

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另一方当事人可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劳动者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起诉；

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该裁决存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四十九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

之日起三十日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

级人民法院申撤销裁决。

格尔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6月30日

声 明
青海能投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我公司格尔木川晋水暖建材经营部（已注销）现已变

更为格尔木敦源通五金经营部，此前所有债券债务由格尔

木敦源通五金经营部承继，以后产生的经济纠纷与贵公司

无关，格尔木敦源通五金经营部承担全部责任。

格尔木敦源通五金经营部账号：105067097986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炼油厂支行

格尔木川晋水暖建材经营部

格尔木敦源通五金经营部

2025年7月1日

遗失声明
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中路 33号

盐湖三小区 17 号楼 2 单元 243 室王应

鹏不动产权证〔证号:青（2022）格尔木

市不动产权第 0003458 号〕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5年7月2日

遗失声明
格尔木青轩商贸有限公司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及副

本〔证号：海西应急经字（2022）
00002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25年7月2日

声 明
我单位于 2025 年 6 月 23 日

在格尔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注销登记，现公司所有债权债务

由公司法人：邹丽娟（身份证号：

511028********3824，开 户 行 ：建

行格尔木分行，开户银行账号：

6222804405600380581) 承 继 ，特 此

声明。

格尔木金顺美物资经营部

2025年7月1日

遗失声明
格 尔 木 玉

园宾馆公章不慎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2025年7月2日

格尔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