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牙痛是常见现象。大部
分人认为牙痛是牙齿本身出
了 毛 病 ，所 以 跑 到 医 院 拔
牙。可拔掉后，牙齿仍有痛
感。专家提醒，如果通过诊
治，牙痛仍不见好转，这可能
就不仅仅是口腔问题，也许
是某些疾病发出的“信号”。

脑内肿瘤引发牙痛

60岁的王先生近几年一
直饱受牙痛的困扰，吃了各
种止痛药，仍不见好转，甚
至最后拔掉了五颗牙齿也无
济于事。最终，他到医院口
腔科检查发现，原来他脑袋
里长了一个肿瘤。

专家说，人们面部与牙
齿的感觉，由一根被称为三
叉神经的脑神经支配。当肿
瘤压迫三叉神经后，就会出
现牙痛症状。早期三叉神经
痛患者除了有牙痛症状，在
进食、说话或刷牙时，个别牙
齿也会表现为锐痛、刀割样、
针刺样疼痛，且持续时间数
秒钟，疼痛难忍。此外，这种
痛感在夜间会得以缓解，每
日发作数次至十次不等。

还有两种疾病也会引发牙痛

据介绍，很多疾病都会
引发牙痛症状。其中，较常
见的有心源性牙痛和颞下颌
关节紊乱病。

心源性牙痛多出现于患
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群体中。
当心肌缺血、缺氧时，产生
的乳酸等酸性物质及多肽类
物质，就会刺激神经产生疼
痛，并扩散至咽部的迷走神

经，诱发咽喉疼痛、牙痛症
状。且该疼痛呈持续性，放
射部位多以左肩左臂、颈部
和面部为主，劳累后疼痛加
重，休息后减轻。

颞下 （指头颅两侧靠近
耳朵的部分） 颌关节紊乱
病，其疼痛多在耳前颞下颌
关节区及咀嚼区周围，进食
时痛感明显加重。有些病人
进食和咀嚼时还会感到耳内
疼痛，甚至头疼。此外，有
时张嘴、闭嘴时关节区还会
出现弹响，因此常被误认为
是牙齿疾病所引起。

区别普通牙痛和心源性牙痛

到底如何分辨心源性牙
痛与普通牙痛，可以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区分。

1.牙疼位置是否固定。
普通牙痛部位较为固定，心
源性牙痛无法找到具体疼痛
点。

2.疼痛有无阵发性。普
通牙痛大多与运动无关，心
源性牙痛则会因走路、干活、
运动等加重疼痛感，多伴有
头晕、心慌、胸闷等症状。

3.止痛药管不管用。普
通牙痛通过止痛药可以缓
解，而心源性牙痛通过止疼
药、封闭、拔牙等治疗都不见
效果。

专家表示，长期吸烟、
酗酒，高血压、高血脂、糖
尿病患者，以及有冠心病家
族史的群体，更要小心突发
性牙痛。如果频繁出现突发
性牙痛，且没有合理的医学
解释，都应就诊。 晚综

牙痛可能是某些疾病的警报

心脑血栓病是危害中老年
健康的“大敌”。在我国 60岁以
上的老年人群中，每年死于中风
和心梗疾病的人数已超过 30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55%以上。

市 六 院 （市 心 血 管 病 医
院） 业务副院长，心血管内科
主任医师赵森，从事临床工作
数十年，她告诉记者，心脑血
栓病的发生，除了存在高血
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等
人们熟知的易患因素，有医学
研究表明，急发性心脑血栓病
患者在发病前，大多数人的血
液处在高凝聚状态，即呈现隐
性血栓的状态。由此可见，隐
性血栓是潜伏在中老年人体内
最危险的“隐形杀手”，也是血
管里的“定时炸弹”。

赵森解释，血栓是指血管
中流动的血液形成有特殊结构
的血块。在心脏血管中形成血
栓，将导致心肌梗死的发生，
在脑血管中形成血栓，将导致
脑梗死的发生。在心脑血栓病
发病前，血栓的形成经历极其
复杂的量变到质变的物化演变
过程。而隐性血栓是导致中
风、心梗发作的最直接危险因
素。

“预防心脑血栓病的关键，
在于清除隐性血栓。”赵森解

释，处于隐性血栓状态的人
群，通常可以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缺血、缺氧症状，比如头
痛、头昏、胸闷、手脚发麻
等，更多的人症状轻微或毫无
感觉，甚至到医院心脑血管专
科做常规检查时，包括血脂、
血黏、血压、心电图、CT等一
切指标正常，这会让许多人产
生麻痹思想。中风和心梗这类
疾病，往往都是在患者不知不
觉中和自以为心脑血管没问题
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而一旦
等到发病之后再去治疗，往往
为时已晚。

人们快节奏、高强度的生
活方式和高蛋白、高脂肪、高
热量的饮食结构，必将会导致

“文明病”和“富贵病”的心脑
血栓病普遍上升，并且趋于年
轻化。赵森表示，心脑血栓病
是能够预防的，前提是对隐性
血栓的早发现、早治疗、早预
防。中老年人要坚持终身对隐
性血栓进行每年不少于两次的
定期监测，然后，根据检查结
果，作针对性的药物预防治
疗，尽早发现隐患，及时消
除隐患，从而有效预防和阻
止中风、心梗等心脑血栓病的
发生。

本报记者 刘彩霞

■本期解答专家
赵

森，市六
院 业 务
副院长，
心 血 管
内 科 主
任医师，
我 市 心
血 管 内
科 学 科

带头人之一。曾先后在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北京朝
阳医院心脏中心进修。从医
28 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心脏
病诊疗经验，擅长冠心病、各
种原因所致的急慢性心力衰
竭、心肌炎、心肌病、心律失
常、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及老
年病的诊治，参与并成功抢
救 急 、危 、重 症 患 者 数 百 余
例，先后荣获河南省“中原健
康卫士”，漯河市“五一劳动
奖章”“劳动模范”“首届十大
最美卫计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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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血栓：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淇

5 月 31 日是第 32 个“世界
无烟日”。当天上午，市疾控中
心和市健康教育所的工作人员
在黄河广场开展控烟宣传志愿
服务活动。

今年世界无烟日的宣传主
题是烟草和肺部健康。在黄河
广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讲了
公共场所禁 烟 的 必 要 性 、 吸
烟 与 肺 部 健 康 的 关 系 、 吸
烟 和 被 动 吸 烟 对 身 体 健 康
的 严 重 危 害 、 戒 烟 对 健 康
的 益 处 等 知 识 ， 以 及 戒 烟
的 方 法 和 步 骤 ， 并 通 过 悬挂
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
传单、海报等多种形式进行宣
传 （如图）。

在现场，工作人员还对群
众讲述了怎样才能有效戒烟。

“戒烟不要盲目，应先从心理上
做足准备。”工作人员表示，正
确的戒烟方法有直接戒断法、

逐渐减量法、延迟法、尼古丁
替代法、药物戒烟法。

据了解，当天活动中，现
场 工 作 人 员 共 发 放 宣 传 折 页
2000余份，咨询人数达500人。

市疾控中心和市健康教育所

开展控烟宣传 倡导健康生活

据统计，平均每 5 人就
有 1个鼻病患者，发病率逐
年上升且趋向低龄化。不少
人在鼻病方面存在5大误区。

误区一：鼻炎治不好，
不治也罢。常有患者说，我
是十几年的老鼻炎了，反正
也治不好。其实随着科学技
术的提高，鼻炎、鼻窦炎是
完全可以控制的。

误区二：头痛和鼻病没
关系。头痛的患者一般首选
神经内科或疼痛科治疗，头
痛 久 治 不 愈 ，不 妨 查 查 鼻
腔。鼻源性头痛常常由鼻
腔、鼻窦病变引发，一般该类
头痛都伴随鼻腔不适，比如
鼻塞、脓涕等。

误区三：慢性咳嗽是喉
咙或气管毛病。很多患者咳
嗽咳痰、恶心干呕，拍了胸
片也没事，以为只是慢性咽
炎，吃了大量的药也不见好

转，追问病史才知道患者经
常有鼻涕后流的症状，规律
使用鼻炎药物后咳嗽症状就
消失了。所以长期咳嗽，迁
延不愈的患者，可能是鼻炎
在暗中作祟。

误区四：小孩打鼾是睡
得香。小时候经常听老人
说，你看看我孙子睡得多
香，都打呼噜流口水了。其
实小孩这是得病了，得治！
腺样体肥大时会引起鼻腔部
分堵塞，并发鼻窦炎，导致
打鼾、流涕。长此以往，小
孩会因为长期缺氧出现注意
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甚至
发育迟缓等问题。

误区五：打喷嚏是有人
想你。春天闻着花香，过敏
性鼻炎患者会感觉鼻腔奇
痒，忍不住揉搓鼻子，喷嚏
会连续十数个，伴随倾泻而
下的清涕。 晚综

防治鼻病避免5大误区

老爸老妈俱乐部活动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说起端午节，你能想到什
么习俗？吃粽子、赛龙舟、佩香
包……其中常见的香包又叫香
袋、香囊，用五色丝线缠成或碎
布缝成，内装香料，佩在胸前香气
扑鼻。这些香包制作日趋精致，
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手工艺品。

对于香包的制作，想必不
少市民并不了解，特别是香包
里 中 药 材 的 辨 识 选 用 。 本 周
三，漯河日报社老爸老妈俱乐

部联合市中医院工会及团委共
同举行“识药材做香包，健康
过端午”主题活动，邀请会员
们一起认识常见的中药材，亲
手制作一个独有香包，弘扬中
医药文化。

活动时间：6月 5日 （本周
三）下午15:00。

活动地点：市区交通路市
中医院四楼大会议室。

活动须知：本活动仅限老爸
老妈俱乐部持证会员参加，限额
25人，额满即止。报名请联系小

棉 袄（ 手 机 号 即 微 信 号
15039571679），因需准备原材
料，本活动谢绝空降。已经确
定报名成功的会员，届时请按
提前10分钟入场。

俱乐部会员招募长期进行，
凡年龄在 50 岁至 80 岁、身体健
康的老爸老妈，均可持身份证及
一英寸照片填写报名表并交纳
入会费成为会员。咨询电话：
3170858、15039571679（微 信 同
号），报名地址：新闻大厦一楼西
侧老爸老妈俱乐部接待处。

本周三，一起来做香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