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半年来，45岁的李女士每晚躺下就感觉好多蚂蚁在自己的双腿爬行，又麻
又痒，好像碰到“鬼捉脚”一样，根本睡不好觉。究竟是什么动了李女士的腿，让她
产生了这种奇怪的症状呢？

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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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半年前，李女士开始出
现入睡困难、醒后难眠的情况，
几乎每晚只要安静躺下就感觉
双下肢痒麻难耐，下床活动一下
会好转，再次上床后又会重新出
现。在整夜的睡眠中，她会反复
醒来，到了早上，两只脚又软又
酸又累，整个人昏昏沉沉，提不
起精神，严重影响白天的生活和
工作。

长期的睡眠不足让李女士
不堪其扰，她变得萎靡不振，家
人十分担心。经人介绍，近日她
来到宁波市中医院脑病科的睡
眠障碍门诊求助。

接诊她的戚锡铅医师经过
详细问诊和临床评估，考虑是不
宁腿综合征。

问诊发现，李女士近年来工
作压力较大，常常加班至深夜，
饮食也不规律，经常忽略早餐。
此外，她还提到自己经常感到疲
劳，且睡眠质量不佳。这些线索
让戚医师意识到，不宁腿综合征
可能与李女士的生活方式有关。

为验证这一推测，戚医师为
李女士安排了系列检查，包括头
颅MRI、肌电图、多导睡眠监测、
下肢血管彩超、血清铁结合力、
肾功能、血糖等，并为其安排了
心理评估，了解是否存在焦虑、
抑郁等情绪问题。

血液检查结果提示李女士
体内铁含量偏低，多导睡眠监测
期间，双腿有周期性肢体运动指
数增高。心理评估结果显示，存

在一定的焦虑情绪。戚医师最终
确诊李女士患的是不宁腿综合
征，并伴有一定的焦虑情绪。

针对李女士的病情，戚医师
制定了综合性的治疗方案。除了
补充铁剂以纠正铁含量不足外，
还增加了中药汤剂、足底艾灸、
重复经颅电刺激等辅助治疗，同
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焦虑情
绪。

在此期间，戚医师提醒李阿
姨要调整生活方式，保证充足的
睡眠时间和规律饮食，同时适当
进行运动以增强体质。

经过精心调治，李阿姨的病
情逐渐好转，不宁腿症状逐渐减
轻，睡眠质量也得到改善，焦虑
情绪也有效缓解。

详细检查找到“元凶”1

戴牙冠是修复牙齿缺损的重要方式之一，
很多人认为给牙齿安上牙冠便一劳永逸了，事
实并非如此，牙冠也有寿命，需要保养。近日，
戴了10年烤瓷牙冠的市民廖女士（化名）因牙
齿松动来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口腔科，医生发现
看上去工工整整的烤瓷牙之下的基牙全烂了，
十几颗牙齿需要全部拔除。

一口“好牙”10年后全烂了

廖女士今年52岁，从小就爱吃甜食，加上
没有保护牙齿的意识，年纪轻轻就开始烂牙，
上颌牙尤为严重。

10年前，为了修复残缺不全的牙齿，她在
当地医院做了全上颌连冠烤瓷牙，也就是利用
几个残留的基牙，给整个上颌戴上了一排全新
的牙冠。看着“焕然一新”的牙齿，廖女士相当
满意。

刚做好牙冠的前几年，廖女士感觉不错，
吃喝正常，牙齿满负荷工作也没有问题。今年
年初开始，她的上颌牙开始松动，虽然不怎么
痛，但慢慢地因为牙齿发软无法正常咀嚼食
物。过年期间亲戚朋友胡吃海喝，她却有些难
捱，只能吃些好吞咽的东西。

自己的牙齿到底怎么了？春节后，她带着
一口松动的牙来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口腔门诊
副主任王梁主任医师门诊。

经过全面的口腔检查，王梁给廖女士的牙
齿判了“死刑”——原来她光鲜亮丽的烤瓷牙
覆盖下，很多基牙都龋坏了，只剩一点点牙根，
不能再保留。

一旦松动往往只有拔牙一条路

“真的非拔不可吗？”看着所剩无几的基
牙，廖女士心情复杂。

医生了解到，原来廖女士做好牙冠后，对
牙齿的清洁相当随意，不但日常饮食毫不注
意，复查次数寥寥无几。因为有牙冠的覆盖，牙
齿的龋坏不易被察觉，等到基牙出现疼痛或松
动，为时已晚。

“这些都是牙冠修复后的禁忌。”得知廖女
士的用牙习惯后，王梁感到很惋惜。他说，一般
来说，当基牙出现轻微的龋坏时可以摘除牙冠
后去腐填充修复，并重新制作牙冠。日后只要
合理用牙，定期复查就可以免于拔除牙齿。

此后半个月，王梁医生分三次拔除了廖女
士的14颗上颌基牙，待伤口愈合将一次性为
她装上种植牙。刚开始，一下子失去全部上颌
牙的廖女士有些不适应，过渡期间，王梁为她
制作了一副活动假牙，使得廖女士基本的用牙
需求得以保证。

烤瓷牙里的牙体为什么也会烂？

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烤瓷牙不是密封的
吗？为什么里面的基牙牙体也会烂？王梁解释，
做好了牙冠，并不意味着以后可以一劳永逸。
日常的护理相当重要，如果不注意口腔卫生，
可能导致牙冠覆盖下的牙体组织发生龋坏，要
是频繁咀嚼硬度大的食物，则可能导致牙根折
断。

此外，因牙冠磨损出现裂缝以及牙周炎、
牙龈炎引起的牙龈退缩，也有可能导致牙冠下
的牙体显露，给造成牙齿龋坏的细菌可乘之
机。

王梁医生提醒，养成定期牙齿检查的习惯
非常重要，建议每半年或一年复查一次，检查
牙冠的使用情况及牙齿的健康状况，发现问题
及时处理。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俞俊妍

五旬阿姨
14颗上牙全被拔除
医生：原本可以避免

躺下就感觉好多蚂蚁在腿上爬行

中年女子遭遇“鬼捉脚”？
原来是一种睡眠障碍门诊常见病症

据戚医师介绍，不宁腿综合
征是睡眠障碍门诊常见的病症，
它是一种主要累及腿部的神经
系统感觉运动障碍性疾病，一种
与睡眠相关的中枢神经系统疾
病，在各年龄段皆可发病，但多
见于中老年人。主要表现为强烈
的双侧对称性腿部异常感觉感，
如痒、麻、疼痛、蚁行感等，腿动
不安，夜间常见肌肉抽动。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疾病往
往有家族史。另外，有许多疾病
也会合并不宁腿综合征，最常见
的有尿毒症、帕金森病等，还有
一些免疫方面的疾病，如类风湿
关节炎，以及周围神经炎、糖尿
病等引起的下肢血管疾病等。缺
乏一些营养元素，如铁、叶酸、维
生素B1或怀孕的人也可能出现
不宁腿综合征。

戚医师表示，不宁腿综合征
虽然症状严重且难以捉摸，但通

过合理的治疗和管理，可以有效
控制症状，生活质量也可得到显
著提高。

首先，从日常生活着手改
变：保持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
建议患者每天同一时间入睡，睡
前洗澡或用温水泡脚，按摩小腿
肚，避免摄入咖啡因、能量饮料、
尼古丁、酒精等刺激性物质等，
渐进式有氧运动训练被认为是
有效的改善方法。饮食方面，患
者应注意均衡饮食，多食用水果
蔬菜等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
物。对于因缺铁而患病的患者，
应多进食含铁食物。

其次，要纠正可能导致不宁
腿综合征的原发病，如贫血、甲
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等。这些
疾病的控制对于缓解不宁腿综
合征的症状至关重要。

第三，要避免使用可能诱发
不宁腿综合征的药物，如多巴胺

受体拮抗剂、抗组胺药、抗抑郁
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等。在药
物使用上，患者需要在专业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合理选择。

第四，采用中药内服、中医
综合治疗等中医手段，可获得理
想的成效，并且无明显毒副作
用、无药物依赖。

另外，物理疗法和针灸疗法
也是治疗不宁腿综合征的有效
手段。物理疗法包括重复经颅电
刺激、穿戴气动压缩装置、近红
外光照疗法、振动垫等，这些治
疗可以不同程度地改善临床症
状、夜间睡眠质量和缓解情绪障
碍等。针灸疗法则可以改善患者
的症状和睡眠质量，取穴主要为
合谷、太冲、足三里、三阴交、阳
陵泉等位置。对于妊娠期妇女和
儿童患者，首选非药物治疗为
主。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吴佳礼 陈君艳 文/摄

这些措施可有效干预和治疗2

医
生
正
在
为
李
女
士
诊
治

医
生
正
在
为
李
女
士
诊
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