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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怀孕了，因为害怕影响胎儿
发育，不敢去治疗，必须得强忍着牙疼
吗？”“怀孕期间，拍牙片会不会影响胎儿
健康？”……昨天上午，在市口腔医院，几
位准妈妈正在就口腔疾病咨询该院医生。

孕期可看牙病
但要选好时机

据该院种植科主任何艳召介绍，目前
国际上的观点是：孕期看牙病是安全的，
但要选好时机。孕早期（1-12周），胎儿
的器官正处于发育阶段，对于环境刺激比
较敏感，外界刺激会增加畸形的风险；孕
晚期（28周以后），子宫对于外界环境的变
化较敏感，受到刺激会增加早产的风险。
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孕中期（13-27周）是
就诊看牙病的最好时期。

“但无论什么时候去看牙医，一定要
向医生说明自身的怀孕情况及预产期。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怀孕20周以上的孕
妇仰卧过久会影响全身血液循环，因此
如果需要长时间治疗，建议在治疗牙病
期间适时坐起来休息调整。”何艳召特别
提醒，而且，若不是紧急情况，最好避免
在孕早期和孕晚期拍牙片。如果遇到特
殊情况，也不必因过于担心会对胎儿造
成影响而延误牙病的治疗，实际上拍牙
片对胎儿的影响很小，但需要将防护措
施做好。

孕前莫忽视口腔疾病
怀孕会加重龋齿症状

笔者在采访中获悉，不少准妈妈都

会或多或少地出现牙周疾病，但有些准
妈妈因为牙周疾病不严重便没当回事，
且这些准妈妈普遍认为：怀孕期间胎儿
要从孕妇的牙齿中吸取钙质，所以牙齿
出现问题很正常。“但情况普遍并不代表
是应该发生的。相关统计表明，临床上
约一半的孕妇患有龋齿。”何艳召介绍
说，由于孕期女性体内荷尔蒙的变化，许
多孕妇在怀孕早期会有呕吐反酸现象，
这会引起口腔内细菌群的变化，口腔环
境变得更适合龋齿发展。还有许多孕妇
刷牙时早孕反应加重，恶心呕吐不舒服，
于是每天随便刷两下或干脆不刷牙，加
上孕期饮食习惯的改变，都会导致龋齿
的发生。

何艳召告诉笔者，临床上来就诊的
龋齿孕妇，不少在怀孕前就有龋齿，但因
为之前没有重视检查治疗，导致孕期病
情轻易发作。据悉，怀孕期间，孕妇会因
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龋齿越来越严重，
发展成急性牙髓炎甚至牙齿根尖周炎，
这种疼痛令人难以忍受。许多孕妇害怕
治疗进程及用药会影响胎儿的生长发
育，强忍牙疼不敢吃药或者不敢去医
院。“有龋齿的口腔中都藏着许多细菌，
这些细菌产生的毒素会增加出现早产
儿、低出生体重儿的概率。因此，孕期强
忍牙疼而不医治并不见得就不会损伤胎
儿，而且若妈妈有龋齿，嘴里的细菌还会
通过亲吻、共用餐具等途径传播给刚出
生的宝宝。”何艳召说。建议每位准备怀
孕的女性朋友都要提前6个月去医院进
行系统的口腔健康诊疗：洁牙，把口腔中
的龋齿、残根残冠、位置不正常的智齿等
都处理掉。

孕期注意口腔保健
平衡饮食多喝水

由于孕期的特殊性，准妈妈需要花
费更多的心思来维持口腔健康，为此平
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口腔科医生提出
几点建议：1.基础口腔卫生护理：使用含
氟牙膏，每天刷牙至少两次，每次最好保
持５分钟。每次餐后尽量都刷牙并使用
牙线，若正常刷牙会恶心呕吐，换成味道
淡一些的牙膏试试，若遇呕吐可用小苏
打水漱口，这样可有效去除口腔内残留
的胃酸，减少其对牙齿的腐蚀。另外，建
议孕妇每天睡觉前使用不含酒精的非处
方漱口水漱口。

2.木糖醇的使用：有研究表明，木糖
醇可抑制口腔中导致龋齿的细菌生长，
刺激唾液分泌，减少牙菌斑的形成，对于
孕妇预防龋齿很有帮助。建议准妈妈饭
后咀嚼木糖醇口香糖，这也是降低宝宝
患龋齿风险的有效方法。

3.平衡饮食：孕妇需摄入充足的蛋白
质、钙质和维生素等，可以吃新鲜蔬菜水
果、全谷物食品、乳制品（牛奶、酸奶、奶
酪等）、鱼肉蛋、豆类以及坚果等，减少甜
食的摄入，糖果、蛋糕、饼干、碳酸饮料等
含糖类物质都会促进龋齿的发生发展，
怀孕期间建议少吃。另外，孕期多喝水，
为减轻早孕反应，尝试少食多餐。

“每位准备怀孕的女性都应在怀孕
前把牙齿隐患解决掉，孕期注意维持口
腔健康，防止龋齿偷袭。这不仅是为了
自己，也是对胎儿负责。”医生特别提
醒。 （牛哲）

本报讯 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最新
研究发现，单腿平衡能力可预测中风危
险，如果单腿站立无法坚持20秒，中风
危险相对较大。

新研究中，京都基因组医学中心副
教授田原康治及其同事对平均年龄 67
岁的近1400名参与者进行测试，研究人
员要求参与者尽量保持金鸡独立（单腿
平衡站立）1分钟，之后对所有参与者进
行大脑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以评估其脑
内小血管病变情况及其小中风风险，另
外，参与者还接受了思维能力和记忆技
巧测试。结果发现，单腿站立时间不超
过20秒的参试者发生小中风或脑内小
出血风险更大。发生过一次小中风的患
者，平衡能力比正常人差了 16%。发生

过两次或以上小中风的患者，1/3存在平
衡问题。同时，平衡能力差的参试者在
思维能力和记忆技巧测试中得分也相对
更低。研究人员称，单腿站立难度大预
示着小中风或大脑内已发生轻微出血，
这意味着更高的中风风险。

美国纽约北岸医疗集团血管神经
专家理查德·利布曼博士指出，小中风
既会增大智力衰退和老年痴呆危险，也
与走路不稳、平衡能力差关系密切。他
表示，新研究对中风临床诊断具有重要
意义。通过单腿站立测平衡，可较准确
筛查出可能发生小血管病变的患者，进
一 步 排 查 中 风 危 险 ，做 到 防 患 于 未
然。

（生时）

单腿站立测中风风险
本报讯 人们将大蒜用于药用用途已经有

数千年的历史，食用大蒜或服用含有大蒜提取
物的营养补充剂通常被认为是降低胆固醇、血
压水平和患心脏病风险的一种天然方式。

近日，韩国庆北国立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
技术学院研究发现：发芽的大蒜比新鲜的大蒜
更加有益心脏健康，含有更多的抗氧化成分。
发芽5天的大蒜，其抗氧化活性要强于新鲜的大
蒜。 （小新）

发芽的大蒜
或更有利于心脏健康

本报讯 刊登在最新一期美国《心理科学期
刊》上的一篇论文指出，连续不断地分心对学习
和记忆的影响并不太大，而偶尔、无规律地分心
更影响记忆过程。

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者要求志愿者通过手
写笔点击屏幕上随机出现的符号，其中一部分还
被要求对出现的符号进行计数。结果显示，被要
求完成一个目标的志愿者与完成两个目标的人
做得一样好，也就是说，连续不断地分心并不会
影响记忆过程。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
于，颠覆了过去认为的分心一定会影响记忆的认
识。但专家同时提醒，工作环境最好保持相对安
静，同事之间尽量不要隔三岔五地互相打扰。分
心做其他事前，要记好手头所做事务的进程。

（保健）

美国研究称
偶尔分心会更加伤害记忆

本报讯 英国官方发表一份最新报告告
诫，每天喝6杯红酒会导致患口腔癌概率增加3
倍。

研究发现，经常每天饮红酒6杯，会导致高
血压危险翻倍，口腔癌危险增加3倍。英国每年
新诊断口腔癌病例超过5000人，其中1800多人
因此死亡。报道称，口腔癌并非常见疾病，但是
近30年来发病率增加了 20%，男性发病率为
女性的两倍。因此，英国卫生部公布的健康
指南建议，男女每天饮红酒分别不超过4杯和
3杯（250 毫升红酒相当于3杯红酒）。 （生时）

每天喝6杯红酒
患口腔癌概率增3倍

本报讯 日本九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
最新一期美国《临床检查杂志》上报告称，他们在
动物实验中发现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药物
丙帕锗能遏制癌细胞转移。

近年来，很多研究人员发现，在癌细胞转移
时，其周围的某些正常细胞会逐渐转变成一种细
胞群，进而帮助癌细胞增殖和转移。这个“群”里
的细胞要么会分泌癌细胞生长不可或缺的成分，
要么遏制那些能攻击癌细胞的免疫细胞。此后
的分析还显示，这个细胞群由成纤维细胞和白细
胞当中的单核细胞构成。其中的成纤维细胞会
大量分泌一种代号为“CCL2”的蛋白质，由后者
将单核细胞吸引过来组“群”。

研究人员指出，由于CCL2蛋白质在上述活
动中的某些特点与乙肝病毒引发炎症的机制相
似，研究者便让实验鼠服用乙肝治疗药物丙帕
锗，结果发现这种动物身上的乳腺癌细胞转移数
量会因此降至原先的1／10，而一种恶性皮肤癌
——黑素瘤的转移数量也降至原先的1／4。研
究小组还发现，给实验鼠服用丙帕锗后，协助癌
细胞转移的单核细胞就不再与CCL2蛋白质发生
反应，无法形成具有“帮凶”作用的细胞群，从而
显著遏制癌细胞增殖。 （新华）

一种乙肝药有望遏制
癌细胞转移

健康新知

“ 牙 疼
不 是 病 ，疼
起 来 真 要
命。”不少市
民在忍受牙
疼时的心情
莫 过 于 此 。
但对于特殊
群体——孕
妇 ，她 们 在
面 对 牙 疼
时 ，忍 受 的
不仅是牙疼
本 身 ，还 有
因为害怕影
响胎儿发育
而不知该如
何治疗牙疼
的纠结。

孕期牙疼怎么办
孕前、孕期注意事项需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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