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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琪

对于洗牙这件事，很多人表示不解，
自己明明每天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
为什么还会长那么多牙结石？到底怎么
做才能预防牙结石呢？12月17日，记者
采访了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华美院区口
腔科主治医师乔金科。

“天天刷牙依然会长牙结石，这是因
为仅靠刷牙并不能够彻底清洁牙齿。”乔
金科介绍，在口腔中，有很多细菌附着在
牙齿表面，形成细菌薄膜，而细菌薄膜经
过不断堆积，逐渐形成牙菌斑，这就是牙

结石的前身。如果牙菌斑不及时清除，
慢慢堆积得越来越多，就会钙化成黄褐
色的牙结石。

“有了牙结石，不单是口臭这么简
单。”乔金科说，对口腔而言，牙结石是一
种异物，它的存在会刺激牙龈，引起牙龈
红肿、发炎、出血，而它也会加速色素沉
着，使原本洁白的牙齿变得乌黑发黄，严
重时还会出现口臭、牙周感染，甚至牙齿
松动脱落。

很多人会直接用手或工具抠结石，
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乔金科表示，直
接用手抠并不能完全清除，牙龈下面可

能还有牙结石。手指甲或工具很容易划
伤牙龈，造成牙龈红肿、出血、牙龈疼
痛。如果手和工具消毒不彻底，还有可
能引起牙龈局部感染。

每天坚持科学刷牙和正确使用清洁
用品，对于清除刚开始形成的牙结石有
一定效果，但如果牙结石形成时间较长，
就很难通过刷牙或者牙线等清洁用品清
洁。此时，频繁刷牙还会损伤牙龈或加
重牙齿的磨损程度。“定期洗牙是去除牙
结石最有效的办法。通过洗牙可以减轻
牙龈炎、牙周炎等状况。”乔金科直言，洗
牙并不是简单地冲冲水，而是利用超声

波把牙结石震碎，如果牙结石引起牙周
感染，可能会有疼痛和少量的出血，但是
症状一般会在几天内消失。去除牙结石
后，医生还会对牙齿表面进行抛光，以减
少牙结石的沉积。

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才能为全身健
康夯实基础。乔金科提醒，大家应正确
使用巴氏刷牙法，餐后及时漱口，可以使
用牙线、冲牙器去除牙缝中残留的食物
残渣。定期到医院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当牙齿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去医院就
诊。

“洗”掉牙结石 守护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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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道路变成了永远没有出口的迷
宫，最熟悉的家人被深锁在记忆深处变成了
陌生人，曾经儒雅的老者变得不爱清洁、性
情暴躁，曾经健谈的老者变得沉默寡言……
这些不是虚构的情节，而是我们身边一类特
殊群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真实写
照。12月16日，聊城市第五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程桂芝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
期痴呆主要的类型之一，这一疾病对老年人
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给他
们的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5年前，70岁的市民刘凤仙（化名）被确
诊为阿尔茨海默病，经常丢三落四，这几年
情况越发严重。去年6月份的一天，刘凤仙
突然指着正在做饭的女儿李洁（化名）问，

“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李洁还以为妈妈
是在开玩笑，可她很快发现事情不对劲。从
那时开始，妈妈连她都不认识了。

“当听说这种病是不可逆的，最后还会
失去自理能力，我觉得压力很大。”李洁说，
确诊之前，她的妈妈就出现过白天迷路回不
了家的情况。起初，他们并没有当回事，以
为妈妈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直到后来多次出
现这种情况，他们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确诊后，刘凤仙病情逐步加重。先是忘
事，然后认知能力越来越差，直至逐渐丧失
自理能力。“原本通情达理的妈妈有时候很
暴躁，甚至不可理喻，有时候像孩子一样，需
要哄。不认识家人，但几十年前的事有时却
能讲得清清楚楚。”李洁说，他们根本不敢让
妈妈进厨房，怕她忘记关火。她想了各种办
法，给她戴定位手环、衣服兜里放上写有联
系方式的名片，以防走失；在家中安装摄像
头，时刻了解妈妈的动态；跟周围的邻居、保
安都说明母亲的病情，请他们提醒妈妈回
家。到后来，家人不再允许妈妈独自出小
区，经常寸步不离地陪着她。

这几年，因为妈妈的
病，李洁翻阅了很多关于阿尔茨海

默病的书籍，知道了陪伴的重要性，李洁现
在一有时间就陪伴妈妈，带她进行多方面的
训练，以锻炼其认知能力。

“我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多陪伴妈
妈。”李洁说。

据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数据显示，世
界上每 3 秒钟就有一人患上阿尔茨海默
病。目前，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
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1000万是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

“过去记忆力很好，现在做什么事转身
就忘；过去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却常不认得
家人；过去性格和蔼，现在却异常暴躁……或
是行为变了，或是认知变了，或是性格变
了。当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及时去医院就
诊。”程桂芝表示，大家常习惯用“老年痴呆”
来指代阿尔茨海默病，但其实痴呆症还包括
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等，以阿尔茨海默
病最为多见，约占老年期痴呆的 50%—
70%。阿尔茨海默病通常起病隐匿，持续进
行性进展，包括痴呆前阶段和痴呆阶段两个
阶段，记忆力下降是该病前期最典型的症
状，而且，时间越近的事情越记不住，就好像
大脑里有块橡皮擦，你写多少，它就擦多少。

不少老人在得病之后会走失，是因为他
们除了记忆力出现问题之外，视空间也出现
了障碍，不认识路、说不出家庭住址、背不出
子女的手机号。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常出
现沉默寡言、言语增多、易激惹等症状，甚至
出现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到了重度期，患者
生活不能自理，穿衣吃饭都需要有人照顾，
思维、语言、分析等全面下降，终日无语而卧
床，与外界逐渐丧失接触能力。患者可并发
全身系统性疾病，如肺部及尿路感染、压疮
及全身性衰竭等，最终因并发症而死亡。

“阿尔茨海默病目前还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可以通过系统治疗和非药物干预，减轻
和延缓病情发展。”程桂芝说，当你发现自己
或者家中老人出现明显的记忆力下降，千万
不要掉以轻心。对于该病，早发现、早治疗
不仅可以延长生命，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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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照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本报记者 张琪

“无时无刻需要人，真熬人”
“整天提心吊胆，害怕出问题，自己
都快抑郁了”……照顾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就像跑了一场马拉松，常
常会身心疲惫。12 月 16 日，聊城
市第五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程
桂芝直言，这个困境并不是完全无
解，通过科学照护，患者的生活质
量可以得到明显改善。

程桂芝表示，语言障碍是阿尔
茨海默病的症状之一，有的患者表
现为说话时语言混乱，让人难以理
解；有的患者则表现为反复讲一件
事，絮絮叨叨。当患者出现这样的
情况时，不要责备抱怨，正确的做
法是耐心倾听，注意观察，努力理
解他的意思，让他感到你是在认真
听，在尊重他。

记不住事，甚至忘记自己是谁，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常出现的另一
症状。程桂芝说，可以利用便签纸、

闹钟等提醒患者该做什么事情了。
避免让患者单独外出，衣兜中放一
张写有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的卡
片，万一患者走失，便于获得帮助。

“帮助患者管理个人生活，并
不是什么都去帮他做，也不是看着
他去做自己就不管了。”程桂芝表
示，要培养和训练患者的生活自理
能力，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必
要时给予协助。鼓励患者广交朋
友、参加社交活动，对于延缓病情
进展具有积极作用。三餐应定时、
定量，荤素搭配，选择营养丰富、容
易消化的食物。当患者进餐缓慢
时，不要着急催促，以防呛噎。家
中只放必要的物品，并且要固定位
置，易碎、尖锐等物品要妥善收纳，
防止出现摔伤、刺伤等意外发生。
多与患者一起翻看过去的照片，把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讲给他听。
建立温馨的家庭环境，让患者感受
到家人对他的关心和支持，树立其
战胜疾病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