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进补切勿盲目，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俗话说：“冬令进补，春天打虎。”
冬季是万物潜藏的季节，正是调精养
肾的大好时机。据了解，目前市内不
少药店迎来销售旺季，各类滋补药材、
保健品、药膳生意火爆，部分进补中药
材甚至逆势上涨。但专家提醒，冬季
进补切不可盲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补养之法，只有对症调养，才能达到养
生的最佳效果。 记者 董亚飞 蒋晓蕾

近年来，市民对养生有了更高的要求，开始
倾向于药补、食补。一位姓林的女士告诉记者，
她以前抵抗力差，特别是到了冬季手脚冰冷，还
很容易感冒，在朋友建议下请老中医开了一个
药方，吃了一冬后，效果的确不错。

随着寒潮的来袭，“炖鸡”、“排骨汤”、“炖

鸭”……这些常见的煲汤滋补药材，开始在超市、
药店走俏，一位正在买党参的女士说：“每年冬天
都会买党参、黄芪炖鸡汤，这样更加味美营养。”

许多市民冬季会自己购买药材食用进补，
虽然中医强调虚则补之，但同时也讲究辩证调
养，如果盲目进补，容易适得其反。

河南省现代医学研究院医院名老中医史进
军提醒：进补也有一定的原则，比如，进补要适
量，不可盲目进补，以免过于燥热而有损健康。
另外进补过程中要注意五味调和，不可过于偏
嗜某一味，而导致体质偏颇，要在平衡膳食的基
础上适当进补。

冬季进补虽说是中医养生保健的一大特点，
但也并非人人都需要。要小心进入进补“禁区”：

禁区一：“蛮补”
一些甘温、温热之物，如羊肉、狗肉、鹿肉、麻

雀肉、麻雀卵等，只适宜于成年人，儿童即使体质
弱，也应忌食或少食，反之则有损无益。青少年
（包括小儿），由于身体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应注

意饮食营养，调节补充，一般不宜以药物进补。
误区二：“乱补”
中医根据人不同体质和食物的属性进行辩

证施补，按照食物的性味，可分为平补、温补和清
补等类。所谓平补食物是帮助维持健康和生命所
必需的食物；温补食物能温阳助火，改善畏寒怕冷
症状，从而增强体质，如阴虚内热的体质，多食则

加重阳热升火，出现咽干、齿痛、牙龈出血、便秘等
症状；清补食物偏凉可以清火，如阳虚偏寒体质，
多食反而使体寒更甚，从而出现腹泻、腹痛等症。

因此，即使身体虚，也不能盲目“乱补”，身
体虚有许多种类，每一种虚证，都有针对性的补
方、补药和食物，药证不符，不但无效无益，反而
有副作用。

辩明体质，小心进入进补禁区

烤瓷牙失败谁之错
不精准操作、劣质选材终酿祸

陈先生是位公关经理，因为车祸导致下
牙脱落三颗，后来他选择了烤瓷牙修复，可
不到两年的光景，陈先生的牙龈上长了一排
黑线，严重影响了他的社交工作，而口腔异
味更是让他“闭口不谈”。

“真是得不偿失，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就
不装烤瓷牙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办法来拯
救我这失败的烤瓷牙？”陈先生沮丧地说。

经多方咨询，陈先生来到郑州新世纪女
子医院美牙健齿中心，该中心主任王富来检
查后说，如果想彻底修复失败的烤瓷牙，最
好的办法就是采用美容冠进行治疗。

王主任说，由于目前一些非专业医师不

精准的操作，再加上制作烤瓷牙的金属材料

质量参差不齐，少数义齿制作中心或医疗安

全意识淡薄，或为了降低成本，选用了含有

有害元素的低档次金属制作烤瓷内冠，有的

把铸造过的烤瓷合金二次利用，还有的使用

了没有质量保证的非品牌合金材料，这些因

素都会给烤瓷牙患者的健康带来隐患。

美容冠战胜失败烤瓷牙

“暖冬爱牙，寻找烤瓷牙
失败者”援助活动启动

王主任说，修复失败的烤瓷牙，采用美
容冠技术是最佳选择。它会针对患者的牙
齿条件，结合口腔内窥镜数码定位系统，对

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为患者提供最佳的设计
方案和烤瓷牙材料，准确定位、安全无痛，最
重要的是没有后遗症。

据了解，郑州新世纪女子医院美牙健
齿中心于 12 月 12 日~31 日，推出“暖冬爱
牙，寻找烤瓷牙失败者”的大型援助活动，
患者通过预约，除了免费拆冠外（标准定
价百元左右），每颗失败的烤瓷牙换成美
容冠可抵 100元。

援助活动热线：0371-67353300
活动咨询QQ:646106790
郑 州 口 腔 美 容 网 ：http://www.

zzkqmrw.com/
河南口腔健康专线：400-717-3003
援助活动地址：郑州市黄河路 43 号新

世纪女子医院美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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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冠：战胜失败烤瓷牙

如今，一口健康的牙齿已被看作是一种
品位的象征。而牙齿缺失、牙齿排列不齐诸
此种种，让人苦恼不已，随着人们对修复牙
齿问题的看重，选择烤瓷牙的人也越来越
多，但是烤瓷牙修复失败者也在日益增加。

口腔专家指出，一部分患者在烤瓷牙修
复后的不同时间里，出现了与材料和质量有
关的牙龈发炎、黑线等问题。因此，在美容
牙齿的同时，爱美者也要对烤瓷牙的“身份”
留个心眼。 记者 董亚飞 李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