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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 B15

在七一建党节到来之
际，作为非公党建组织，郑
州肛泰肛肠医院党支部依
托医院资源优势，为建中
街辖区党员送一份健康大
礼。6月 20日~7月 31日，
建中街辖区党员均可到所
在党支部领取一份健康体
检表，持表到郑州肛泰肛
肠医院可免费享受原价
365元的肛肠胃肠体检套餐。

此次活动，郑州肛泰肛肠医院党支部向建中街辖区内 14个社区的
党总支、党支部送去体检表共 960份，受到了各社区党员的好评。来自
永安社区的王大爷是一名退休老党员，虽然平时也会定期体检，但像这
次由党委组织的免费健康专项检查还是头一次。王大爷由衷地说，非常
感谢党组织对我们的关心，也很感谢肛泰医院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服
务，我们也会在以后的生活中为服务型党组织的建设增砖添瓦。

郑州晚报记者 蒋晓蕾

老年人如何保护牙齿
步入老年，老年人的消化功能

差，能否拥有一口好的牙齿就显得更
加重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
的牙齿和口腔黏膜均会发生增龄性
变化，如牙齿磨耗、牙龈萎缩、根面龋
牙周病、口腔黏膜病等，这些问题能
不能预防？老人该如何保护好牙
齿？郑州唯美口腔专家有话说。

三大牙疾困扰老年人

牙齿磨耗 老年人的牙齿经过长期咀
嚼，发生牙釉质磨耗，严重时牙本质也有
磨耗。牙齿磨耗的常见症状是：1.牙本质
过敏。牙本质的过敏区或过敏点：后牙多
发生于咬合面，前牙多发生于切缘。2.牙
齿邻接区缺损：常常是由于邻接区硬组织
磨耗，也可能因为边缘薄弱而发生折断。
引起边缘折断的原因大多是含骨性食物
或米饭中砂子造成牙折。3.侧创伤：是由
于磨耗后的牙齿的受力点发生改变，偏在
牙的一侧。牙齿的受力点改变可使牙槽
骨一侧受压，引起受压侧牙槽骨吸收，形
成创伤性牙齿病变。

牙龈萎缩 牙龈萎缩医学上称为生理
性牙龈萎缩，原因主要有三：一、有人认为
是牙龈发炎后，牙龈坏死脱落造成的。临
床常见的是横刷牙损伤了牙龈组织，可引
起牙龈萎缩。二、与牙槽骨吸收程度有
关。关于牙槽骨吸收的原因，多认为是由
于牙周组织缺乏正常的功能刺激。这与
老年人的咀嚼力下降有关。如果老年人
有牙齿缺失，一侧牙齿长期不能使用；或
两侧牙都缺失时，在进软食时，牙槽骨受
压力刺激减轻，牙槽骨便发生稀疏。三、
牙龈附着的高度与牙槽骨的高度有密切
关系，牙槽骨吸收愈多，牙龈萎缩也愈多。

根面龋坏 老年人牙间隙较大，容易
嵌塞食物，从而引起牙根面龋坏。

五大注意牙齿不“下岗”

营养全面 老年人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和矿物质的食物，尤其是钙、磷对骨质的
影响较大。多吃豆制品、牛奶、洋葱、萝
卜、虾皮、韭菜、鱼类等，少吃含糖且黏的
食物。

锻炼牙齿 吃饭时要充分咀嚼，尽量
多食富含纤维的食物，因为纤维在和牙齿
摩擦的过程中会把牙齿表面附着的食物
残渣和细菌带走，起到清洁牙齿的作用。

牙病及时治疗 龋齿和牙周病是老人
常见牙病，龋洞慢慢扩大会伤及牙髓和牙
神经，导致牙痛、敏感，甚至松动脱落。牙
周病不及时治会导致牙周组织萎缩，牙齿
松动脱落。

牙齿缺失及时修复 牙齿缺失，如不
修补不但降低咀嚼能力，影响消化和营养
吸收，影响老人身体健康，还会加快邻牙
松动脱落。

保持口腔卫生 老年人要坚持早晚刷
牙，平时可以选用含氟牙膏，或者多吃含
氟量较高的食物，以提高牙齿对龋病的防
御能力。 郑州晚报记者 刘书芝

温馨提示
保护好老年人的牙齿，使牙齿有助于

消化食物，减轻胃肠道负担，这对老年人
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郑州唯美
口腔免费提供咨询治疗方案。详细请拨
电话或登录网址。

电话：0371-60318899
网址：www.wmkqw.com
地址：经三路与东风路交叉口向北

200米（皇宫大酒店对面）

老家郑州、已定居日
本多年的李老爷子最近
正准备一年一次的返乡
之旅。回家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他在郑州市中医
院坚持7年的“冬病夏治”
7月3日要开始了。

和李老爷子一样忙着
计划的，还有90多岁的周老
先生。享受公费医疗的他，
原来每年都要住几次院。但
从8年前的头伏和“冬病夏
治”结缘后，这8年来他可是
一次院都没住过。

而就在去年、前年乃
至大前年，每每农历入伏
第一天（即传统中医疗法

“ 冬 病 夏 治 ”开 始 的 日
子），总会有 2000 多名患
者来到郑州市中医院，接
受“冬病夏治”。

从早 8 点到晚 6 点，
针灸科、儿科、肺病科3个
科室同时开展的“冬病夏
治”吸引来的患者，总将
门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郑州市中医院“冬病
夏治”魅力为何如此大？
其特色何在？都能治什
么病？……30 余年经验
积累，该院三大名医的权
威解读，可帮我们揭开谜
底。

郑州晚报记者 刘书芝
通讯员 王红专

郑
州

市
中医院建院55周年

巡
访

“天时+地利+人和”
“冬病夏治”30年，服务患者上千万

在郑州市中医院，三伏天就像一个“集结
号”，总会让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患者不约而
同从四面八方赶来。这中间，有定居日本多
年的李老爷子，有坚持贴敷 8 年之久、高达 90
高龄的周老先生，更有全家、母女、父子一起
来的。最多一天，医院接诊了近 3000 名患
者。开展 30 多年来，服务的患者粗略统计多
达上千万。

“粉丝团”为何会如此大？院长刘宝琴说，

“天时+地利+人和”功不可没。“天时”，即三伏
天“冬病夏治”，如今已深入人心；“地利”即市
中医院30多年“冬病夏治”的确切疗效，让它这
个金字招牌很有向心力；“人和”则是这里有一
支30多年“冬病夏治”经验的专家团队。

刘宝琴院长说，郑州市中医院作为我市唯
一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医院，开展“冬病夏治”
贴敷治疗已有30多年的历史，经验丰富，疗效确
切，被评为全国“冬病夏治”贴敷治疗示范单位。

辨证+药物+穴位
个性化治疗，确保疗效达最佳

肺病科主任王树凡介绍说，“冬病夏治”是
中医传统特色疗法，属于治未病的范筹。它根
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和《灵枢》“天人相应”的道理，利用夏天人
气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选用具有辛温发散、
温通阳气作用的中药，依病情选取特定穴位进
行药物贴敷，以振奋阳气、调和气血、疏通经
络、温散寒湿，从而达到鼓舞正气，增加免疫
力、防病驱邪的目的。所以，“冬病夏治”可广
泛适用于半岁以上体质虚寒的人群。

儿科主任王晓燕进一步分析说，三伏之日

肺脏气血通畅，药物易于深达脏腑，是治疗肺
脏疾患的最好时机。此时进行敷贴治疗最易
刺激穴位、激发经气，药物有效成分易于汗腺
渗透吸收。

针灸科主任李振同时提醒说，中医讲究辨
证施治，“冬病夏治”也如此，只有当“辨证+药
物+穴位”三方缺一不可时，才能发挥最佳作
用。李振说，人体的经络就像一座城市的地下
管网，而穴位就像是这些管网中的一个个出
口。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贴敷相关穴位，药
效才能通过穴位渗透进人体，发挥作用。

在郑州市中医院，针炙科、肺病科、儿科均
开展有“冬病夏治”贴敷疗法。长期咳嗽、慢性
咳嗽、气喘、胸闷、哮喘、慢性鼻炎、慢性咽炎、
过敏性鼻炎、体虚易感冒、小儿反复呼吸道感
染等肺系病证；慢性腹痛、腹泻、食欲不振、受
凉或食凉食即加重，辨证属脾胃虚寒、脾肾虚
寒者；类风温性关节炎、肩周炎、颈肩腰腿痛等
遇阴雨天气或受凉加重者；月经不调，月经量
少色淡、带下清冷，小腹冷痛，遇冷或食凉时加
重者等四大类疾病，均可轻松应对。

针灸科主任李振说，针炙科采用古典配方
调配有两种贴敷药膏——温阳膏和通络膏，每
种膏药的十几味中药每年还会根据三伏天气
温的变化进行调整，该增的增，该减的减。对
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风温类关节病乃
至皮肤病、妇科病等均可减少发作。

在王树凡看来，许多呼吸系统疾病都是阳

虚寒凝、痰饮蕴肺所导致，穴位贴敷选用细辛、
白芥子、生姜汁等具有温阳散寒、化痰平喘功
效的药物，贴于不同穴位，从而达到益气温
阳、理气清热、止咳平喘的功效，最终减少这
些呼吸道疾病在冬季的发病概率或减轻症
状。肺病科的两种方子通过外贴——刺激经
胳——调和脏腑——从而平衡阴阳，提高人体
免疫力。

在儿科，还根据小儿生理特点，在传统穴位
用药的基础上，加用运脾燥湿之剂贴在神阙穴，
进一步提高防病治病效果，并可健脾消食，增进
食欲。儿科主任王晓燕介绍说，儿童药贴和成
人药贴的药量及成分有明显的区别，把中药制
成不同的药贴，贴敷于身体的特定穴位上，通过
药物对穴位的刺激和药理作用调整阴阳平衡，
直接作用于机体，减少冬病的发病率及疾病反
复发作的次数，提高免疫力，增强体质。

1.郑州市中医院“冬
病夏治”贴敷时间：7月3日、
7月13日、7月23日、8月2
日、8月12日。7月3日~8
月22日均可贴敷。

2.贴敷期间，郑州市中
医院将在门诊大厅设立专门
区域，免挂号费直接就诊。
辨别体质—开具交费单—交
费—登记信息—领取贴敷
卡，即可贴敷。市中医院汝
河路院区同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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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七一
郑州肛泰医院为社区党员免费体检

近日，一台经特殊改装
的大巴车开进武警河南总
队医院门诊大楼前。到达
后，医院椎间盘治疗中心的
10多名医生护士登上车，在
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针对脊
柱微创的最新技术和设备，
边看显示屏上手术操作步
骤，边在模型仪器上进行实
际操作和训练。记者登上

车进行探访，发现该车配备有互动产品演示墙、多点触屏了解信息，用
来讲授课程的书写式触控屏，以及三架摄像机同时转播场内情况。还
有配备当今最先进的微创手术内窥镜、摄像头、光源等。

武警医院脊柱微创外科椎间盘治疗中心，是我国较早、河南最先
开展脊柱微创技术的专业科室，目前已成功开展各类脊柱微创手术 2
万余例，该移动中心之所以开进河南，也是因为该院脊柱微创技术优
势所在。

郑州晚报记者 蒋晓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