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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研发的双胍类降糖药。临床用药60
余年证实二甲双胍的副反应非常轻微，绝大多数不良事件不需要特殊
处置，仅临床观察就可自行缓解。目前糖尿病指南推荐二甲双胍为一
线降糖药。

防止低血糖，增加活产率

二甲双胍适应症不断扩大。1型糖尿病患者联合应用二甲双胍和胰
岛素，可增加胰岛素的降血糖作用，减少胰岛素用量，防止低血糖发
生。1型糖尿病患者有明确的胰岛素抵抗和心血管功能受损状态。二甲
双胍可显著改善 1 型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BMI、脂肪含量及主动
脉、颈动脉功能。二甲双胍或有望成为1型糖尿病患者的心脏保护性干
预药物。糖尿病患者服用二甲双胍可以减轻肥胖者的体重，缓解高胰
岛素血症者的胰岛素水平，但不推荐正常人用二甲双胍作为减肥保健
药物服用。二甲双胍对妇科疾病的治疗作用证据越来多，可显著改善
子宫内膜增生、多囊卵巢综合症等多种妇科疾病，改善月经、性激素
及代谢异常，增加排卵、妊娠和活产率，疗效不劣于经腹腔镜卵巢打
孔术。

帮助治癌症，提高生存期

二甲双胍具有免疫调节属性，可以降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风
险，有助于治疗多种癌症，有望使癌症免疫疗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可
以使靶向药增效并延缓靶向药物发生耐药的时间。可能降低2型糖尿病
患者肝癌、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幽门螺杆菌根治后的胃癌、皮肤相
关癌症、结直肠癌、甲状腺癌等的发生风险，且具有剂量/时间依赖效
应，可能提高神经胶质瘤患者生存期。对子宫癌、卵巢癌、乳腺癌、
肺癌等更多恶性肿瘤亦可观察到有益表现。二甲双胍在感染相关领域
亦有很好的表现，减少糖尿病患者结核感染、活动性及死亡率，减轻
糖尿病患者登革热严重程度。

保护心血管，改善脂肪肝

在其他领域，二甲双胍或可减少2型糖尿病患者高血压发病风险，
或可有助于减少2型糖尿病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病风险，且具有时
间依赖效应。二甲双胍能够改善1型强直性肌营养不良患者的活动及步
态能力，有助于缓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引起的体重增加和胰岛素抵抗，
不影响糖尿病患者骨代谢。二甲双胍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是目前唯一
被糖尿病指南推荐为有明确心血管获益证据的降糖药物。二甲双胍能够
降低血脂、改善脂肪肝，还能够通过多种机制起到心血管保护作用。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包括血脂异常、胰岛素抵抗、肥胖等，二甲双胍主
要通过控制这些风险因素起到直接或间接的心血管保护作用。服用二甲
双胍的2型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减低。甚至有研究发现，二
甲双胍能抑制雾霾引起的血栓形成，可以延长寿命等。

二甲双胍普通片每日服用3次，血药浓度变化大，患者依从性差，
为此有公司研发了二甲双胍缓释片，每日服药1次，很好地解决了上述
问题。目前市场还有肠溶片等多种剂型，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药物I期临床试验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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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口腔健康，已经成为国家目标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当中，特别提出加强口腔卫

生工作。我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当中，也
提出了口腔健康明确指标。这些年卫健委开展的“三减三健”（减
盐、减糖、减油，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的专项行动
当中，健康口腔、减糖两项行动和口腔健康息息相关。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俗话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
命。长期以来，国人对牙病、口腔疾病根本不当回事，疼得实在
受不了了，才会去看医生。

改革开放后，国外文艺作品、影视剧进入中国。人们发现，
牙医在国外，尤其在欧美发达国家，是收入和社会地位都特别高
的职业，一时还理解不了。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
口腔健康，所谓全身健康将无从谈起。近年来，很多科学研究证
明，全身各个系统的疾病都与口腔疾病有关，后者甚至是前者的
来源。

比如不久前，有报道说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导致阿尔茨海默
症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致病细菌来自于一个人们从没想到
过的“地方”：牙龈疾病。也就是说，老年痴呆的发病原因或是因
为口腔病菌感染导致的。这应了老祖宗一句话，病从口入。

此外有临床研究证明，牙齿的多少和寿命的长短直接相关。
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口腔，重视牙齿。

不过，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是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东西
部地域差距很大。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去城市的
发病率高于农村，现在农村生活水平提高了，含糖食物、酸性饮
料的摄入增加了，农村的发病率高过了城市。

这样的现实提醒人们，口腔健康不光是城市人的事，不光是
经济发达地区的事，而是全中国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必须引起高
度关注，进一步开展有针对性的大众教育很有必要。

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科技爆发的时
代。口腔医学领域里，信息化技术、数字化技术，使各项新诊疗
技术的普及更加快速，使诊疗环节更加精准、更加有效。这为我
国口腔医学快速发展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还有一个利好，就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的快速发展。不少此
类机构很重视诊疗环境、服务环节、诊疗条件，有的已经达到或
者接近国际一流水平。在北上广地区，开始出现了口腔医疗的竞
争局面。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护牙、护
口腔的队伍中来，合力把疾病挡在人体的第一道关之外。

天气变冷，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浑
身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包得像个
小粽子一样，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俗
语：“三分饥和寒，能保小儿安。”

这里所说的“三分饥”并不是
不让孩子吃饱，而是不要让孩子吃
得过饱，每餐七分饱就足够了，因
为小儿脾胃功能尚在发育之中，比
较稚嫩，不能承受过多的食物，虽
然需要水谷精微的营养，却不能多
吃，吃多后反而容易出现消化不良
等疾病。

中医认为小儿饮食不节，过食肥
甘生冷，伤及脾胃，脾胃失司，受纳

运化失职，升降不调，乃成积滞。积
滞日久，脾胃更伤，转化为疳。脾胃
虚寒薄弱，则乳食难以腐熟，而使乳
食停积，壅聚中州，阻碍气机，时日
渐久，致使营养失调，患儿羸瘦，气
液虚衰，发育障碍。

婴幼儿的胃不像成人那样呈垂直
位，而是处于横位或半横位，平时正
常喂养之后，为了避免宝宝呕吐，也
需要把宝宝竖抱着拍拍背，使胃内
空气排出来。如果宝宝吃得太饱，
胃内食物过多，空气难以排出，就
很容易出现呕吐的症状。吃得太饱
容易加重小儿胃肠道的负荷，无论
是 胃 肠 道 的 蠕 动 还 是 分 泌 的 消 化
液，都不能满足过多食物的消化和
吸收，从而容易出现腹胀、腹痛、
便秘、腹泻等问题。吃得过饱会刺激
胃肠道血运加强，从而增加心脏的负
担。而人在饥饿状态下，会促进脑垂

体更多地分泌生长激素，可刺激儿童
骨骼生长。因此，每次给宝宝喂奶不
要太饱，否则会阻止生长激素分泌，
让孩子长不高。

“三分寒”指的是孩子不应该
穿得过多、过暖。中医认为小儿是
纯阳之体，天性活泼、好动，新陈
代谢相对较快，而且活动量较大，
孩子的产热速度快于成年人。穿得
过多、过暖，会使孩子散热困难而
出 汗 过 多 ， 并 浸 湿 孩 子 的 贴 身 衣
服。这种情况下，被寒风吹过更易
感冒，还容易诱发湿疹、汗斑等一
些皮肤病。

对于孩子，不光要少穿衣，晚
上也不能盖太厚的被子。厚厚的被
子会压迫孩子的肺部，使胸廓的扩
张程度受限，导致肺的通气量和供
氧量相应减少，使其不同程度地出
现呼吸急促等缺氧的现象。厚被子

透气能力差，导致被子里的温度非
常高，会大大增加 1 岁以内小孩得

“捂热综合症”的几率，如果没有
及 时 处 理 ， 有 可 能 还 会 有 生 命
危险。

另外，被子里的高温还会使小
孩 体 表 毛 孔 扩 张 ， 起 床 时 稍 不 注
意，冷空气就会很容易地通过毛孔
侵入肌肤而使其致病。另一方面还
会延长甚至加重小孩睡后机体的代
谢，影响睡眠质量。

家长们要让孩子的皮肤、呼吸道
等“第一道防御门户”尽早接触到外
界的寒冷环境，尽快适应外界环境的
气候变化及寒冷刺激，逐渐提高其御
寒能力，进而提高体温调节中枢的调
节能力，最终达到提高宝宝抵抗力、
减少患病几率的目的。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医院副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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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蕊

牙周疾病是最常见的口腔疾病。最新的全国
口腔健康调查显示，35岁以上成年组牙石的检出
率高达 90%以上，牙龈出血检出率在 82%以上。
整个被调查人群中，牙周健康者不足一成。然
而，49.6%以上的成年人仍然认为，自己的口腔健
康没有问题。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
周科主任栾庆先教授，请他介绍有关牙周病的防
护知识。

牙龈出血、吃东西塞牙、
牙缝变大、口气重……出现这
些症状要注意了，这是牙周组
织产生炎症反应了

记者：牙周炎有哪些症状？
栾庆先：如果把牙齿比喻成一棵树，牙周组

织就是树根周围的土壤。在细菌的长期作用下，
牙周组织会产生炎症反应，可表现为以下一些
症状。

牙龈出血：刷牙、吸吮、咬硬食物时出血，
出血量通常很少，漱口后停止，所以往往被忽
视。还有人晨起后唾液呈深褐色，这也是牙龈出
血的表现之一。

牙齿遇冷热敏感：由牙周组织破坏导致的牙
根外露，可出现牙齿冷热敏感现象，当牙根面有
大量菌斑堆积时，可加重牙齿敏感症状。

牙龈红肿：牙龈在炎症的作用下，血管扩张
导致牙龈由健康时的粉红色变成鲜红色或暗
红色。

牙龈发痒：该症状比较少见，但可能提示患
者牙周出现了问题。

食物嵌塞 （塞牙）：引起食物嵌塞的原因很
多，牙龈退缩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牙周肿胀：伴有牙龈形态的改变，中重度牙
周炎患者可出现牙周脓肿，许多人认为牙周肿胀
是“上火”的缘故，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肿
胀一定有潜伏的牙周问题，“上火”时免疫力降
低，结果导致了肿胀症状的出现。

口气重：口气重也有多种原因，牙周炎症是
其原因之一。

牙缝变大、牙齿变长：由于牙周组织遭到
破坏，向牙根方向迁移时出现间隙后的伴随
症状。

牙齿松动、移位：也是牙周炎的晚期症状，
说明牙根周围的支持组织已丧失到严重的程度。

牙齿脱落：牙周疾病的过程是一个骨肉分离
的过程，当牙根与牙床间的联系完全被割断，牙
齿就会自动脱落。

牙周疾病的治疗是一个
“踩刹车”的过程，病情能否控
制除有效治疗外，还要看患者
的习惯能否得到改变

记者：什么人易患牙周疾病？
栾庆先：导致牙周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是牙菌

斑 （细菌）。只要牙齿表面有菌斑的存在，牙周疾
病就可能发生、发展。当然，机体的反应也是其
发病的重要因素。那么，究竟什么人更易罹患牙
周疾病呢？

首先，口腔清洁不认真，又不能定期检查牙
齿者容易患牙周疾病。

其次，吸烟者更容易患牙周疾病。因为吸烟
可抑制血液中单核吞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防御
功能，也可以通过降低局部氧张力来促进某些致
病菌的生长。另外，吸烟能抑制纤维细胞的生
长，影响创口愈合。

第三，高血糖可导致白细胞趋化和吞噬功能
缺陷，抗感染能力下降、伤口愈合障碍等。因
此，糖尿病患者也是牙周疾病的高危人群。

记者：牙周疾病如何治疗？
栾庆先：清除导致牙周炎症的菌斑和牙石，

是治疗牙周疾病的关键，换个角度说就是要改善
牙齿的生存环境。如果你不爱护自己的牙齿，你
的牙齿终将离你而去，因为爱与被爱永远是相
互的。

菌斑的特性决定了控制菌斑最有效的方法是
刷牙等机械方法，药物对菌斑的作用非常有限。
对于每个人来说，掌握正确的菌斑控制行为，养
成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非常重要。就像脸要天天
洗一样，菌斑也需要坚持每天刷牙来控制。如果
牙面上的菌斑没有被及时清除，就可能会被唾液
中的钙离子钙化，在牙齿表面形成坚硬的牙石。
牙石需要专业人士借助专用器械来清除，这个过
程被称为“洁治”。

如果菌斑和牙石都没有被及时清除，随着
牙周疾病的进展，牙周组织与根面分离形成牙

周袋，牙周袋内还会生成牙石，如果不清除牙
龈和牙根间的这些“障碍”，牙周组织就无法愈
合，需采用龈下刮治技术治疗。对于中重度牙
周炎患者，往往在洁治和龈下刮治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行牙周手术治疗，彻底地清除菌斑和
牙石。

牙周疾病的治疗是一个“踩刹车”的过程，
病情能否控制除有效治疗外，还要看患者的习惯
能否得到改变 （如戒烟和坚持每天刷牙）。假如有
效治疗和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均没能实现，那么
牙周疾病就会一路前行，最终让牙齿离你而去。
所以，牙周健康的主动权就掌握在每个人自己的
手里。

预防牙周疾病唯一有效的
方法就是坚持良好的口腔卫生
习惯，每天彻底清除所有牙面
上的菌斑

记者：牙周病如何预防？
栾庆先：牙周疾病的早期阶段如牙龈炎等，

经过彻底治疗是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但
如果放任疾病的发展，出现牙龈退缩、牙槽骨水
平吸收，则很难再使其恢复原状。

从专业角度看，牙周疾病治好的标准是炎症
得到控制，牙周组织破坏停止。如果用这个标准
来判断，牙周病是可以控制的。

牙周疾病不同于结核等传染性疾病，也不能
像对待天花、麻疹那样通过接种疫苗而预防。牙
周疾病是一种感染性疾病，由口腔内固有细菌所
引起，属内源性感染。导致内源性感染的细菌可
存在于健康的个体内，在一定条件下才诱发疾
病，但其毒性较低，引起牙周组织的感染通常为
慢性过程，因致病菌早已在宿主体内栖居，内源
性感染不具有传染性和临床免疫，因此，它可以
通过隔断传染源来预防。

所幸的是只要及时清除菌斑和牙石，牙周疾
病是可以预防的。预防牙周疾病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坚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彻底清除所
有牙面上的菌斑。虽然菌斑是不断形成的，但在
新形成的菌斑中，主要致病菌的数量很少，这就
为预防和控制牙周疾病提供了时机。

另外，牙医强烈建议每半年“洁治”一次牙
齿，定期“洁治”也是预防牙周疾病的关键。

养生杂谈

百事通科学用药科学用药

被调查人群中被调查人群中，，牙周健康者不足一成牙周健康者不足一成

让成人牙齿让成人牙齿““在岗在状态在岗在状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第4站第4站

健 康 直 通 车健 康 直 通 车

护牙三部曲

除了学龄儿童更换乳牙，
掉牙更多出现在老年人群中，
然而记者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了解到，现在不少

“90 后”也进入了掉牙的队伍，
但大部分情况仍可控制。

牙齿能稳稳“立住脚跟”，
全靠牙齿的支撑组织 （即牙周
组织），而牙周炎导致起支撑作
用的组织被破坏，牙齿自然就
会松动掉落。

浙大口腔医院牙周科主任
李晓军表示，这些掉牙的“90
后”基本上都是因为牙周炎引
起的。

王 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