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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北京市劳模郭京宁
考古队里的工作狂

“干完活吃饭， 吃完饭睡觉， 睡醒了继续干活。” 回忆起对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
的地下文物勘探的日子， 郭京宁说， 那时一天的时间除了吃饭、 睡觉， 就是工作， 几
乎没有娱乐活动。 在同事们眼里， 郭京宁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最惨的一次是， 郭京
宁在延庆连续风餐露宿干了10余天后回到单位时， 保安说不认识他， 不让进门。

牙齿， 从发音吐字， 到咀嚼食
物， 可以说， 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个
重要的伴侣。 平时生活中， 人们会
通过牙齿咀嚼食物， 摄取身体所需
要的营养； 交际时， 露出洁白的牙
齿才能展现自信； 就连生气时， 我
们也通过 “咬牙切齿” 来表达情绪。
其实， 牙齿不仅是美丽容貌的 “招
牌” 更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 但人
们往往只在被牙病折磨得疼痛不堪，
甚至牙齿提前 “退休” 后， 才会想
到照顾它们， 对于牙齿缺失的危害
更是知之甚少。

缺牙不修复 缺一颗少三颗

牙齿从牙列脱落后就称之为
“缺牙”。 从那一刻起， 口腔立即陷
入亚健康状态。 首先受到威胁的就
是两颗邻牙， 因为失去了密切相靠
的 “伙伴”， 它们会向 “缺牙空隙”
倾倒， 继而出现移位、 松动、 脱落。
其次 “遭殃” 的是对颌牙。 我们知
道牙齿是上下成对生长， 两颗牙齿
共同工作才能起到碾磨食物的功能。
如果一颗牙齿缺失， 对面的牙齿也

失去了功能性。 所以口腔医学专家
指出， 缺一颗牙的同时， 也相当于
丧失了两颗相邻牙和对颌牙。

另外， 牙齿作为人体消化系统
的第一关口， 一旦缺失， 会引发诸
多健康隐患。 牙齿缺失咀嚼功能丧
失或受损， 想吃的东西吃不动， 吃
进肚里的食物未经充分咀嚼， 既阻
碍营养吸收又增加胃肠系统负担 ；
咀嚼运动减少还直接影响脑细胞活
力， 加速记忆衰退发生； 此外， 牙
齿和面部形态有很大关系， 缺牙后
面部失去支撑而塌陷 ， 皱纹增多 ，
倍显老态。 如果长期放任缺牙， 牙
槽骨缺少功能性刺激容易出现废用
性萎缩， 大大增加了缺牙修复的经
济投入和修复难度。 因此口腔专家
提醒 ， 牙齿缺失后应该及时修复 ，
常见的修复方式有活动假牙、 烤瓷
牙、 种植牙三种。

很多市民假牙使用效果差 ， 想
种牙！

对于一直依靠活动假牙、 烤瓷
牙吃东西的缺牙患者来说， “口福”

依然是个遥远的梦想。 由于活动假
牙没有牙根固位， 只能恢复真牙部
分咀嚼功能 。 一些粗纤维的蔬菜 、
肉类， 往往无法嚼烂。 质地硬的食
物更是 “无福消受”。 当然很多人在
使用多年活动假牙后， 都渐渐适应
牙疼、 口臭、 恶心、 咀嚼无力等诸
多不便 ， 却有点削足适履的感觉 ，
慢慢降低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

对牙齿存在伤害的烤瓷牙更是
难以满足市民 “健康、 好用” 的镶
牙基本需求。 从功能、 外观、 使用
寿命方面对比， 种植牙作为一种先
进的牙齿修复技术， 因为微创、 安
全、 耐用等优势深入人心， 成为牙
缺失后理想的修复方式。

健康指引 安全种牙有 “门道”

对于牙齿缺失、 牙齿松动拔除
的市民而言， 种植是理想的修复术。
提起种植牙， 价格是大家都关心的
话题。 不过， 口腔专家也提醒广大
市民， 如果在种牙时仅靠价格作为
质量好坏的评判， 那是非常不科学、
不合理的。 种植牙作为高精尖口腔

医疗科技， 对种植医生资质、 医疗
设备、 所用耗材都有严苛要求。 如
果只图便宜， 质量和安全到底有没
有保障， 相信大多数市民会感到非
常迷茫。 如果种上一颗劣质的种植
牙， 很可能直接导致种牙失败， 出
现嘴麻、 植体脱落、 组织发炎， 对
健康的危害可能是长期性的。

专家解释道， 种植牙不是简单
地把种植体放到嘴里， 而是需要结
合口腔修复学、 生物材料学、 生物
力学等多项基础学科知识 。 而且 ，
并不是所有牙科机构都有资质开展
牙齿种植项目， 一家专业植牙机构
在无菌要求和硬件要求上都要远远
高于普通口腔门诊。 在选择种植牙
时， 广大市民应该选择专业植牙机
构， 并要求对方出示相关资质证明。

健康新主张：
中老年人要学会健康投资

生儿养女一辈子， 就盼着等老
了、 退休了能享点清福。 可如何才
能预防 “老掉牙” 动摇自己的健康

基础和晚年幸福？ 如何才能改善缺
牙情况， 不让子女操心？ 牙科专家
表示， 中老年人要学会主动关心自
己的身体健康， 及时修复缺牙， 保
证牙列的完整性和咀嚼功能才是主
要的解决方法。

然而， 面对国际推崇的种植牙
技术仍有不少缺牙老人依然在 “舍
得” 与 “不舍得” 之间徘徊。 “到
了这个年龄 ， 花钱也是浪费……”
采访中， 不少老年人仍然存在这样
的想法。 他们大多认为， 上了岁数
没必要再花那么多钱修复牙齿。 缺
牙后会选择价格相对更低的活动假
牙进行修复 。 与老人的想法不同 ，
采访中的年轻人则大多认为， 老人
一辈子为儿女十分辛苦， 以前没条
件吃穿享受， 现在就希望他们能吃
好喝好， 提高生活质量。

当然， 也有一部分老人的消费
理念显得更科学和 “前卫”。“健康是
吃出来的。 身体健康硬朗，才可以安
享晚年，不给儿女增添负担。 这样一
算，为健康投资一点也不冤枉。”

赵嘉亮/文

远离健康误区 安全种牙有“门道”

今年年中的时候， 国家文物
局发布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 北京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
遗址群的发现列入其中。 这一结
果的宣布， 正好赶上北京市评出
新一届劳模，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研究室主任郭京宁可谓双喜临
门， 当选劳模的他正是这个考古
项目的领队。

南水北调考古两年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

2003年， 郭京宁在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专业毕业， 到北京市文
物研究所工作。 刚工作没多久，
就赶上了个大项目———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北京段考古发掘工作。
经过前后近3年的勘探 ， 80公里
的工程沿线被划分为44个探区，
最终确定南正遗址等8处遗址发
掘区， 郭京宁就被安排在南正遗
址。

2004年， 对南水北调中线北
京段工程的地下文物勘探已经进
行了一段时间。 那一年， 郭京宁
28岁， 刚刚毕业两年。

由于考古发掘的现场远离市
区， 郭京宁和他的同事们干脆在
村里租房子， 与工人同吃同住，
白天野外发掘， 晚饭后直接整理
刚刚拍摄的照片和发掘出的陶
片， 并进行编号， 每处遗迹都要
用文字、 摄像、 表格、 图纸四种
办法进行记录。 挖出来的文物堆
满了一个农家院。

“干完活吃饭， 吃完饭睡觉，

睡醒了继续干活。” 回忆那段日
子， 郭京宁说， 一天的时间除了
吃饭、 睡觉， 就是工作， 几乎没
有娱乐活动。

与工作繁忙相比， 更难熬的
是独自面对四间房和整筐陶片的
寂寞， “后来2006年世界杯开始
了， 有时候就熬夜整理资料， 到
半 夜 等 着 看 球 。 ” 郭 京 宁 说 ，

“如果比赛精彩就看完一场继续
工作， 不精彩可能就睡着了， 当
时有句广告词说， 男人就该对自
己狠一点！ 我印象特别深。” 这
种封闭工作一直持续到2006年9
月，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北京段8
处遗迹点全部发掘完成。

风餐露宿连干十余天
回单位后保安不让进门

北京土生土长的郭京宁， 当
初留在北京文物研究所也有自己
的 “小算盘”。 “北京孩子恋家，
能留在北京工作最好不过了， 能
常常回家。” 结果， 郭京宁发现
自己 “上当” 了， 好多时候， 想
回趟家比在外地工作的还难。

在南水北调的发掘中， 他一
住房山就是一年； 在密云大唐庄
的发掘中， 他一住密云就是半年
……多少次节假日他都忙碌在工
地， 无法与家人团聚。 回家时，
带回的都是一大包脏衣服， 家人
曾戏言： “这就是你带给我们的
礼物？”

夏季发掘时， 为了避开酷暑
并取得好的摄影光线， 第一班工
作时间是凌晨4时至上午8时， 晚
班则是下午4时至晚上9时。 在许

多人熟睡中和休闲时， 他已经如
火如荼地工作了。 别人形象的称
他为一天 “吃三次饭 ， 睡三次
觉”。 从上到8米高的梯子上照相
到下到6米深的墓穴中清理， 他
都亲力亲为。

在主持参与日常野外发掘工
作的同时， 郭京宁牺牲了大量的
休息时间进行考古报告与研究工
作。 “发掘之后如果不整理， 那
是一种罪过 ”， 是他的口头禅 。
强烈的责任心使他惜时如金， 是
单位出了名的工作狂。 自参加工
作以来， 每个大年三十的晚上都
在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坐车路上
改稿或写东西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 在延庆进行的考古
发掘中， 正值正月十五刚过， 寒
冷异常。 从驻地到工地， 要爬2
个小时的山路， 所以只能带饭上
山。 到中午时， 保温瓶的热水早
成了凉水、 保温盒中的蛋炒饭是
冰冷的。 没有避风的地方可以吃
饭 ， 只能蹲在山头上迎风吃冷
饭。 等10余天的发掘结束回到单
位时， 保安说不认识他， 不让他
进门。 后来大伙儿经常跟他开玩
笑说 ： “连自家人都不认识你
了 ， 这就是你长期在工地的结
果。”

主持参与项目数百个
文物从未受损或丢失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书记刘文
华告诉记者， 郭京宁对考古工作
的责任心极强， 他主持参与的数
百项考古工地从未出现任何安全
事故。 文物是不可复制的、 “文
物比天大”、 “文物至上”， 是他
的哲言 。 一次 ， 在大兴区某工
地， 桥墩工程把辽代的墓葬打坏
了， 只留下一个小洞， 他深夜赶
到后打着手电钻下去观察。 由于
墓穴很深， 洞口很小又斜， 随时
有可能塌方。 他不顾险情， 钻进
洞中， 完成了照相测绘任务。

郭京宁说， 文物安全只能靠
人防， 用警戒线围起场地、 限制
闲杂人等进入、 安排人员24小时
值班监护。 相比起来， 白天盯防
还算容易， 到了晚上， 考古队员
更得绷紧一根弦， 住地就在距发
掘现场仅有50米的地方， “这样
一旦出事了可以迅速反应”。

在多方配合之下， 南水北调
中线干线工程北京段考古发掘期
间， 他主持参与考古发掘项目数
百个， 没有发生一起文物遭破坏
或丢失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