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我们这个岁数的人， 才
能明白牙是多么珍贵， 能保留当
然没人愿意随便把它拔了。 找到
中老年口腔专科医院， 找到附着
体技术 ，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
郭女士激动地说： “他们特别了
解我们的痛处， 知道我们心里在
想什么， 中老年人就应该到专科
医院镶牙， 省心放心。”

套筒冠“加固” 松牙去隐患

“中老年人牙齿有难题不找
中老年口腔专科找谁？” 64岁的
郭女士因为前牙松动， 现在吃东
西变得很费劲 ， 水果都很少吃
了。 “去别的医院都说得先拔掉
松牙， 再镶假牙， 但是我不想拔
牙啊， 毕竟牙齿拔一颗少一颗。”

“其实牙齿松动并不一定必
须得拔 ， 经过全景Ｘ光片检查 ，
郭女士的松动牙符合保留条件。”
刘主任根据她的口腔情况， 为她
镶上了套筒冠式附着体义齿， 直
接在松动牙上镶假牙， 前牙又恢
复了整齐， 而且更加坚固， 实现
了她 “不拔牙镶牙” 的梦想。

“松动牙的危害性很大， 而
且还具传染性， 常常是一颗牙齿
松动不久 ， 附近的牙也开始松
动， 而且松动度也呈加速发展趋

势。” 刘主任提醒： “牙齿松动
由轻度到重度的周期很短， 会严
重影响咀嚼功能 ， 危害身体健
康。 建议广大中老年人一定要做
定期的口腔检查 ， 早发现早治
疗。”

磁附体“挖掘” 残根闪光点

“我的牙适合镶的磁附体义
齿， 直接把假牙镶在牙根上， 很
稳固 ， 嚼东西跟用自己的牙一
样， 有感觉！” 73岁的赵大爷见
人就夸自己的磁附体好用。 “年
轻时不注意口腔卫生， 岁数大了
剩了一口烂牙根， 有饭不能吃，
我真的很痛苦。 本以为要全部拔
掉， 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没想
到磁附体可以利用残根镶牙， 现
在戴了半年了， 假牙很坚固， 用
它吃饭香极了！ 赵大爷很开心。

“即便牙烂了， 也不要轻易
拔掉牙根， 因为它很重要。” 刘
主任指出， 健康的牙根可以保持
牙槽骨的丰满度， 尤其是前牙，
使牙槽骨不会因为拔牙而萎缩，
避免了唇部软组织因牙槽骨萎缩
内陷而出现老年人面容。

“磁附体技术能够最大限度
利用起残牙根， 在牙根面上放置
衔铁， 在义齿内放置磁铁， 通过

它们产生的吸附力固位， 使义齿
更稳固。 同时它还能帮助中老年
人免除拔牙的痛苦， 非常适合口
腔条件不好的中老年人镶复 。”
刘主任给出了专业的解释。

附着体更适应中老年复杂口腔

中老年人以后在拔牙前一定
要慎重， 最好让专业的牙医诊断
一下自己的残根、 残冠有没有再
利用的可能性， 尽量保留自己的
牙齿， 可以让咀嚼力更强， 提高
自身的生活质量。

刘主任透露： “虽然附着体
在国内不像烤瓷牙、 种植牙那样
普及， 但在国外早已非常成熟 。
它有数十种类型， 尤其适合口腔
状况复杂、 修复诉求高的中老年
人。”

中老年口腔专科已经成立十
余年了，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将
中老年作为主要服务人群， 始终
专注于附着体技术的临床和推
广， 已成为中老年口腔的权威机
构。

她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 由
于附着体类型较多， 必须通过详
细的检查诊断后才能设计出最适
合的解决方案 ， 建议提前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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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婚姻之前， 在爱情的甜
蜜状态中， 我们常会把对方幻化
成自己的理想爱人， 但是进入婚
姻之后， 我们却发现对方变了，
于是双方开始抱怨 ， 唠叨 ， 指
责， 争吵， 常常闹得不欢而散，
曾经的亲密也消失殆尽。 到底是
爱不在， 还是其它的原因呢？

常见的四种沟通不畅模式

柏老师介绍， 在此要先了解
婚姻中常见的四种沟通不畅的模
式 ： 指责型 ； 讨好型 ； 超理智
型； 打岔型。 不管是哪一种沟通
模式， 都会对正常的婚姻关系产
生不利的影响。 而这些沟通模式
的主要来源还是夫妻自身的成长
环境所造成的， 并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并形成了这样固定的模式。

指责型的人往往将错误或者
失败推到对方的身上， 推卸自己
的责任， 这就很容易造成互相攻
击。 这类人在潜意识深处， 由于
父母严苛的要求， 非常害怕别人
不接纳自己， 企图通过控制对方
的方式获得安全感。

作为讨好型， 讨好的一方在
内心深处常觉得自己是不被爱、
没有价值的， 所以希望通过放低
姿态获得对方的爱和关注。 这源
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为了获
得父母的爱， 常会通过牺牲自己
的需求来满足和取悦父母。

所以， 在关系中， 会由于过
分在乎对方的感受而委屈自己，
最后压抑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导
致消极被动， 抑郁悲观。

而超理智型和打岔型的人，
看似无害 ， 但总感觉不那么真
实 ， 好像无法建立更亲密的关
系。 这源于成长过程中遇到无法
处理的问题和矛盾时习惯用理
智的思维来隔离自己的情感， 或
者以打岔的方式转移目标， 以避
免卷入痛苦的情绪体验中。

延伸到家庭关系中， 就会比
较冷漠、 缺乏主动参与性， 给人
回避的感觉 ， 不利于问题的解
决。

让沟通成为解决问题的通道

为了帮助女性朋友解决婚姻
中的沟通难题， 柏老师也给出了
自己的建议。 她介绍， 对于日常
出现的沟通问题， 首先， 通过一

些简单明了的分类， 女性朋友可
以觉察自己属于哪一种沟通模
式。 当面对问题和困境无法用旧
有模式解决的时候， 问问自己是
否可以从新的角度出发， 换个方
式处理问题。

另外 ， 在夫妻关系的互动
中， 有的女性也习惯用自己不合
理的信念去要求和期待对方改
变， 比如说 “他是我老公 ， 就
应该知道我的心思！” “他都不
问我一句 ， 一点都不关心我 。”
……其实沟通是双方的事情， 我
们无法把握别人内心真实的想
法， 同样不能以自己的想法和标
准去要求别人。

其次， 要学会放下情绪去沟
通。 很多时候， 不在问题本身，
而是我们常常把沟通当成了情绪
发泄的通道， 而不是解决问题的
通道。

所以， 情绪的表达方式很重
要， 把 “你这样做真让我生气！”
改成 “你这样做， 我感觉没有得
到你的尊重 ， 我希望你能那样
做。” 这样一来， 不但能化解自
己的情绪， 也能让对方反思自己
的处理方式。

合理情绪疗法的创始人美国
著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
有一条著名的 “黄金原则” ———
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那种方式
去对待别人！ 也就是说， 你希望
别人怎么对待你， 那么， 你就怎
么对待别人。 如果渴望和谐的人
际沟通， 渴望被理解、 被宽容，
那么， 我们就要先将这些传递给
对方， 让彼此的情感顺利流动起
来。

“附着体”帮中老年人留住自然牙

□本报记者 闵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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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性而言， 因为婚姻沟通不畅带来的困扰是日常生活中最常
见的情绪困扰， 甚至大大地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那么， 女性在婚姻生
活中有哪些常见的沟通误区， 又该如何化解呢？ 记者走访了国内著名
心理专家柏燕谊。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 在民
间对于这一天还有个很霸气的名
字———龙抬头。 提到这一天， 不
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 “剃头” 这
两个字， 很多人会在这一天来到
理发店剪头 ， 讨一个吉利 。 其
实， 关于这个特殊的日子还有不
少民俗活动。 近日， 记者采访到
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专家、 北京联
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张
勃， 和您一起了解一些关于二月
二的知识。

虽然在我国传统节日体系
中， 二月二是个出现比较晚的节
日。 但是， 早在唐代， 二月二就
开始了它的旅程。 张勃介绍， 二
月二的起源， 与中和节的创设有
密切的关系。

“二月二成为节日是在中唐
以后。” 张勃说， 有关于唐代二
月二成为节日的早期资料主要有
白居易的 《二月一日作， 赠韦七
庶子》、 《二月二日》、 《和梦得
洛中早春见赠七韵》 三首诗， 李
商隐的 《二月二日》 以及庞元英
《文昌杂录》 中也有相关记载。

说到二月二的民俗活动， 张

勃介绍， 在中唐以后， 二月二主
要民俗活动包括寻花采菜、 踏青
宴游 、 迎富 (包括吃迎富果子 )
等。

“这些民俗活动， 到宋代依
然如此。” 张勃补充， 对于这一
天， 不仅民间很重视， 宫廷中也
很重视。 “这一天， 宫廷中要举
办挑菜御宴。 只是宫中的挑菜与
民间的挑菜颇不相同。 在民间，
挑菜不过是寻找挑挖新鲜的野
菜。 而在宫中， 挑菜就变成了一
种好玩的游戏。”

时间来到元明时期。 张勃介
绍， 这时的二月二则是在继承前
代节俗的基础之上， 根据二月的
节气、 物候、 月令宜忌不断丰富
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 它吸纳

了既有节日———惊蛰和春社的传
统形式 ， 从而成为一个活动多
样、 内涵丰富的春天的节日。”

元明时期， 二月二的重要节
俗中增加不少新成员。 “比如引
龙 、 填仓 、 驱虫 、 迎女 、 祭社
等。” 这些节俗活动的出现和举
行， 大大改变了二月二原有的节
日性质。

清朝和民国时期是二月二的
兴盛期 ， 不仅流播空间大大扩
张， 节俗活动也更加丰富。 “总
体上来看， 这段时期二月二的节
俗活动还增加了带龙尾、 饭牛坟
等， 并形成了特定的节日饮食和
节日饰品。” 张勃说。

此外， 关于二月二这天还有
不少文化意义。

张勃结合一些语句作出介
绍 。 “二月二 ， 龙抬头 ， 大囤
尖， 小囤流”， 这是指对农业丰
收的企盼； “二月二， 围墙根，
蝎子蚰蜒不上身”， 是对人身康
宁的热望； “二月二， 敲门枕，
金子银子往家滚” 指对生活富裕
的追求； “二月二， 接宝贝儿”
是对社会关系的协调等。

专家教你怎么破
夫妻常见沟通误区

□本报记者 盛丽

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专家、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勃

■■民民俗俗漫漫谈谈

二二月月二二
不不只只剃剃头头这这么么简简单单

北京市总工会心理专家团队成员
国内著名心理专家

柏燕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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