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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唱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世界卫生组
织在2007年就提出口腔疾病是一个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积极防治，而儿童错
颌畸形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口腔三大疾
病之一。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对我
国错颌畸形的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乳牙
期为51.84%，替牙期为71.21%，恒牙期为
72.92%。也就是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牙
齿及面部颌骨发育异常的发病率高达70%
以上，平均每4个孩子中就有2~3个孩子
存在牙齿和（或）颜面颌骨的发育异常。

青少年时期是口腔发育的重要时期，同
时儿童青少年也是龋齿、错颌畸形、牙外伤
等各种口腔疾病的高发期。与高发病率相
比，是少得可怜的就诊率——错颌畸形儿童
中，就诊率只有4%。很多家长重视孩子是
否有龋齿蛀牙，并不太关注孩子的牙齿排列
问题，以为随着孩子的发育就会自然改善。
遗憾的是，错颌畸形一旦错过3~15岁的黄
金矫正期，就很难得到有效的矫正。

牙齿不齐不仅影响颜值，错颌畸
形还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现代人对个人的容貌越来越重视，而
牙齿不同程度的“畸形”，无疑会给颜值减
分。错颌畸形是指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
中，由先天的遗传因素或后天的环境因素
造成的如牙齿排列不齐、上牙弓/颌骨不协
调、面部畸形等。“龅牙”“地包天”以及牙齿
拥挤等都属于错颌畸形。武汉协和医院口
腔科医生胡丽日前在一场科普演讲中，将
颜面管理与牙齿健康高度关联，提出“牙不
好，人变丑，颜面管理一定要趁早”的观点。

那么什么样的牙齿属于错颌畸形？胡
丽列出了以下5种情况：

1.牙齿拥挤。其实就是出现牙齿错
位、重叠的情况。牙弓中可以容纳牙齿排
列的“空间”不够，牙齿只好乱长“放飞自
我”。

2.牙齿间隙。与牙列拥挤相反的畸
形，在牙列中存在缝隙，多见于缺牙或者是
天生牙齿较小者。

3.反颌。也称“地包天”、兜齿，当上下
牙齿咬合时，应该是上牙齿咬在下牙的外
面，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反颌，这种
现象会随着生长发育越明显。

4.上颌前突。俗称“龅牙”，又可细分
为两种，一种叫深覆盖，是指上前牙切端在
水平方向上与下牙齿唇面的距离超过
3mm；另一种是上、下颌牙齿一起向前突，
形成唇开齿露的状态。

5.开颌。上下牙齿没有办法正常合拢
在一起，即使后牙咬合在一起时，前牙仍闭
合不上，在上下牙之间出现一个缝隙，嘴巴
无法闭紧。

“现在很多人都存在牙齿不整齐，如
‘龅牙’‘地包天’等情况，既影响颜值又影
响健康。”泰康同济（武汉）医院口腔科主
任雷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肉眼
可见的美观问题，牙齿不整齐还会导致牙

列内许多区域难以清洁，而食物残渣堆积
又易引起龋病、牙龈炎等。此外，口腔咬合
不正将影响咀嚼，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低
下，甚至出现生长发育迟缓、发音不清等问
题。

胡丽同时指出，牙列畸形造成的儿童
心理健康障碍也必须得到重视。因为错颌
畸形对于颌面部的美观影响很大，孩子会
表现出自卑、害羞、沉默寡言，不愿意与他
人交往，甚至出现较严重的心理疾病。

很多家长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牙齿不
存在错颌畸形的问题，而孩子的问题却很
严重。专家介绍，其实除遗传因素和先天
发育性疾病（先天性恒牙缺失、唇腭裂等）
外，乳牙萌出异常、食物精细化、口腔不良
习惯（包括吮指、吐舌、咬物、张口呼吸）等
这些后天因素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错颌畸
形。对于这些问题，口腔正畸的作用尤其
突出，正畸不仅能够改善面型，提升颜值，
还能调整咬合关系，增强咀嚼功能，改善下
颌关节症状，降低牙齿磨耗。

牙齿矫正也有“黄金时期”，错过
时机正畸难度增大

不少家长认为，等孩子换牙时，“歪七
扭八”的乳牙脱落，自然能长出整齐的新
牙，或者等到孩子青春期，甚至成年后再整
牙也不迟。雷敬表示，从理论上讲，牙齿矫
正没有年龄限制，即任何年龄都可以做口
腔正畸治疗。但是成年人的颌骨已经停止
发育，牙齿矫正的难度、风险、时间均较儿
童增加。

“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是11~14岁。”
雷敬认为，此期间孩子整个牙弓基本发育
完全，正畸医生可对牙齿畸形的类型做出
明确诊断，采取合适的矫治方法。

此外，该阶段的青少年对外力刺激的生
物反应性好，骨骼改建速度快，可塑性高，组
织代谢旺盛，治疗周期短、效果好，矫治完成
后更容易保持效果。而且矫治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牙根吸收、牙龈萎缩等副作用也最小。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正畸科主任李巍然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十二三岁是孩子生长发育比较活跃的
时期，恒牙完成了替换，骨头的改建、修复
能力特别好，此时进行正畸治疗，牙齿移动
也会比较顺利。

医生建议，从孩子7岁左右开始，每年
都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口腔检查，
除了常见的牙齿不齐，还有一些口腔问题
需要及早治疗。比如“地包天”“龅牙”等，
属于颌骨发育异常，一旦错过时机，到十五
六岁，再想通过戴矫治器改变就比较困难，
可能需要结合正颌外科手术才能治疗。

牙套并非越贵越好，应根据实际
需求理性选择

据了解，目前市面上的牙齿正畸矫治
器类型分4种，包括传统金属牙套、陶瓷牙
套、隐形牙套和自锁牙套。这些类型的牙
套各有特点，比如传统金属牙套效果好，适

用范围广，经济实惠；陶瓷牙套更隐蔽，适
合成年人；隐形牙套适用于需要轻微矫正
的人；自锁牙套调整更方便，矫治过程也更
为舒适。

李巍然表示，常见的这几类矫治器各
有优缺点，市面上的牙套价格也相差悬殊，
给孩子选牙套并不是越贵越好，应根据实
际需求理性选择。

有不少人担心矫正牙齿会引发牙齿松
动，雷敬认为，牙齿本身就有一定的生理性
松动，戴上牙套后，由于牙齿移动过程中牙
周的改建，会有松动度的相对增加，但是正
规的正畸治疗中随着牙齿移动到位是可以
恢复的。

事实上，牙齿松动的元凶是各类的牙
周问题，因此有牙周炎的患者需要在戴牙
套过程中关注牙周健康，避免继发的牙周
问题对正畸治疗产生影响。

其实，对待疾病的态度可以影响疾病
的发生与走向。现代医学倡导预防大于治
疗，就是希望将疾病抑制于萌芽状态。对
待错颌畸形亦是如此。

青岛市口腔医院正畸专家于艳玲指
出，预防错颌畸形有三个关键时期，分别是
胎儿时期、婴儿时期、儿童时期，尤其是儿
童时期要戒掉吸吮手指、咬唇、吐舌等不良
习惯，防治好鼻咽部疾病及影响生长发育
的全身其他疾病。家长要积极配合儿童口
腔科医生，密切关注孩子乳恒牙替换情况，
若有龋齿要尽早治疗；乳牙早失要及时进
行间隙保持；乳牙滞留或出现多生牙要及
时拔除等，从而预防恒牙错位萌出。

医药观察观察

牙周炎是一种口腔慢性炎症性疾病，又被称为
破坏性牙周病，抑制组织破坏和促进组织再生是治
疗牙周炎的重要手段。近日，中国重庆医科大学口
腔医学院的研究小组在国际《基因与疾病》杂志发
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糖尿病治疗常用药二甲双胍不
仅有降糖作用，而且还有抗炎作用，可减轻牙周组
织损伤，加快牙周组织修复。

研究小组通过多种检测方法，并采用结扎法建
立小鼠实验性牙周炎模型，对细胞与二甲双胍的相
互作用进行了详细检查，调查和分析了二甲双胍在
牙周炎进展过程中与高迁移率族蛋白B1（一种关
键的促炎因子）的作用。

结果显示，二甲双胍不仅能降低牙周韧带细胞
的氧化应激，还可通过AMPK/mTOR 途径激活自噬
（一种细胞废物清除和回收过程），该途径已被证明
可以抑制牙周组织中由高迁移率族蛋白B1介导的
氧化应激，减少高迁移率族蛋白 B1的表达和转
运。此外，研究还发现，二甲双胍可以减轻作为牙
周炎主要标志的牙槽骨吸收。

研究人员表示，本研究为二甲双胍是治疗牙周
炎的潜在药物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可能是牙周干
预的潜在靶点提供了新的证据，特别是对同时患有
糖尿病和牙周炎的患者，可谓一举两得，研究结果
为在二甲双胍已知的抗糖尿病作用基础上，开发出
一种经济实惠、耐受性好的治疗方案带来了希望。

（夏普）

二甲双胍或可成为
治疗牙周炎的潜在药物

中国科学家在猪体内
培育出人源中期肾脏

据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最新消息，该院科研团队在猪体内成功培育人
类肾脏长达28天，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报告
人源化功能器官异种体内培育案例。

研究人员将共1820个胚胎移植到13头母
猪体内。28天后，他们对5个胚胎进行了分析，
发现它们的肾脏似乎已正常进入第二发育阶
段。人类细胞大部分如愿进入了肾脏，而不是
胚胎的其他部位。

该研究严格遵守相关伦理规定以及国际惯
例，在3~4周胎龄内终止了妊娠。共获得2只
胎龄25天，3只胎龄28天的中肾嵌合胎儿。这
些嵌合胎儿的中肾内人源细胞占比最高可达
70%，而人源细胞参与形成的中肾小管所占比
例最高可达58%。

专家称，在猪体内为人类培育器官仍需数
年时间。例如，本次研究中的肾脏仍然带有猪
血管，因为人类的血管会被怀孕母猪的免疫系
统排斥。要克服这个问题，需要更加复杂的基
因工程，这样才能使肾脏适合移植给人类。

（学界）

夜间腿抽筋都是缺钙惹的祸吗？

儿童青少年错颌畸形患病率高达70%以上，牙齿不齐既给颜值减分还会影响身心健康

“电子接种证确实方便，每次带孩子打疫苗，
只要拿上手机就可以了。”近日，浙江省嘉兴市嘉善
县居民张女士带孙女到罗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接种疫苗，通过扫描手机上的电子预防接种证照
码，轻松完成预约取号、信息登记和接种核对，短时
间内便完成了疫苗接种。

2022年，浙江省推进“预防接种一件事”改革，
开展省县共建电子预防接种证改革项目，打造“浙
里民生关键小事智能速办”应用。作为电子预防接
种证试点县，嘉善县通过数据协同、线上线下融合，
于同年6月16日推出全国首张电子预防接种证，打
造线下智慧化接种门诊。随后，浙江省在全省范围
内推广使用电子预防接种证。一年多以来，群众普
遍反映，预防接种服务更加便捷、高效、安全。

截至8月28日，浙江省已申领的电子预防接种
证达82万多张，申领与使用的县（市、区）覆盖率达
100%，接种门诊覆盖率达97%。

（刘立夏 金芳）

全国首发电子预防接种证

两项筛查连续7年
列入“省重点”

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部门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河南省出生缺陷防治管理
中心）举办预防出生缺陷日主题宣传活动。据
悉，近年来，该省建立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
社会参与的出生缺陷防控工作机制，通过筛查
及干预，全省严重致残出生缺陷发生率由2011
年的17.98/万降至2022年的10.23/万，因出生
缺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由2011年的1.43‰降
至2022年的0.57‰。

2017年以来，河南省连续7年将“免费开
展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列入
省重点民生实事，并逐年扩展服务项目。7年
来，全省累计免费产前筛查400余万例，通过免
费产前诊断确诊染色体异常或单基因病等
1.14万例；免费开展新生儿“两病”和听力筛查
600万例，发现异常儿童9673例。

（富建）

医药上新上新

医药前沿前沿

医师视角视角

青少年时期是口腔发育的重要时期，同时儿童青少年也是

龋齿、错颌畸形、牙外伤等各种口腔疾病的高发期。牙齿疼痛、

牙列畸形等可能影响儿童进食、发音、面部美观，进而造成营养

不良、发育迟缓、语言能力降低、心理健康障碍等严重后果，做

好儿童青少年的口腔保健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乃至一生的健康

都有着重要意义。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专家提醒，11~14

岁是牙齿矫正的最佳年龄，成年人牙齿矫正的难度、风险、时间

均较儿童增加，因此最好不要错过整牙的“黄金时期”。

医药新知新知

戴牙套后这些事项
必须注意

1.保持口腔卫生：戴牙套会增加口腔中食
物残渣和细菌的滞留，因此更要保持良好的口
腔卫生。每餐后用牙线和牙刷仔细清洁牙齿和
牙套，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清洁，以防止牙齿龋
齿和口腔疾病的发生。

2.避免硬食物和黏性食物：戴牙套期间，尽
量避免咬硬食物，如坚果、冰块和硬糖，这些可
能会损坏牙套或导致牙齿脱落。黏性食物（如
口香糖、太黏的糖果）也应尽量避免，以免粘在
牙套上。

3.避免不良习惯：戴牙套期间，应尽量避免
咬指甲、咬笔或其他不良习惯，这些习惯可能会
对牙套和牙齿造成损害。

4.注意饮食：避免过度食用含糖饮料和食
物，这有助于减少蛀牙的风险。同时，保持均衡
的饮食，多摄入富含营养的食物。

5.遵守医生建议：定期回访正畸医生进行
检查和调整牙套，按照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如果牙套松动或损坏，及时联系医生进行修复。

6.使用牙套保护器：如果从事高风险的运
动或活动（如激烈的体育活动），建议戴上牙套
保护器，以保护牙套和牙齿免受损伤。

7.遵循饮食建议：正畸治疗期间，牙齿可能
会有些酸痛，尽量选择软食和温和的食物，避免
咬硬物，以减轻不适感。 （欣闻）

相
关
链
接

■ 北京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
副主任医师 游伟

夜间腿抽筋，学名叫作夜间下肢痛性
痉挛，是指夜间无意识的、突然发生的下肢

痛性收缩，经常发生于小腿肌肉。接近
一半的老年人都曾深受其困扰，而绝大

多数人的惯性思维都认为夜间腿抽
筋是缺钙引起的。老年人确实
容易骨钙流失，低钙血症也确

实容易诱发腿部肌肉痉挛，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而其背
后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

老年人由于缺乏运动、
习惯久坐或长时间坐马桶，

导致下肢肌肉和肌腱缩短，这些都会增加
发生夜间下肢痛性痉挛的风险。此外，老
年人常常服用的利尿剂、硝苯地平等药物
也会导致下肢痉挛发作，而与此有关的疾
病包括尿毒症、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低钙
和低钾血症等。

这种痉挛常发生于单侧小腿，可以自发
缓解，缓解后常伴有半小时左右的残余痛。
如何应对这麻烦的夜间小腿痉挛呢？单纯
补钙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小腿肌肉过度
疲劳，比如不要站立或行走时间过长，要穿
合适的鞋子等。

其次，要避免受凉。睡前可用温水泡
脚，泡完脚后适当做一些拉伸小腿的动

作，如站立位扶墙做弓步后伸动作，或坐
位下伸直膝盖，脚尖使劲儿往上翘，双手
尽量前屈去够脚尖。以上动作感到小腿
肚子有酸胀感即可，老年朋友们切记要量
力而为。

当反复抽筋发作不能缓解时，要及时去
医院接受检查，排除血管、神经的器质性病
变及全身性疾病，以免耽误病情。

传统医学认为夜间下肢痛性痉挛多是
由于感受风寒之邪，或因肝血不足以濡养筋
脉而致肌肉挛急。针灸治疗可以有效缓解
症状，多选取腓肠肌及其附近的足三阳经穴
位，如承山、承筋、委中、阳陵泉、足三里等，
配合艾灸疗法，效果更好。

（本文由“保健医苑”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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