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看牙补贴来啦，种植牙每颗补贴4000-8000元
补贴完进口种植体首颗低至1520元，多个项目全免 电话：0531-82389888

A10 身身边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22002200年年88月月1111日日 星星期期二二 编编辑辑：：胡胡淑淑华华 组组版版：：陈陈利利民民

切断遗传病传播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遗传病多学科门诊启动

有些牙齿不必强留

拜博口腔院长表示，残牙根确实不
是一拔了之，有些残牙根在经过科学的
处理后可以无疼痛地保留数十年。但一
定需要先经过详细检查，看情况后再决
定是不是要拔。“如果残牙根已经松动，
最关键的是，残牙根内的牙髓如果已经
腐败坏死，留着不拔的话牙根内的感染
细菌会引起牙周组织腐烂流脓坏死，危
害身体健康，也不利于口腔清洁。而且刚
修复好的牙齿也会受到影响，这样一来，
之后新修复的牙齿就白费了。”

拔牙前需综合评估身体状况

很多老年人一听到拔牙，很多人依
然还是犹豫不决，特别岁数较大，又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还能拔牙吗？“正是考虑
到一些患者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才会建议
拔牙的。一方面拔牙的风险会随着年龄
增长而增加，另一方面，如果高血压和糖
尿病都控制得很好，一般不用担心拔牙。
而且一般在拔牙前都需要内科医生进行
详细的身体状况评估。”

选择适合自己的假牙

那拔完牙后，又该选择哪种假牙适
合自己呢？很多老年人都没了方向，有些
甚至走了不少弯路：镶牙后牙龈红肿、发
黑；假牙经常脱落、佩戴不适；邻牙被磨
小、基牙腐烂……牙齿缺失的话，现在主

要有活动义齿和手术修复两种修复方
式。活动义齿又叫活动假牙，是一种可以
自行摘戴的修复体，多为塑料牙，也有瓷
牙或金属牙，早期多用于全口缺牙或多
数牙缺失的情况。而近年来发展较快的
手术修复方式，是在牙槽骨内植入种植
体，通过种植体与牙槽骨形成骨结合，再
在种植体上戴入牙冠。

种植牙修复，一点不复杂

听到牙修复要手术，很多人就想打
退堂鼓，觉得自己年纪又大，恢复又慢，
自己只是镶副牙没必要“动刀”。拜博口
腔院长表示：“其实没那么可怕，现在口
腔医疗都在追求“舒适化、微创化”，只要
身体各项指标控制稳定，一般年纪大的

人也可以承受。而且这种有‘牙根’的修
复方式相较于没有‘牙根’的修复，咀嚼
效率更高。”

看牙补贴免费发放，种植牙最
高每颗补贴4000-8000元

近日，拜博口腔锁口腔机构，面向社
会发放免费看牙补贴，进口种植牙每颗
补贴4000-8000元，补贴完首颗种植体仅
需1520元。在线共商缺牙修复建议，提供
品质爱牙援助，全城范围邀请牙不好的
市民，助力口福梦！有需要的市民可尽快
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531-8238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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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忘”可能是
得了阿尔茨海默症

张华 (化名 )今年58岁，在一家单位
从事会计，平时对数字一向敏感的她，
最近工作中多次出现了计算失误，一组
组熟悉的数字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在生
活中，张华也变得丢三落四，经常出门
后需要返回确认关没关门。

对自己一向要求甚高的张华有些
懊恼，“难不成我这是老年痴呆？”最终
她找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师李怡。在听完张华的讲述
后，李怡给张华做了个神经心理测评，
测评结果显示，3 0分满分张华得了 2 8
分，记忆力-1，计算力-1，与她的自我描
述相吻合。最终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张
华大脑颞叶出现萎缩，这是阿尔茨海默
病早期典型的影像表现，因此判断张华
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

阿尔茨海默病就是通常说的老年
痴呆。老年痴呆在确诊之前会出现认知
功能下降，在诊断时，也称为轻度认知
障碍，临床表现为记忆力下降、日常任
务功能障碍等。为了延缓或是预防老年
痴呆，在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时就应及时
就医治疗。

“门诊上60岁以下的占多数，因为
越年轻越容易警惕。反而一些退休后特
别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
错过了最佳治疗期。”李怡表示，阿尔茨
海默病最特有的表现就是“近记忆力下
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转眼忘”。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常常不知今夕是何年，却
对很久以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比如，对
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幼儿园的地址熟
门熟路，却对刚刚吃的什么饭，味道如
何一点都不记得。这种远期记忆清晰，
近期记忆障碍的现象是阿尔茨海默病
患者所常有的。

别光照料生活起居
心理照护也不可缺

如何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是严
重困扰家属的问题。山东省精神卫生中
心老年精神科护士长赵秀梅说，可以从
以下六点去做。

安全护理：
由于记忆障碍，患者经常丢三落

四，外出后容易走丢，因此一定要保证
环境安全，妥善管理家电、煤气等危险
物品，防止患者发生意外。患者外出需
有人陪伴或给患者配戴定位设备或联
系卡片(包括患者姓名、地址、联系方法
等)以防意外走失。

生活护理：
合理安排患者有规律的生活，加

强日常生活照顾，协助处理个人卫生，
定期为患者洗澡、更衣、剪指甲、理发
等；合理安排患者的作息时刻表，睡眠
时数保持在7小时左右；加强患者的营
养，给予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软烂的
食物，进食时要慢，专人看护进食，防
止噎食；密切观察大小便情况，防止便
秘。

功能锻炼：
鼓励患者多参加力所能及的体育

锻炼，如体操、太极拳、散步等 ;坚持日
常生活能力锻炼，不要轻易代替，保持
生活自理能力。

心理护理：
关心尊重老人。不嫌弃、不嗤笑，

多给予陪伴，尊重老人的生活习惯和
自尊心，多给予鼓励及心理支持。鼓励
患者进行社会交往，保持一定的社交
能力。

观察病情变化。因患者感觉迟钝，
又缺乏主动能力，因此会经常出现各种
并发症，故一定要加强病情及躯体变化
观察，以便及早送医。

对伴有明显精神行为症状的患者
如：幻觉、妄想、抑郁、焦虑、睡眠障碍、
冲动躁闹、拒食者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
院就医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要做好六个方面

护理专家：伴有精神行为症状的要去医院就诊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
率也在逐年升高，近年来，医院收治的这部分患者数量也有增
长趋势。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如何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记者为此采访了相关医护人员。

每到饭点，一些老年人心里就打怵。眼看着以前“吃嘛嘛香”的牙齿一颗颗脱落，只剩下上颌“摇摇欲坠”的几颗残牙牙根，吃东西不仅不
“给力”，还总是被“硌”得生疼。因为怕麻烦懒得去医院，一日三餐对付着吃。由于长时间饮食不正常，有的老年人人身体瘦了不少，胃也会经
常不适，可能引发很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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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戴着口罩，依然难掩苍白的面
色，瘦弱的身材，眼睛下方大大的眼袋，
都在无声诉说着高女士最近两年来的
痛苦。

“两年前开始，舌头发麻，嘴里发
苦，吃不下饭，睡不好觉。”55岁的高女
士告诉医生，这样时间久了，身体越来
越虚弱，浑身疼痛无力，“当时以为是消
化的问题，就去医院做了胃镜检查，没
有发现问题，医生给开了些药，吃了也
没见好。”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两个月前，高女
士的症状明显加重，“感觉走路都困难，
蹲下后没人扶着站不起来，很多时候都
只能躺在床上休息。”高女士说道，短短
两个月自己就瘦了1 0斤，而相比两年
前，则暴瘦30多斤。

一个月前，高女士到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神经内科就诊。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副院长焉传祝建议其进行了皮肤和神
经活检、基因检测等相关检查，初步诊
断为家族性淀粉样变性周围神经病，属
于一种罕见遗传病，全山东省患者可能
只有20例左右。

据介绍，这是一种累及全身多系统
的疾病，通常在成年期发病，通常表现为
由肢体远端向近端进展的神经功能障碍，
并可伴有严重的心脏、肾脏、消化道和眼
部等其他脏器受损。在疾病晚期，会出现
严重的腹泻症状、失能性神经病、严重的
心脏疾病和明显的直立性低血压。

由于该病属于遗传病，谈到其他家
庭成员的情况，高女士表示，父亲59岁
时因为心脏病猝死，两个兄弟中，哥哥
因为尿毒症做过肾移植手术，弟弟则患

有侏儒症。父亲、弟弟和高女士都有个
共同点，就是高弓足。

为了给高女士更加全面的诊断，4日
下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遗传病多学科门
诊中，山东大学副校长、齐鲁医学院院长
陈子江院士，焉传祝等多位专家为其进行
了会诊，建议其主要家庭成员共同进行基
因诊断，以验证基因变异是否是高女士的
致病因素，从而为高女士接下来的治疗提
供依据，更为其30岁的女儿提供准确的生
育指导，防止该病的代代遗传。

“在我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大概有
80万-10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遗传病。”
陈子江介绍，遗传性疾病占所有人类疾
病谱的一半以上，而其中已明确致病基
因的单基因遗传病逾7000种之多，致残
及致死率高。

单基因遗传病简称单基因病,是受
一对等位基因控制的遗传病，符合孟德
尔遗传定律。根据染色体类型及遗传性
质不同，主要分为四类：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X连锁遗传和
线粒体遗传病。除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
病多为散发性病例之外，其他3种遗传
病往往一个家族中多代患病，给家庭和
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迫切需要早期
诊断和优生优育指导。

为进一步提升对遗传性疾病的诊
治能力并构建针对此类疾病的“精准
诊断-精准治疗-有效防控”的一体化
平台，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院长、神
经内科焉传祝教授为首的山东省神经
系统罕见病重点实验室团队成员及以
小儿内科李保敏教授为首的小儿神经
科遗传病研究团队联合，并邀请山东
大学副校长、齐鲁医学院院长陈子江
院士的生殖医学团队成员参与共同建
立遗传病多学科门诊，焉传祝担任团
队组长。

该门诊主要的诊疗内容包括：遗
传病的诊断治疗、遗传咨询、基因报告
解读、生育指导、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
等，帮助可治疗的遗传病患者获得正确
及时的治疗，协助遗传病家族进行优生
优育、真正阻断其遗传链条，从根本上
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充分发挥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作为华东地区域医疗中
心的核心作用。

在遗传病中，不少属于罕见病。在这些罕见病中，60%以上
都存在神经系统病变。“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全球来看都
是难题。”陈子江介绍，患者往往在不同医院奔波多年，才能得
到最终的准准确确诊断，难以达到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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