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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
人均寿命提高，慢性病、失能、
失智等特殊老人数量逐年攀
升，传统的养老服务已不能满
足当前社会的需求。近年来，
我市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创新
开展安宁疗护，全面提升老年
健康服务水平。

安宁疗护：2019 年，我市
获批全国第二批安宁疗护试
点城市，在全市推广开展安宁
疗护服务。在株洲市康复医院
设立了市本级安宁疗护中心，
在株洲市康复医院、智成医院
等机构开展“安宁疗护标准病
房”创建，为终末期患者缓解
痛苦和不适症状，提供身体、
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料和人
文关怀等服务，让患者舒适、
安详、有尊严地离世。

医养结合：近年来，我市
积极推动医养结合项目建设，
实施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
提升行动，加强和规范医养健
康签约服务。截至上半年，全
市 有 医 养 结 合 机 构 30 家 ，基
本建成了以公立医院为专业
标杆、厂矿医院为中坚力量、
公卫单位为基层网络，民营力
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模式。

这 30家机构分别是：
天元区的株洲市佳满康

复医院（株洲市佳满养老康复
院）、湘雅夕乐苑嵩山老年养
护院（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芦淞区的贺家土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贺家土街道

社区养老康复中心）、株洲市
盛康托养中心、株洲市神农爱
慕家养老中心（株洲神农中医
康复医院）、株洲静安医院（株
洲市智成银馨养老院）、普亲
老年养护有限公司（株洲普亲
医院）；

荷塘区的株洲海福祥养
老（护理）院、四三〇老年病医
院（株洲市瑞康护养院）、株洲
市人民医院（仁康护养院）、株
洲市宁康医院（宁康养护院）、
株洲康乐护理院、株洲市夕乐
苑金山老年养护院（金山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颐宁园
养护中心、株洲市荷塘乔松护
理院；

石峰区的株洲市康复医
院（颐康护养院）、石峰区人民
医院（石峰区温馨护养院）、株
洲海福祥老年病医院（株洲海
福祥第二养老院）、株洲智成医
院、株洲市清水塘老年病医院；

渌口区的海福祥护理院、
朱亭镇中心卫生院；

攸县的颐宁园老年公寓
（攸县颐宁园医院）；

茶陵县的宏泰健康养生
园有限公司（茶陵宏泰医院）、
康乐老年服务中心（茶陵中西
医结合医院）、济康医院（茶陵
县济康医养中心）；

醴陵市的福田医养中心
（醴 陵 康 复 医 院）、远 恒 医 院
（醴陵市远恒老年养护院）、来
龙门老年养护中心（醴陵市三
医院）、慈孝养护院（醴陵慈孝
护理院）。

老年朋友们，这些健康知识您知道吗？
朱洁 肖珂

核心提示
7月 12日至 7月 18日是 2021年老年健康

宣传周，其间，我市安排了一系列老年健康宣传
活动，积极宣传老龄健康政策，普及老年健康知
识。

据全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市有常住人口
390.27万，其中 60岁及以上人口 77.73万，占
总人口比重 19.92%；65 岁及以上人口 56.72
万，占总人口比重 14.53%。我市人口老龄化程
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
升，人均预期寿命提高，慢性病、失能、失智等特
殊老人的健康服务问题尤为突出。今年，老年健
康宣传周的主题是“关注口腔健康，品味老年幸
福”。目前，我市正通过开展现场活动、科普视频
播放、社区义诊培训等方式，将老年人口腔健康
以及老年人常见慢病、失能、失智防治等知识向
全市老年人进行宣传。

在市卫健委老龄健康科的组织沟通下，本
期健康周刊选择一系列老年人关注的话题，对
话我市老年病医学专家，为老年读者答疑解惑。
希望这些健康知识对大家有所帮助，更祝愿老
年朋友健康长寿。

健康周刊：株洲老人的口
腔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徐玉香（市人民医院口腔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我市
老人的口腔问题主要包括：1.
牙齿本身的疾病，又称牙体牙
髓疾病，包括牙齿磨耗、牙体
缺损、牙齿过敏、龋齿，以及
由龋齿发展而成的牙髓炎、根
尖周炎等；2.牙齿周围组织疾
病，又称牙周疾病，包括牙龈
萎缩、牙龈炎和牙周炎及其导
致的出血、肿胀、疼痛，甚至
牙齿松动、牙槽骨萎缩等；3.
牙齿缺失，包括单个牙缺失、
多个牙缺失及全口牙缺失；4.
口腔黏膜疾病和癌症，如过多
进食槟榔引发的口腔粘膜下纤
维性变，及其进一步发展而成
的口腔癌，或者吸烟过多导致
的癌前病变白斑，及其进一步
发展形成的口腔癌。特别要提
醒大家的是，近年来，株洲地
区口腔癌患者不断增多，其中
绝大部分是男性患者，主要就
是吸烟和吃槟榔导致。

健康周刊：为什么有这么
多问题？是否说明老年朋友对
口腔问题不够重视？

徐玉香：究其根本，还是口
腔保健意识不够。当然，等到发
现问题，大多数老年人还是重
视的，但也有少数依然不以为
然。不同的态度，多年后的结果
是截然不同的。

以 我 遇 到 的 一 对 夫 妻 为
例。大约 20年前，徐叔叔与妻子
张阿姨第一次找我看牙。当时，
徐叔叔口腔非常健康，而张阿
姨口腔问题很多，牙齿既不整
齐，还多个牙有龋，个别牙牙髓
炎，牙龈也有萎缩，经常食物嵌
塞。我给她做完充填和治疗，并
予以卫生宣教后，张阿姨每隔
半年复诊或做常规检查，并每
年洁牙，口腔出现一点小问题
都会及时治疗。现在，张阿姨的
牙齿很健康。相反，徐叔叔曾出
现牙龈出血，但他不愿意接受

检查，更别说治疗。前两天，他
突然找我看牙。检查时，我发现
他口腔有大量牙结石，6个下前
牙及大部分后牙已经全部松
动，1 个牙齿已经是牙周炎晚
期，必须要拔除，其他牙齿也岌
岌可危，咀嚼大有问题……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我想
告诉大家，口腔不管出现什么
问题都要及时就诊，拖延只会
让病情严重，最后付出惨重代
价。

健康周刊：老年人该如何
注意口腔问题？

徐玉香：首先，要提高口腔
保健意识，消除“老掉牙是正常
现象”的旧观念。记住，以预防
为主，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定期检查，及时治疗，是可
以终生拥有一副健康牙齿的。

其次，注重个人口腔卫生。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每天 2
次，每次 3分钟，饭后漱口，推荐
使用含氟牙膏。注重对牙邻面
间隙的清洁，对不易去除的食
物碎屑、软垢、牙菌斑，要用牙
线或牙缝刷清洁。

还要健康饮食。控制糖类
摄入，少喝碳酸饮料，进食后用
清水或茶水漱口，晚上睡前刷
牙后不能再进食等等。

健康周刊：如何理解今年
国家将老年口腔问题作为老年
健康宣传周的主题？

徐玉香：实际上，老年人的
全身健康与口腔健康相互影
响，不可分割。口腔作为全身各
个部位的重要“窗口”，如果不
做好有效的“看守”，将会对老
年人健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
响。研究表明，口腔疾病与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消化道疾病、
呼吸道疾病都有影响。国家《健
康 口 腔 行 动 方 案（2019—2025
年）》提出的目标是，到 2025 年
65—74岁老年人留存牙齿数为
24 颗，目的便是通过延长牙齿
的寿命，保证人的长寿和提高
生命质量。

健康周刊：近年来，株洲老人失能、失智病例呈现
哪种趋势？

李文俊（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
根据一项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
推算，2020年失能及半失能老年人达到 6500万，失智
老人约 1000万人，且每年快速增长。作为中国众多普
通城市中的一员，株洲趋势亦是如此。老人出现失能、
失智，是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增加，人
均寿命延长，普遍高龄必然出现的结果，也就是说失
能、失智问题与人均寿命的提高有必然的联系。

健康周刊：失能、失智能否治疗或治愈？通常情况
下，会有哪些前兆？

李文俊：实际上，失能、失智是两个问题，但是经
常合并出现。高龄失能和失智老人，处于疾病增长和
自理弱化的相互交叉过程，如果早期发现、早期针对
病因积极的医疗有一定效果，特别是血管性痴呆尤为
重要，错过早期治疗机会将不可逆转，无法治愈。

失能、失智是许多疾病的后期结局，早期识别，意
义重大。失智症的主要症状为，首先出现认知能力减
退，比如记忆力变差、健忘、判断力及计算能力退步，

对时间及方向感产生混乱。其次，出现精神症状，严重
可出现疑心、幻想、不安、被害妄想等情形。再次，行为
上表现为日常生活能力退化，原本会做的事情渐渐不
会做了。比如，以前会做饭、打牌，但后来不会做了，不
会算账了，或者在熟悉的环境里迷路等等。

健康周刊：医院、家人、养老机构如何护理？
李文俊：失能和失智老人照顾不仅是家庭问题，

也是社会问题。它既非纯养老服务，也非纯医学护理。
可以采用多元化服务模式，从失能和失智老人的健康
需求出发，提供连续性和弹性化照顾服务，整合可包
括个体、家庭、机构、组织、系统、模式之间的协同合
作，跨越社区、机构、医院和社服的界限，推动照顾系
统的衔接。

健康周刊：如何预防失能、失智？
李文俊：膳食营养、饮食均衡，适宜运动，指导放

松训练，抗阻训练，维持腰和下肢的力量，以及手的灵
活，防止摔倒，做记忆力、注意力训练，对事物保持好
奇心，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对失能、失智高风险的老年
人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对心脑血管疾病及危险因素进
行慢病管理。

健康周刊：老人跌倒会引发哪些继发疾病？
李文俊（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其实，大部分人跌倒是没有关系的，但老年人跌
倒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比如骨折、头外伤、脑损伤，甚
至是头部继发的出现出血、梗死，甚至跌倒后很短的
时间内死亡。还有一部分跌倒的老年并没引起躯体损
伤，但跌倒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因为惧怕，可能
会减少活动，于是造成跌倒—丧失信心—不敢活动—
衰弱—更易跌倒的恶性循环。

健康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老年人跌倒后不好
治疗？

李文俊：这个问题换成“跌倒后怎么办？”更好。跌
倒后，先看看何处受伤，不要急着把病人扶起来，避免
二次受伤。如果老人表示跌倒部位极度疼痛，可能出
现了骨折，暂时不能搬动病人，需打电话求救；有出血

的地方可以先用干净纱布压迫止血。如果老人休息一
下，没发现上面的表现，家人可以采用半跪方式慢慢
把他扶起来，边扶边观察边询问，如果没把握，还是要
送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经常摔倒，就一定要去医院查
明原因。

健康周刊：老年人如何预防摔倒？
李文俊：导致老年人跌倒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周

边环境生疏、视力减退等等。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去
不熟悉的地方。

还有，很多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可导致短
暂的脑供血不足、大脑缺血缺氧、突然昏倒。这些人就
要长期规律服药，既不能不服药，也不能过量服药。

还要注意醉酒、热水洗澡时间过长、较长时间卧
床、久蹲大便后突然改变体位等，也可能引起短暂性
脑贫血发生的跌倒。

延长牙齿寿命，保证人的健康
——专家为您解答老年人口腔问题

失能、失智是普遍高龄的必然结果

早发现、早治疗有一定效果
健康信息

株洲全面提升老年健康服务水平
医养结合机构已达30家

为什么老年人要防跌倒？

市 卫 健
委组织专家、
志 愿 者 走 近
老年人。

失能失能、、失智要早预防失智要早预防。。

社区宣传活动。 活 动 周 期
间，我市医生为
老 年 人 免 费 检
查口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