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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胖”老人更健康
“老来瘦”并非疾病绝缘体，关键要保持适中体重指数

消化不良的症结，竟然在牙齿
家住广州天河区龙口东路的刘姨今年56岁，最近

半年一直感觉胃痛、胀气、消化不良，先后去了好几家

医院治疗，检查结果显示胃部没什么问题。她的病情

时好时坏，搞得她很抑郁，胃口变差，吃一点饭就有恶

心、反酸和胀气的感觉，整个人足足瘦了12斤。

后来老公觉得“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就让

她看看牙。医生帮刘姨检查发现，有一颗牙齿脱落后

因为没有妥当处理，口腔已经发炎，旁边的几颗牙齿

明显松动，怀疑与胃痛等不适症状有关。最终，刘姨

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种植牙治疗，没多久就拥有了

漂亮的牙齿，“种了牙后，牙齿不痛了，肠胃也不胀了，

吃东西也香了，可以和姐妹们一起叹早茶了，硬东西

都嚼得动了。”更重要的是，她的肠胃再也没有出现疼

痛、腹胀等消化不良的情况。

专家：牙病令胃肠不适反复发生
暨南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种植科冯智强博士指出，

在正常情况下，食物进入口腔后，被牙齿逐渐嚼碎；食

物同时也对口腔起到刺激作用，引起神经反射，一方

面促进胃肠液的分泌，帮助消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

胃肠蠕动，加快营养成分的吸收。

但当个别牙齿松动或整个牙列缺失后，咀嚼效率

随之降低，唾液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慢，食物未被充

分嚼碎就进入胃肠，令胃肠系统的负担加重，从而导

致胃肠功能紊乱，影响人体对营养成分的吸收。时间

长了，肠胃道的消化能力降低，缺牙患者出现肠胃不

适、腹胀、恶心、消化不良、便秘等问题，进而影响全身

健康。

专家表示，这样的患者都没有把久治不愈的胃病

跟牙病联系起来，即便把胃病症状暂时控制住了，只

要牙病仍然存在，就还会反复出现肠胃不适。肠胃不

适引起的胃肠紊乱又引起牙齿腐损，当食道下括约肌

功能出现异常时，胃内容物反流入食道，引起食道PH
值下降。其中，目前最常见的是胃食管反流，这些系

统性疾病都可能与牙齿有关系。

（周流星）

不明原因肠胃不适
可能是牙齿问题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CUA）副主任委

员、尿控学组组长、北京医院王建业教授指出：“时

值冬季，正是OAB（膀胱过度活动症）的高发季节。

OAB主要表现为尿急、尿频、夜尿和急迫性尿失禁，

若不及时治疗，则会给患者的生活、工作、社交以及

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困扰。”

据近年数据显示，我国OAB的总体患病率为

6.0% ，且 41 岁 及 以 上 人 群 OAB 的 患 病 率 为

11.3%。然而，有八成半的患者未曾就医，近50%的

患者症状出现一年以上才就诊，在门诊就诊的患者

中有超过95%被评估为中重度。“目前 OAB所呈现

的发病率高、就诊率低，患者就诊晚、症状重的现

状，也表明了绝大多数患者对OAB认知不足。”王教

授表示：“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体自然衰老的现象，

或者思想保守，认为‘尿事’难以启齿而讳疾忌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周利群指出，

出现尿频、尿急等症状后，患者应尽快就医，并根据

病因接受相应治疗。但在膀胱过度活动症发作急

性期，应通过功能训练、药物治疗等方式控制症状。

目前临床采用的药物主要是选择性M受体拮

抗剂。该类药物通过抑制膀胱逼尿肌不自主收缩，

从而达到延迟排尿的效果。而随着β3受体激动剂

新药贝坦利在国内上市，患者在用药方面有了新的

选择。该药通过激动β3交感神经系统，促进膀胱逼

尿肌松弛，从而缓解膀胱过度活动。

（胡宪）

中国老话“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年人肉也不敢多吃，蛋也

不敢多吃，就怕吃多了长胖。其实，“老来瘦”不是健康体型，

做个“微胖”老人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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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老年人肠胃

不舒服，却又查不出原

因 ，可 能 是 牙 齿 惹 的

祸——缺牙之后食物未

被充分嚼碎就进入胃肠，

久而久之会导致胃肠功

能紊乱。口腔医学专家

提出，这些患者可以考虑

做种植牙，很多时候牙齿

修复好了，消化的问题也

可能得到解决。

瘦子还会得高血压？

最理想的体重指数是22

一年内体重轻了10%就该查查了

“老来瘦”不是疾病绝缘体，不仅可

能“营养不良”，还可能导致看似只与胖

子沾边的高血压。来自老年患者急诊

住院研究的数据表明，高达71%的老年

患者存在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营养

不良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

有些人认为胖子才易得高血压，其

实是错的。尽管肥胖是患高血压病的

重要病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如果饮食

不健康，加上抽烟、饮酒、不运动等不健

康生活方式，瘦子也有可能患高血压。

不仅如此，瘦子得高血压后果比胖

子更严重。瘦人出现高血压的平均年

龄比胖人大，常规药物在瘦人身上产生

的疗效比胖人差，再加上如果抱有“瘦

子身体好”的想法，早期不节制，日后其

他并发症如血管硬化、心脏代偿性肥大

等一齐“找上门来”，会促进血压增高，

加大降低血压的难度。

老年人自己想要判断体重是不是

合适，看体重指数（BMI）更靠谱。是用

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

数字，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

瘦程度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体重

指数每增加 2，冠心病、脑卒中、缺血性

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分别增加 15.4%、

6.1%和18.8%。

一旦体重指数达到或超过 24时，

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血脂异常

等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的概率会显著

增加。但据多项研究表明，亚洲人在较

低的BMI水平时已经存在心血管疾病

发病率高的危险。中国老人最理想的

体重指数应该是22。

对老人来说，连续测量体重是筛查

营养是否充足与营养状态有无改变的

最简单方法。并不是年龄越大，体重就

应该越轻，相反的，在70~79岁年龄段，

体重较 60~69 岁和 80~89 岁这两个年

龄段偏重，说明体重和年龄不成反比。

对于不到 1 年内体重非故意减轻

10%或以上的虚弱老人应就以下方面进

行评估：营养低下、可能的内科或药物

相关原因、牙齿状况、食物保障、食物相

关功能状态、食欲和进食、吞咽能力和

之前的饮食限制。 （李之欢）

老人冬季
小便

“有点麻烦”
可能膀胱得了“多动症”

如果遭遇不明原因的憋不住尿、尿急、尿频

等症状的“侵扰”，老年人可要注意了，这些症

状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OAB）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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