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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牙不好，疾病满身跑。为什么口
腔疾病会影响全身健康？治疗口腔疾病为何
宜早不宜迟？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口腔保健措
施是什么……

口腔疾病对全身健康有什么影响？
口腔疾病是可能会危及全身健康的。口

腔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的入口，一旦受阻，机体
的营养供应便直接受限，当牙齿缺失或因龋
坏、松动而影响进食时，胃肠道负担会相应加
重，吸收效率减低导致机体营养不良，口腔的
外伤、肿瘤也会影响进食甚至呼吸。此外，当
口腔里出现如牙周炎、智齿冠周炎、颌骨骨髓
炎、间隙感染等疾病时常会引起全身症状。

已有文献证明，重度牙周炎患者患冠心
病的风险明显增加。细菌引起龋病或者牙周
感染等也可引起一过性菌血症，从而可能导
致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炎、关节炎等。牙周病
与糖尿病也可相互作用。

此外，当我们正常的咀嚼、言语等因为牙
疼或者缺牙而受到影响的时候，生活质量也
会受到影响。

全身的疾病在口腔都有哪些表现？
血液系统方面，贫血、白血病等可能会出

现口腔溃疡、出血、牙龈变化等；克罗恩病、溃
疡性结肠炎等也可引起口腔溃疡；免疫系统
疾病如干燥综合征则出现口干、唾液腺肿大、
猖獗龋等。

为什么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有些人可能认为我这牙还能用，不需要

着急去治。其实，牙齿有问题要尽早治疗。
当牙洞比较小的时候，是浅龋坏，可能不会有
太明显的症状，有些只有通过定期口腔检查
才能发现，这时通过充填治疗就能防止坏的
部分继续扩大。

当牙洞逐渐扩大、侵犯到牙神经的时候，
就会出现牙齿疼痛、牙洞塞牙等情况，这时候
就需要把已经感染的牙神经去掉，俗称“杀神
经”，也就是“根管治疗”。

如果再继续拖下去，牙齿坏的地方已经
侵犯到牙根甚至引起周围骨吸收，保不住牙
齿时，就只能拔掉了。而恒牙只有一副，坏了
不能再长，这个时候只能通过种植牙或者假
牙修复缺失牙了，费用更高也更麻烦。所以，
不同阶段的坏牙也对应不一样的治疗和费
用，要尽早治疗，省时、省事又省钱。

孩子乳牙坏了不用治，等换牙就行了。
这种观点对吗？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些乳牙会一直到
12岁左右才脱落，陪伴孩子很长时间，不治疗
会影响孩子进食，甚至导致营养吸收和身体
发育出现问题。而且，乳牙下方就是恒牙，当
炎症侵及乳牙牙根周围的时候很容易对下方
恒牙胚产生影响，从而导致恒牙长出来也有
问题，甚至会影响颌面部发育从
而影响外形。所以，一旦发现孩
子牙坏了要及时接受治疗。

为什么说，治疗口腔疾病宜
早不宜迟？

只 要 生 病 就 需 要 尽 早 治
疗。比如，常见的牙周病就是从
清洁不到位导致牙龈红肿，进而
导致牙龈炎发展而来的。在牙
龈炎阶段还没有牙槽骨的破坏，
通过洗牙以及正确的刷牙、用牙
线去维护便能够阻止疾病进
展。但是如果放任不管，骨头也
受到牙龈炎症侵蚀，便进展到了
牙周炎，即便通过牙周治疗控制
炎症，但吸收的骨头和萎缩的牙

龈却长不回来了，口腔内也会出现牙齿松动
等情况。如果这时还继续放任不管，牙齿将
慢慢脱落，就会出现“老掉牙”现象。

另外，口腔内的有些肿瘤如果及时发现、
早期治疗，切掉即可。有些癌前状态可以通
过药物或者激光进行治疗避免手术，而有些
患者因为一开始没有重视或者不了解而耽误
了治疗，导致就医时肿瘤已经出现颌骨侵犯，
甚至颈部或者全身其他部位转移，这个时候
不仅手术大、花费高、后续需要放化疗，甚至
也极大降低了生存率。

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口腔保健措施是什
么？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当采取不同的恰
当且有效的家庭口腔保健措施。

婴儿期（0-1岁）清除菌斑应从第一颗乳
牙萌出开始，早期的清洁工作要靠家长来完
成。即父母在手指上缠上湿润的纱布，轻轻
清洁孩子牙齿和按摩牙龈。需说明的是，选
择一个软毛且适合孩子的牙刷，经湿润后使
用也是可以的。不要使用牙膏，因为牙膏的
泡沫会引起孩子反感，还存在吞咽氟化物的
可能。建议孩子第一次口腔检查时间，是在
大约第一颗牙齿萌出时或最迟在孩子满1岁
之前。

幼儿期（1-3岁）如果孩子此前没刷过牙，
则提倡此时开始刷牙，以祛除菌斑。在孩子3
岁左右，才可以使用儿童含氟牙膏。每次刷
牙可用小豌豆大小的牙膏。单靠孩子自己是
不能清除菌斑的，刷牙主要还是靠父母来完
成。

学龄前期（3-6岁）这一时期的孩子正处
于刷牙能力显著提高的阶段，但父母仍然要
必须继续帮孩子刷牙。虽然这个年龄的孩子
有能力能咳出、吐出牙膏，但仍要注意氟化物
的吞咽问题。每次刷牙用豌豆大小的儿童含
氟牙膏就足够了。此外，建议使用牙线来清
洁牙齿之间的接触区域。

学龄期（6-12岁）这一时期的孩子有较强
的责任心，大多能自己进行口腔保健，但父母
仍需参与。不过，父母的职能应该由帮助清
洁转变为积极监督。在这一阶段的前半期，
大多数孩子能够自己刷牙和使用牙线，父母
需要定期仔细检查孩子的牙齿是否清洁干
净。这一时期的孩子有很好的咳出、吐出能
力，不必担心吞咽氟化物这一问题，所以使用
含氟牙膏也是必需的。此外，建议增加刷牙
和使用牙线的频率。

青少年期（12-18岁）不良的饮食习惯和
青春期激素的改变增加了青少年患龋和牙龈
炎症的危险。因此，对于家长继续帮助和指
导青少年顺利度过这段特殊时期是非常重
要的。家长要继续加强对孩子口腔卫生保
健的指导。增强青少年关于口腔知识的了
解，将有助于激发他们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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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牙不好，疾病满身跑？

可食用蘑菇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受到大家的喜
爱。它种类繁多，如香菇、平菇、金针菇、口蘑、草菇、猴
头菇等，都是市场上的常见品种。今天，让我们把美味
蘑菇端上餐桌。

蘑菇营养价值高
可食用蘑菇的营养价值高，是典型的低脂高蛋白食

材。其蛋白质含量较高，氨基酸种类齐全，优于大部分
蔬菜、水果；但它的脂肪含量较低，所含的脂类物质主要
包括脂肪酸、植物甾醇和磷脂。其中不饱和脂肪酸的含
量高于饱和脂肪酸，且以对人体非常有益的亚油酸为
主。

除此之外，蘑菇含有B族维生素、维生素D等多种
维生素和钾、钙、镁等矿物质，以及多糖类、膳食纤维、核
苷类等功能成分。以金针菇为例，其游离氨基酸含量高
达20.23%，富含精氨酸和赖氨酸以及多种矿物质和维生
素，能促进身体健康和智力发育，被称为“增智菇”。鲜
蘑菇滑嫩肥厚，只需稍作烹饪，口感不输肉类，好吃热量
又低，尤其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

蘑菇中有“提鲜”物质
在小鸡炖蘑菇、香菇扒油菜等菜肴中，蘑菇看似是

配菜，可离了它，整道菜都会黯然失色。
蘑菇的鲜美与它所含的多种风味物质关系密切，如

可溶性糖是产生甜味的主要成分；在氨基酸中，谷氨酸
与天门冬氨酸是鲜味物质，它们与蘑菇中的呈味核苷酸
协同作用，让鲜味交织重叠，所以可食用蘑菇的味道才
会如此鲜美。

科学选购和食用蘑菇
新鲜蘑菇含水量高、呼吸强度大，存放过程中易滋

生腐败菌等微生物。在选购蘑菇时，大家要到正规的商
场、超市购买，挑选形状完整、肉质厚实、表面干爽的蘑
菇；购买后及时冷藏保存，尽快食用。

如果发现蘑菇表面出现黏液、颜色变深、软塌出水、
有异味，甚至出现开伞和褐变等变质现象，大家就不要
再吃了。另外，对菌菇类食物过敏的人群要慎食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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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的蘑菇，你吃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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