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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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老年人定期洗牙比例不足
10%，导致一些口腔疾病延误治疗，
治疗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释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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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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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掉牙”是病！

如何守护老年人牙健康？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
加深，老年肿瘤防治成为健康中国
建设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最新数据
显示，我国 60 岁以上人群肿瘤新发
病例数占比60.7%。

怎样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一
仗？时值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听
听专家怎么说。

民间偏方不可信
个性化治疗有选择

中国抗癌协会最新报告显示，
我国老年肿瘤新发病例数在增加，
常见恶性肿瘤主要为肺癌和消化系
癌，约占老年人群恶性肿瘤新发病
例的65%。肝癌、淋巴癌、前列腺癌、
血液肿瘤等也多见于老年群体。

“老年人患癌并不少见，这与年
龄增长带来的基因突变有关。”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中西医结
合科暨老年肿瘤科主任医师薛冬介
绍，老年肿瘤与致癌因素长期积累、
细胞和微环境老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与非老年群体相比，老年患者肿瘤疾
病谱和就医诉求均有所不同。

肿瘤患者往往存在病急乱投医
的现象，老年群体在治疗上还有多
重表现。有的老人寄希望于“神医
妙药”，听信民间偏方；有的拒绝正
规治疗，认为“做手术伤元气”“化疗
和放疗会缩短寿命”；还有的担心花
费大，索性直接躺平。

“抗癌路上，高龄不可怕。”薛冬
说，老年人抗癌既不能简单照搬年
轻人的治疗方案，也不能轻易放弃
治疗，而是要综合考量疾病情况与
治疗意愿，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生存质量很重要
中西医结合更有效

研究表明：通过减轻患者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能够延长肿瘤患者
的生存期。

在西医治疗上，老年癌症有了
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等新治疗选
择。而中医药，也有很多用武之地。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
科副主任医师张彤说，老年人本身
脏腑功能偏弱，患癌后更容易导致
气血亏虚、正气不足。中医注重固

护老年患者的正气，注重脏腑本
“虚”的体质基础，着重从补气、养
血、温阳、滋阴的层面加强扶正。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
科暨老年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李元青
说，临床实践证明，中草药汤剂、针
灸、中药穴位贴敷、中药泡洗熏蒸等
中医传统治疗手段，能在不同程度
上减轻患者在放化疗期间的痛苦。

止吐方、止痛方、消胀方……多
家医院针对肿瘤领域的中医治疗，
都有自己独特的中药制剂或处方，
用于缓解患者在放化疗后的不适。

此外，对于化疗期间的恶心呕
吐、食欲不振、便秘等消化道不良反
应，中医护理可以通过针刺、穴位贴
敷等外治方法配合西医内科治疗，减
轻不适症状；对于放疗期间经常出现
的皮肤黏膜损伤、口腔溃疡以及放射
性肠炎等并发症，中医护理可以采用
中药泡洗熏蒸等方式来缓解症状。

早筛早诊是关键
编织关爱防护网

老年抗癌，更要抓好早筛早诊。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关
于做好2025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
作的通知》，要求组织做好65岁及以
上老年人健康体检，对健康风险较
高的相应增加随访频次。

织密老年肿瘤“防护网”，多地
在行动：江苏省盐城市为60岁至69
岁常住老年居民免费开展12项肿瘤
标志物筛查；黑龙江省大庆市为 45
岁至 74 岁户籍常住人口开展肺癌、
乳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
癌“五癌”免费筛查……

张彤说，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
传统功法可以帮助老年人提高正
气，增强抗病能力。同时，老年人应
做到饮食有节、营养均衡，选择低
糖、低脂、低胆固醇、高纤维的“三低
一高”饮食。特别要注意戒烟限酒。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联合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成功研发了全球首
个基于多模态人工智能的早期蕈样
肉芽肿辅助诊断系统，为癌症检测
提供了新的有效工具。

“科学与关爱作处方，更多老年癌
症患者将会安享金色晚年。”薛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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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不可怕！陪老年人打好抗癌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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