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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牙齿为啥会松动？

要解答松动牙齿的去留问题，我们需要先弄清楚是什么
原因导致了牙齿的松动。每一颗牙齿都是生长在牙槽骨里
的。牙槽骨的外面包裹着牙龈组织，也就是俗称的“牙肉”。
这就像树木生长在泥土里，树根周围的泥土就如同牙根周围
的牙槽骨。

当牙齿周围组织因为发炎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时，炎症
的破坏性因子就会侵袭下方的牙槽骨，造成牙槽骨的吸收。
这样一来，牙槽骨会越变越少，牙齿也就逐渐失去了它的支
持组织，那它必然会松动。当牙槽骨完全吸收、彻底没有了，
牙齿也就脱落了。

所以，牙槽骨的减少才是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
目前，虽然科学研究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让牙槽骨和牙

齿周围组织再生的方法，但是在临床上，这些治疗都有严格
的适应证，没有哪个方法是放之四海皆可行的。因此，从这
个角度上讲，牙槽骨的吸收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牙周炎是
很难治愈的。

松动的牙还能抢救一下吗？

那么，所有的松动牙是必须拔除、不用治疗了吗？当然
不是！牙周炎虽然很难治愈，却是可以缓解和控制的。

牙槽骨损失较少牙齿松动很轻，医生会根据情况保留
它。一般牙周的最基础治疗就是洗牙和龈下刮治，或者再加
上一些牙周的小手术。只要患者能坚持复查复治，一般可以
控制得很好。

牙槽骨中度吸收牙齿松动明显时，那就得看牙齿的位置
以及松动牙周围牙的情况了。一些位置靠前的牙，因其容易
清洁，在做完基础的洗牙和刮治后，医生可以帮助它们和其
他牙齿粘接固定在一起，利用好牙的支持，松动牙可以保存
很久。临床上，五年到十年还在行使功能的松动牙屡见不
鲜。

当然，这种松动牙固定的治疗方法必须有很好的清洁维
护作为保障。这就像你买了一辆汽车需要定期保养一样，口
腔内的装置也需要一些特殊的清洁工具，比如牙间隙刷、牙
线的使用，其他专业保养就必须请专科牙医来帮忙了。

牙槽骨已完全吸收松动度过大，如果还是后边承担吃东
西主要作用的大牙，那就只能拔掉了。

该拔就拔利于后续治疗

松动牙是否能保留，请让专科牙医来判断，可以保留的，
一定要积极治疗，按时维护；保存不了的，一定要尽早拔除，
及时镶牙。

需要提醒的是，尽早拔除不能保存的牙齿对后续治疗非
常重要。很多人觉得让牙齿自己掉比拔掉好，殊不知这样会
损失更多的牙槽骨，一旦牙齿没有了，缺失牙的地方，牙槽骨
会形成一个大坑，对以后的镶牙或者种植牙非常不利。

另外，松动牙长期在嘴里，没办法好好清洁，它周围的牙
齿也会受到影响，加速牙周组织的破坏。这种牙齿还会时常
肿痛，甚至起个大脓包，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如果是完
全不能保留的牙齿，一定要尽早拔除，及时镶牙，才能不影响
工作和生活。 来源：北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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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活，很多人手中握持时间最长的是鼠标与手机。
长时间高强度固定姿势的握持让人们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手
掌手腕部的不适，而这就是“鼠标手”的前兆。“鼠标手”虽然
不是大病，但是很影响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也须及时防
治。

“鼠标手”不严重时，可通过适当休息、热敷、按摩等方法
缓解，也可通过做几个简单的小动作达到按摩舒缓手部的作
用。

合掌下移。双手合十于胸前，保持此动作不变的同时向
下移动，有牵拉感后保持15秒。

合掌互压。保持合掌动作，一手推压另一手掌，在极限
处，保持15秒。

叉手摇腕。双手十指交叉相握，作屈伸、环绕动作，每小
时反复做10秒~20秒。

中医治疗“鼠标手”的方法有很多，如可通过按揉、针灸
等方式刺激特定穴位，缓解治疗腕关节病变。

按揉曲池穴。将健肢拇指指腹放在患肢曲池穴，其余四
指放在肘后侧，拇指适当用力按揉0.5分钟~1分钟，以有酸
胀感为佳，可调节脏腑、活血止痛。

按揉手三里穴。用健肢拇指指腹按在患侧手三里穴，其
余四指附在穴位对侧，适当用力按揉0.5分钟~1分钟，可理
气和胃、通络止痛。

合按大陵穴、阳池穴。将健肢拇指指腹放在患腕大陵
穴，中指指腹放在阳池穴，适当对合用力按压0.5分钟~1分
钟，可疏通经络，滑利关节。

针灸相应穴位。腕痛穴位于足背踝关节的横纹的中央，
旁开1寸处，在拇长伸肌和趾长伸肌腱之间。该穴可交叉取
穴，以针刺腓浅神经和腓深神经出现的针感为宜，呈现局限
性针感或向足背足趾放射。腕痛穴具有消炎退热、镇静镇
痛、调节神经、疏通经络、清肝明目、滋肾壮阳等功能，可主治
腕关节软组织损伤、腕关节扭伤、腕关节腱鞘炎。

需要提醒的是，针刺腕痛穴的时间长短，应在中医师的
辨证指导下选择，不可盲目延长或缩短。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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