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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口腔疾病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口腔疾病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我国与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在齿科的
普及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普遍对牙齿
疾病与全身健康的关系，没有科学系统的认识，相当多的人根本不知道治
好牙齿的疾病，对其他很多疾病的康复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没有迫
切的求治欲望，从而造成我国牙齿疾病高发。

大部分市民都不知道，口腔疾病和全身健康密切相关，特别是牙周
炎，它是造成牙齿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所引起的菌血症，可产生相关抗
体、凝集素等，促使血栓形成而诱发心肌梗塞。而牙周炎的菌血症产生多
种炎症介质损伤血管内皮，促使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而诱发冠心病。近年
来的研究表明，牙周炎也可诱发缺血性脑中风，随着研究的深入，牙周炎
被明确地列为脑中风、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的危险因素，这在医学界已经形
成共识。

每半年或一年进行口腔体检

医学界和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倡导有牙病应及时检查和治疗，口腔专
家建议中国人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到正规医院的口腔专业科室去进行“口
腔体检”，这一点在发达国家早已成为人们的健康常识，而我国，人们的观
念也还需要进一步更新。

健全的牙齿能让人们更加长寿。究竟什么样的牙齿才算是健康的牙
齿呢，首先不能有龋齿，如果有就应该补好。第二不能够有出血，比如一刷
牙就出血就是牙周病的表现了。第三不能有疼痛，老百姓说的“牙疼不是
病”这句话是错误的，牙疼了就是牙髓炎的表现，一定要去看病。第四点牙
齿一定要清洁整齐。据卫生部门的统计，我国达到牙齿健康标准的人口不
足1%。

一般来讲，我国龋病的发病率中年人占88 . 1%，老年人则是98 . 4%；牙
周健康率中年人仅14 . 5%，老年人为14 . 1%。通常情况下，很多牙病都是因
为龋病长期得不到积极治疗而发展而来的。等到人们因为疼痛而就医时，
都已经发展成牙髓炎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对牙齿健康的标准是：8020，即80岁的老人至少
应有20颗功能牙(即能够正常咀嚼食物，不松动的牙)，而WHO建立这一标
准的目的，是通过延长牙齿的寿命来保证人的长寿和提高生命质量，可见
牙齿健康的重要性。

有些情况下 智齿尽早拔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有市民咨询：她最近在长“尽头牙”，时不时就
会感觉到疼，有人说需要尽早拔掉，有人说长一长就好了，到底该不该拔？
拔了会影响智力吗？东营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介绍，“尽头牙”就是人们
常说的智齿。并不是所有智齿都需要拔除，但在长智齿的过程中出现一些
问题时，还是尽早拔除为宜。

智齿是人口腔内牙槽骨上最里面的第三磨牙，也是最晚萌出的磨牙，
通常情况下共有4颗，上下左右对称。但是在人群中也有较大差异，有的人
智齿少于4颗甚至没有，极少数人会多于4颗。由于它萌出时间很晚，一般在
16至25岁时萌出，这个时候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已经接近成熟，被看做是
“智慧到来”的象征，因此被称为“智齿”。

如果智齿能够正常萌出，并且建立咬合关系，或者不会带来疼痛和感
染的风险，不会影响其他牙齿的话，是可以不用拔除的。不过，在以下这些
情况出现时，智齿还是要尽早拔除：智齿出现蛀牙；造成临牙病变；生长空
间不足引起冠周炎症；过度萌发伸长，进而影响咬合；埋在齿槽骨里，经常
引发炎症；引发牙源性囊肿。

有的人担心拔除智齿会影响到智力，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有的人感
觉拔了智齿后短期内记忆力变差，其实大多是被“智齿”的名称误导所带
来的心理暗示，也可能是因为拔牙时使用的麻醉剂，以及比较强烈的疼痛
和噪音刺激造成的暂时不适，因此无需有这方面的顾虑。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张森) 为展示我市卫生人
员无私奉献精神，强化节约、科学、合理用血意识，缓解临床用血紧张局面，
在全社会进一步建立“献血无损健康”理念。近日，东营市全市医疗机构开
展了一次“白衣天使在行动”团体献血活动。截止9月17日，已有195人参加
无偿献血，共采集血液47700ml

近年来，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完善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深
入实施，东营市临床用血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预计2015年用血量将近8

吨。近期，受临床手术量激增和天气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市“A”、“AB”型
血临床用血面临供不应求局面。为此，我市决定在全市医疗机构组织此次
团体献血活动。

各单位在接到通知后，全力做好前期发动工作，向卫生医务工作者发
放献血倡议书，精心组织安排，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响应，累计报名人数268

人。到9月17日，已有195人参加无偿献血。广大医务工作者带头践行团结互
助、人道友爱的无私奉献精神，有效缓解了血液紧张状况，保证了临床用血
的安全及时，展现了广大卫生工作者无私的情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
了献血有益健康的科学道理。

中秋佳节就要到了，中秋一定要做的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吃月
饼，享受团圆的喜悦，大家是否知道吃月饼还要注意许多问题，如
何健康吃月饼，以下是的几点建议。

什么时间吃月饼：现在的大部分月饼都油多、糖多、热量高。吃
月饼后，一天的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不能太油腻。在一日三餐中，如
果早餐吃了月饼，在午餐和晚餐时，就要做到“少油、少糖”。由于月
饼油多、糖多，在早上吃月饼可以补充上午所需的能量，也不易发
胖，同时还可搭配—些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的食物，比如：牛奶、豆
浆、水果等。此外，提醒大家不宜将月饼当作夜宵食用，夜晚食用时
间应与睡眠时间拉开距离。

月饼如何吃：由于月饼热量很大，如果当零食吃，则要控制量，
一次以吃四分之一块为宜。在搭配饮料时，尽量不要搭配甜饮料，
因为月饼已经很甜，而且还可能增加糖摄入过量的问题，所以在吃
月饼时，宜搭配无味的饮料，比如：新鲜茶水、淡豆浆和脱脂奶等。
尤其是在吃月饼时要饮茶，既有助于消化、解油腻，还能增添品尝
月饼时的乐趣和气氛。一般在吃甜月饼时，以配花茶为好，有香甜
兼收之妙；在吃咸月饼时，以配绿茶为佳，有清香爽口之感。

那些人不宜吃月饼：对于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的民众要慎
食。糖尿病患者最忌甜食，不能将月饼当成正餐吃，避免血糖升高。
另外，一些特殊人群食用月饼时须相当谨慎，如十二指肠炎或者胃
炎患者、胆囊炎、胆石症患者、冠心病患者、婴幼儿、老年人等。对于
糖尿病患者，也要慎食无糖月饼。虽然无糖月饼使用的是甜味剂，
但食用过多，月饼中的淀粉也会增加一定的糖量和热量。此外，高
血脂、高胆固醇的人群不宜选择肉馅、蛋黄馅月饼，因为这类月饼
脂肪含量过高，相反可以选择五仁月饼，但要控制食用量。控制体
重的人更应少吃月饼，以免摄入过多热量。特别提醒老人、儿童和
肠胃功能较弱者，吃多了可能引起肠胃不适，尤要注意适量。

总的来说，月饼是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品，对于特殊人群
是可以吃的，关键是要控制好量，既不会影响到健康又能满足我们
的心理需求。

195名白衣天使

积极献血缓解用血紧张

你的牙好吗?

中国牙齿健康达标人口不足1%！
本报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王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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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时节“话”月饼
本报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姜淑敏

本报9月20日讯(通讯员 张秀英) 8月份，全省“饮用水安全
放心行动”采样检测工作在我市进行。省活动小组组长、省卫生监
督所宋晓阳主任一行5人对我市四个县区5个水厂进行了监督采样
工作。

本次采样布点广泛、分散，代表性强，基本覆盖我市地表水、地
下水，包括了市政供水和自建设施式供水。宋晓阳对5个水厂的制
水工艺、消毒方法、消毒剂投加方式、水处理剂名称、卫生许可批
件、应急预案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监督指导，并对我市生活饮用水
卫生监管工作的规范性给予了高度评价。

全省饮用水安全放心行动

在我市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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