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蛀牙偶有放弃治疗，是因为有些医生选择“见死不
救”？

毋庸置疑，大多数蛀牙确实是需要治疗的。然而有
些蛀牙，或是没有治疗的必要，或是没有治疗的可能。

蛀牙状态是“静”是“动”
有些蛀牙虽然确实已经发生，但随着牙齿局部周围

环境的变化，却不会再继续发展，专业说法为“静止
龋”。这种情况主要见于蛀牙区域被磨平，病变部位由隐
匿状态变为开放状态，不再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的情
况。此时蛀牙变色状况虽不可能恢复，但是病变部位硬
度却高于“活动龋”，表明牙齿组织已经获得一定的修
复。由于病变不会再进展，且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则无
需治疗。若依旧按常规钻牙补洞，带给牙齿更多的是伤
害。

补牙材料有无“依靠”
蛀牙发生早期，被破坏的牙齿组织并不多，医生只

要去净腐败变质的部分，然后对牙洞稍作修整，即可补
好。然而当牙齿烂到只剩下断壁残垣，即使补牙，补牙
材料也会因为无依无靠而无法保持稳固。尤其遭遇外力
时，牙齿组织和补牙材料更是自顾不暇，哪里谈得上相
互支撑？所以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失败。倘若只剩下一个
残根，情况自然更加不容乐观。

蛀牙不能一次治完，是因为有些医生希望“多收
费”？

早期的蛀牙，只是伤及牙齿的“皮毛”，治疗自然相

对简单，钻钻补补即可了事。然而，随着病变不断加
深，棘手的问题必然接踵而至。

验证内部“有”炎“无”炎
很多人以为，只要牙齿破坏不太深，牙齿内部就不

会受到任何影响，补牙肯定是可以一次搞定的事情。
事实上，牙齿的外壳结构分两层，即牙釉质和牙本

质。牙釉质是最外层的，也是最强韧的，为实体结构。
牙釉质不但可以增加细菌入侵的难度，而且可以将炎症
拒之门外；牙本质则由许多束空心管道结构构成，管道

结构可使牙本质成为炎症的“良导体”，牙齿内部即使还
没有和细菌真正接触，也可能已经出现炎症反应了。

牙齿内部究竟是否有问题，医生既不能单凭肉眼判
断，也不可能活检做病理诊断，而只能通过验证获知。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安抚治疗，即先给内部消炎，并暂
时简单修补。观察一段时间后，如果牙齿没有出现疼痛
等异常，才可以放心做最后的修补。

有炎症更要刮骨疗伤
牙齿内部确实有炎症，很难通过一般的消炎治疗解

决问题。这主要和牙齿内部的血液循环不好有关。血管
细如发丝，即使口服或静注消炎药，药物到达牙齿内部
也所剩无几了。所以，牙齿消炎时局部用药更有效。

单纯用药其实也远不能解决问题，由于腐败变质的
东西还留在牙齿里面，因此清理内部垃圾更加重要。这
种治疗有点“刮骨疗伤”的味道，不但发炎的血管、神
经等要被取出，而且被细菌污染了的牙本质，同样需要

“打磨”。在彻底去污的基础上，再在局部用上消炎药，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这种经过“打磨”式清理后的
局部消炎治疗，效果并非立竿见影，是要经过一定的时
间才能显效。所以，牙齿内部确定有炎症时，蛀牙更加
不可能一次完成治疗。

蛀牙治疗的具体策略，是基于对蛀牙病变状态、破
坏情况和内部炎症做出正确判断的合理选择，而不是想
当然地认为该不该治，能不能治，要治几次。

（作者供职于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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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解惑

吃保健品可提高免疫力？
对大多数人来说，服用保健品对提高免疫力

是没有太大帮助的。免疫力是机体对于病原体感
染的抵抗力。通常情况下，只要“不经常”发生
病原体感染，就表明机体的免疫力与环境相匹
配。而大多数保健品会因免疫系统的调节而失去
效果。甚至，长期服用某单一的保健品，会导致
依赖性，一旦停用，可能导致暂时性的免疫功能
紊乱。因此，服用保健品应慎重考虑。如有需
要，应选择有针对性的保健品，同时制订服用计
划，定期监测免疫功能，到达目标后，要考虑逐
渐停药，最好不要无限期地使用。

空腹到底能不能吃香蕉？
有人认为香蕉里含有大量的镁，空腹吃香蕉会

导致血液中镁含量骤然升高，造成人体血液内镁、
钙比例失调，从而对心血管产生抑制作用，不利于
健康。

其实，空腹可以吃香蕉。虽然香蕉中的镁含量
不低，但它是一点一点地缓慢进入人体的，而且吸
收量有限，不会像打针一样瞬间全部进入血液。

而且，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之一，人体有一
套调节镁浓度的机制。如果人体内的镁浓度不够，
肾脏会加大对原尿的吸收力度，尽量回收原尿中
的镁。反过来，如果镁浓度过高，肾脏的重吸收
就会减少。对于肾脏健康的人来说，一般不会出
现镁缺乏、镁过量的问题，所以空腹可以吃香蕉。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古今中
外，人们都渴望健康长寿，只是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
对健康的认知有了显著变化，以致
对待的方式方法已大不相同。无论
昔日的皇家仙丹，还是当今的长寿
良方或“万能保健品”，可以说都
是对生命的贪恋，这不仅有违自然
规律，也违背科学常识，最终只能
是对健康生命的摧残。

若世上真有长寿仙丹，那当今
得有多少不死之人在游荡？仙丹害

人、保健品不保健的事实已告诉大
家，要想健康长寿，必须遵循人体
生命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对不健
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或欲望进行理性
的节制，方能驾驭欲望驶向健康的
彼岸。

世上健康长寿的人很多，其共
同点不外乎性格开朗、生活规律、
清心寡欲。而那些吃喝嫖赌抽的

“瘾君子”则很难健康长寿。
健康的背后也有苦行僧般的自

律。如对衣食住行中的各种行为能
理性控制，不论是心态、膳食、烟
酒、睡眠或运动等，一时一事或短
期调控，基本上都能坚持。但若终
生如此，则需要恒心和毅力。康德

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
是自我主宰。身心健康亦是如此，
用自律带来自由，用自律赢得健
康，有了健康才能赢得未来。所以
说，我们的健康应该由自己主宰。

健康的心理决定健康的行为,
健康的行为有利于身心健康，行为
决定健康绝不应是一句口号。国际
权威医学杂志 《柳叶刀》 2019 年 6
月发表论文，分析了1990年到2017
年中国34个省份 （包括港澳台） 居
民的死亡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中风、缺血性心脏病和肺癌，而大
量证据表明，这些疾病大都与不良
生活习惯相关。之前的有关研究结
果与此也基本一致，可见不良生活

行为方式正严重影响着国民的健
康。一定别小觑吃喝拉撒睡这些

“小节”，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健
康，也是健康中国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民健
康，积极推进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
深度融合。“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
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
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全民健身、全民
健康的重要意义，并亲自谋划亲自
推动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的意见》提出明确要求，要广泛
实施全民健身行动。这次的健康中

国 行 动 ， 与 以 往 不 同 的
是，不仅仅是要开展健康
的宣传倡导，而是聚焦当
前民众所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
响因素，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国家
卫生健康委提出，推进健康中国行
动要实现“四个转变”：在定位
上，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
心转变；在策略上，从注重“治已
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变；在主
体上，从依靠卫生健康系统向社会
整体联动转变；在行动上，努力从
宣传倡导向全民参与、个人行动的
转变。

由此看来，健康的生活行为方
式决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对

待“大健康理念”的一种行动，每
一个人都应积极投身全民健身事
业，养成健康的、规律的生活方
式，在通往健康中国的道路上携手
前行。

专家观点

健 康 自 己 主 宰健 康 自 己 主 宰 自 律 方 成 赢 家自 律 方 成 赢 家
□□ 杨志寅杨志寅

世上健康长寿的人很多，其共同点不外乎性格开朗、生活规律、清心寡欲。很多人一时一事或短期调控基本上都能坚持，
但若终生如此，则需要恒心和毅力。只有对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或欲望进行理性的节制，方能驾驭欲望驶向健康的彼岸。

（作 者 系
中华医学会行
为医学分会前
任主任委员、
国际行为医学
终身成就奖获
得者、济宁医
学院教授 ）

蛀牙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生过蛀牙的人不在少数，因为蛀牙而就医的人也较多。然而，对于不同的人，蛀牙的治疗方法和过程似乎并不
相同。难道真是医生“看人下菜碟”？蛀牙治疗，为何要因人而异？

基 于 病 变 判 断 不 是 所 有 蛀 牙 都 要 治
□□ 富 饶

吸烟间
所谓吸烟间即是指吸烟的时刻，吸烟

会促使动脉硬化，增大患心梗的危险；另
一个方面，吸烟会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
挛，导致血管闭塞，发生心肌梗死。一位
23岁的心梗患者让主治医师感到意外，因
为心肌梗死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
常发病，30岁以下病患相当少见。询问病
史才得知，元凶是该患者有 7 年的吸烟
史，平均每天吸1包烟。吸烟已是世界公
认的冠心病危险因素之一，很多人就是在
吸烟时心梗发作的。建议所有人都能认识
到“吸烟有害健康”，尽早戒烟，而且要相
信无论什么时候戒烟都不算晚。

起居间
所谓起居间即是指早晨起床的时刻，

早晨起床，人从“半休眠”状态苏醒后，
呼吸心跳加快，血流加速，血压升高，容
易使已老化的心脑血管破裂，血液黏稠易
形成血栓造成栓塞。古人曰“闻鸡起舞”，
但是，对已患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来说，凌晨却危机四伏。尤其是凌晨五六
点至上午 11 点，对他们而言，更是一道

“魔鬼时间”。因为人体具有生物钟节律，
夜间身体存在“三低一高”，即夜间体内血
量比白天少、夜间血压比白天低、夜间血
流比白天慢、夜间血液黏度增高。

所以，起床时，身体从静态卧位到动
态站位的变化，常会造成人体心脑血管供
血不足，中老年人神经调节慢，如有心脑
血管病还进行运动，就容易发生猝死。建
议有冠心病疾患或者中老年人早晨起床
时，要注意保暖，切忌不可猛然坐起、下
床，晨起醒来最好平躺在床上活动四肢后
缓慢坐起，活动肢体后再缓慢下地。

鼾睡间
所谓鼾睡间即是指打呼噜的病人熟睡

的时刻，其实“打呼噜”是阻塞性睡眠呼
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最突出的特征性表
现，它是一种具有严重危害及潜在危险的
高发性疾病，在睡眠过程中反复出现窒
息，使全身间歇性缺氧，增大心脏的负
荷，血压急剧波动，容易引发悲剧。因
此，在伴有低氧血症及心肌耗氧量增加的

情况下，可促使夜间急性心肌缺血的发
生。缺氧还可引起夜间血液黏度增加，血
管壁功能失调等，最终诱发急性心肌梗
死。英国科学家曾在《英国医学期刊》发
表的研究称“致命性心梗多发于晚上”，就
是指这样的情况。建议有睡觉打呼噜、患
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患
者尽早治疗，解除危险因素。

太平间
所谓太平间即是喻指遭受突发性打

击，极度悲伤的时刻，在人的七情六欲
中，对心脏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悲伤。人如
果一旦陷入极大悲伤的情绪中无法排解，
交感神经系统会分泌出大量激素，使心跳
加速、动脉收缩，进而导致比如心痛、气
短和休克等症状，发生更大悲剧。

临床上有一些人，健康且无心脏病
史，但会因为遇到了一些突发事件如亲人
的离世，倒在太平间的门口。他们因为突
发性打击，进而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胸
痛、气促，甚至休克，这种病症被称为压
力性心力衰竭。过度悲伤使肾上腺素和其

他压力激素的分泌在短时间内激增，毒素
流向心脏，降低了心脏泵血功能。建议有
冠心病疾患或者中老年人平素保持心态平
衡，切忌过喜过悲，尽量避免悲伤场合。

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冠心
病患者尤应认识有关诱发心肌梗死的主要
危险时刻，方能防范心梗悦活人间。万一
发生胸口疼痛，有濒死、压迫感，持续5~
15 分钟或以上，伴有出汗、恶心等症状
时，要高度警惕心肌梗死的发生，第一时
间拨打急救电话，寻求医护指导帮助外，
如果有冠心病病史可服用阿司匹林、硝酸
甘油等药物来进行自救互救。发生心梗
后，最容易导致猝死，此时保持呼吸道通
畅，掌握胸外按压、腹部提压、人工呼吸
等心肺复苏急救技术甚为必要。建议对装
有冠脉支架或搭桥术后的胸外按压禁忌症
患者发生心搏骤停时，宜用腹部提压心肺
复苏方法。 （下）

（本文选自《中华精准健康传播专家共
识》之公民防控心梗 “十间”卫生健康指
南，主要执笔：王立祥、缪中荣、何义舟）

防范引发心肌梗死的危急“十间”

生 命 的 边 缘

科学家档案：陈一友
北京智康博药肿瘤研究有限公司创始

合伙人兼首席科学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之

后赴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得实验
病理博士学位。北京智康博药肿瘤研究有
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和董事长，杭州诺辉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兼首席科
学家，中美冠科生物 （Crown Bioscience
Inc.）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

领导并建立了世界著名的HuPrime技
术平台，该平台被全球几乎所有跨国制药
公司采用，以帮助寻找最具有临床开发潜
力的抗肿瘤药物。

(上接第一版)
未知死，焉知生
到今天为止，人类所有对抗癌症的治疗方

法和手段都是想把它逆转，像是要把一个坏人
改造成一个好人。手术、放疗、化疗、热疗、
冰冻……所有想到的恶招毒招都用到癌细胞身
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它们，但几乎都没
有成功，因为我们无法完全改造它们。

孔子有一句话：未知生，焉知死。我们把
这句话反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也许这个现
象的存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更多的现象，
能够让我们的生物学知识更进一步；就像研究
黑洞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宇宙是如何运转的一
样，越黑暗的地方往往更容易发现光明。

第一点学习到的，就是只有失去的时候才
知道什么最重要。人的基因组中有一个P53基
因，研究癌症的时候，发现几乎在50%的癌细
胞中这个基因都发生突变，这是目前所知的癌
细胞中基因突变率最高的，意味着它对我们很
重要。P53好比是基因组的守护天使，离了它
后果会非常严重。

第二点就是我们常说的以不变应万变，实
际上是万变永远战胜不变。在任何一个患者的
初始癌症肿瘤里，癌细胞并不是单一的，有比
较大的癌细胞，也会有几个稍微不太一样的癌
细胞。每一个癌症患者在初始药物治疗之后都
会很有效，但有几个癌细胞对药物并不敏感。
每一次治疗，我们所做的是把敏感的癌细胞杀
死，让不敏感的癌细胞继续扩增，并产生新的
变异的癌细胞，最后变成耐药肿瘤。

癌症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你用一种方法对
付它，暂时可以胜利，但是它可以产生新的变
化来逃避这种药物的治疗。这似乎令人很沮
丧，但其实已经取得了进展，今天很多癌症病
人可以活得很久。然而，要完全战胜它还是需
要一定的时间，因为跟癌症做斗争需要不断突
破科学目前的限制。人类生物学的突破往往是
通过癌症研究，绝大部分技术上的突破也是在
攻克癌症中取得的。这些成就很快又会扩展到
其他领域。

永生的代价
长生不老是人类永远追求的梦想。上个世

纪以来发现，可以把人的细胞拿出来在培养皿
中单个培养。人体还原成单个细胞是否就可以
突破生命的局限呢？事实上不然。人体细胞中

有一个内生的自动闸，即使这个细胞离开人
体，在培养皿里培养可以到50代，但一般超过
50代之后，这个细胞就再也不会分裂了。

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极限？有一个特殊的基
因叫端粒酶，这是上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科
学家发现的。它可以保护基因组的稳定。如果人
工培养这个端粒酶，会发现它可以轻易突破极
限。这样的细胞我们看不到它停下来的迹象，但
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就可以得到永生呢？不是的。
端粒酶高会诱导癌症，是所有癌细胞的共同特
性。正常成熟的细胞里面除了生殖细胞以外很少
有端粒酶。所以说，突破这个极限的同时会带来
癌症。永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生命的边缘，至暗时刻，通过我们的
努力发现一丝丝的光亮。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生物医学的进展，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更多
的支持。

“Futurelab：艺术×科学论坛”由睡前
Futurelab主办，致力于搭建艺术与科学之间
的交流平台，鼓励两者之间具有前瞻性的、
平行与平等的对话，从促进艺术与科学的有
机结合。

扫码关注公众号以了解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