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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了一颗牙，竟一次被拔29颗牙！

老年人口腔治疗为何乱象频出？
近日，浙江省永康市一网友反映，其父亲

在当地某口腔医院一次性拔除23颗牙齿，并
在同日种植12颗牙齿。随后疼痛不止，13天
后心搏骤停死亡。当地卫健部门工作人员
称，由于拔牙和死亡时间相隔 13 天，具体的
原因还在查。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对一次性拔
除这么多颗牙齿表示震惊与不解；也有人提
出口腔诊疗行业乱象频出，老年人容易上当
受骗，必须加强监管；还有人认为老年人口腔
健康问题亟待重视。

一些口腔诊所宣称的“全口拔牙”“当天
拔当天装”合理吗？老年人“老掉牙”难题怎
么解？带着问题，记者展开调查采访。

老年人求医心切老年人求医心切
落入不良口腔机构的陷阱落入不良口腔机构的陷阱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老年人缺牙问题严重，人均缺失牙齿
7.5 颗，只有 18.3%的人牙列完整；在 65 岁至
74 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 9.3%，恒牙
患龋率达98%。据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口腔科
一名谢姓医生介绍，在其科室接诊的老年人
中，最常见的是牙龈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
动无力，这些问题大多由牙周炎引起。“同时，
牙体的缺损和磨耗也是老年人群体常见的口
腔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北京多名患有牙周炎的老年
人发现，他们大多认为“牙周发炎，吃点药就没
事了”。但在口腔医生看来，牙周炎易反复发
作，损害牙周的健康。刘医生告诉记者，牙周病
相关致病菌可能侵入主动脉和心脏内皮细胞使
心脏受累，如果吸入肺部则可能引起吸入性肺
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下呼吸道感染。

业内人士介绍，拔除无法保留的牙齿，及
时修复缺失牙，是老年人保持口腔健康的重
要手段。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下，一些口腔机构
看到了商机，纷纷打出各种广告吸引老年人
种牙。“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当天拔、当天装、
当天用”“无痛拔牙，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种
植牙价格低至百元”……部分口腔诊所在宣
传时打出上述广告语，一些老年人因口腔问
题求医心切，加上信息不对称，很容易落入不
良口腔机构的陷阱。

拔牙需要全面评估拔牙需要全面评估
多拔多种存在隐患多拔多种存在隐患

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张大爷今年76岁，
多颗牙患有龋齿，他去口腔机构咨询，医生面
诊后说他的牙齿形状不好看，“如果全部拔
掉，装一副假牙，又好看又不影响正常进
食”。张大爷听信了，不仅拔掉了龋齿，还把
其余完好的牙齿也拔掉了，花8000多元装了
一副“全口吸附性义齿”。可是效果并不像医
生宣传的那样，即使没有咀嚼，他也常常感觉
牙龈被磨损，日常吃东西也不太方便。

北京市某口腔医院的刘医生告诉记者，
在现代口腔医学中，牙齿能保留就要尽量保
留。有口腔机构的医生鼓动患者全口拔牙，
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记者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书网检
索发现，2020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关于口腔
机构的行政处罚文书有1529篇，其中多数为
口腔机构夸大宣传、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据
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口腔医疗机构涉行
政处罚超过 200 起，其中多家口腔机构因违
法及擅自发布医疗广告、对商品作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原因被处罚。

北京一口腔医院曾因在线上平台开展口
腔种植服务促销时涉嫌存在价格欺诈等违法
行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作出警告
及罚款15万元的处罚。但近日，记者在社交

“朋友圈”中仍然能看到该口腔医院打出“上
午种牙、最快下午吃肉”的广告。而据专业口
腔医生介绍，种牙后一般不能立即使用，“当
天用种植牙吃肉的说法很不靠谱”。

刘医生告诉记者，当患者出现牙齿松动、
残根残冠无法保留、需要拔除做全口种植修
复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即拔即种的牙齿修复
方式。目前没有针对拔牙数目的具体规定，
一般来说，一次性拔除的牙齿最多在 10 多
颗，需要诊所及医生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水平，
也需要考虑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华卫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利强认为，一些口腔机
构劝患者“多拔多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非
患者实际需要所进行的过度医疗，若行为属
实，患者可以按照实际损害和经济损失主张
赔偿。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完善口腔照护体系完善口腔照护体系

在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中臣看
来，口腔医疗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部分口
腔医疗工作者缺乏职业道德教育，一些医疗
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忽视了医疗伦理和患者

的实际需要，导致过度治疗或不当治疗；口腔
医疗的监管相对薄弱，导致一些违规行为没
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

在他看来，治理这些乱象，需要完善医保
政策，适当扩大医保对口腔医疗部分的覆盖，
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医疗机构更加注重治疗
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需要相关部门加强对口
腔医疗行业的监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
力度，同时要严格审查口腔机构的市场宣传
内容，防止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提高透明
度，要求口腔机构公开治疗方案、费用和可能
的风险，让患者能够作出知情的决策也刻不
容缓。”郑中臣表示。

邓利强认为，应鼓励口腔医疗行业自律，
口腔医疗协会要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培
训，提升医疗机构公信力。行政机关应当加
强监管，认真对待每一例投诉，让医生的行为
回归医疗。患者应当多听多问，货比三家，增
强自己的口腔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提高老年人群口腔健
康照护水平、提升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状况、降
低口腔健康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必要
且紧迫的课题。应将口腔健康教育深度融入
现有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制定更全面、有效的
口腔健康照护方案，包括口腔健康教育、口腔
疾病预防措施和口腔健康照护等方面。通过
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健康教育课程和操作
性健康指导等方式，提高老年人对口腔卫生
的认识，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加强老年
人对口腔卫生健康的重视。

“加强老年人群口腔卫生维护和日常照护
专业队伍建设。重点培养专门的口腔卫生维护
队伍，提升老年人群口腔卫生诊疗可及性，同时
对现有老年人群健康照护人员进行口腔专业培
训，提升口腔照护能力和水平。”上述业内人士
说，同时可积极探索科技赋能老年人群口腔健
康照护新模式，通过口腔照护机器人研发等方
式，减少人力投入、提升效果、提高效率。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年人也表达了他们
对于拥有一口好牙、减少“老掉牙”痛楚的期
待：“我们来回走动不方便，如果社区能够定期
开展口腔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帮助我们更好
地了解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就好了”“希望能
有更多的医保政策覆盖到口腔治疗领域，减轻
我们的经济负担”…… 本报综合消息

没有精致的包装，也没有详尽的信息，
瓶身简单印制着“军区专供酒”的字样。这
个看起来十分神秘的“专供酒”，不仅不是高
品质的白酒，而且还是非法制售的假酒。为
依法严厉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
酒”违法犯罪行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部
署开展了“净风”专项行动。而近期，成都警
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专供酒”大案。

四川成都的陈先生是一名生意人，平日
里和生意伙伴经常有宴请往来，因此他经常
在网上购买各类酒水用于接待。

一次，在视频中，销售人员神神秘秘地
推荐着一款“专供酒”，还特意挡住了包装盒
上的一个“军”字，称这是“某区专供酒”。这
种酒包装低调，还印制着“非卖品”的字样。

“这个是我们的某区专供是一个 15 年的陈
酿基酒，酒花非常好，酒的颜色也很黄，2012
年的老酒。喝过的人对它的评价都非常
高。”这些话引起了陈先生的兴趣，于是，便
花4200元买了两件12瓶。

几天后，陈先生正好要宴请朋友聚会，
于是他便带上了一件这款“专供酒”，没想到
却遇尴尬。“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些‘专供’

‘特供’都是骗人的，你这个肯定是假酒。”
直播间内卖专供，还说假一罚十
陈先生向成都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

诉举报，随后，线索被移交给了当地警方进
行立案侦查。办案民警发现，售卖“专供酒”
的这伙人，在多个短视频平台都开通了售酒
账号，并且经常开直播进行销售。

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
副大队长陈洪保说：“他们一直在销售各种品
牌的酒类，然后突然插播进去一个‘专供酒’

‘特供酒’，给人的印象就是，销售的都是正规
的产品，不会有虚假的。销售的时候，就说酒
是真的，假一赔十，给客户吃个定心丸。”民警
还发现，在推销这款所谓“专供酒”的过程中，
这伙人会有意将包装上的“军”字遮挡住，通
过制造神秘感进一步迷惑消费者。同时，在
整个售酒过程中，这些销售人员还制定了完
备的销售话术，当有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
这款“专供酒”时，售酒人员就会添加消费者
的联系方式，避开平台私下交易。

警方发现，这个销售“专供酒”犯罪团伙
的组织者是一名叫刘某的女子，她招聘了多
名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推销售卖，当有
消费者表示想要购买“专供酒”后，销售人员

就会与消费者私下进行交易，最后由仓储库
管人员跟进并发货。在查清了整个销售环节
后，警方立即行动，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处心积虑
精心设计各个生产环节
为了查清涉案“专供酒”的来源，警方围

绕刘某展开了进一步调查。很快，他们发现
为刘某提供这些“专供酒”的是一名叫陈某的
男子。陈某为了生产这些“专供酒”可谓是处
心积虑，从基酒购买到制作包装材料，再到灌
装成品，他都进行了精心设计，目的就是为了
让买到这款“专供酒”的消费者信以为真。

据警方介绍，陈某先是伙同手下林某设
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又联系了
酒厂谈妥基酒价格，紧接着，他们又组织了
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了
包装材料，最后，再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
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
不超过 40 元的酒水，摇身一变成了销售人
员口中所谓的“专供酒”，最终以350元每瓶
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

而在查处基酒生产、调配、灌装的一处窝
点时，警方发现，这里的生产条件脏、乱、差。
房间布满灰尘，一些酒桶及灌装工具随意在
各处摆放，生产人员会按需将基酒从这些储
酒罐中抽出，转移到白色的塑料桶里。同时，
办案民警发现，在现场的基酒是无色的，而灌
装后的成品“专供酒”则微微发黄，明明是近
期生产的新酒，为什么会呈现出老酒的陈色
陈香呢？原来，犯罪嫌疑人为了将“专供酒”
包装成所谓的陈年老酒，起初，他们会在基酒
中直接加入色素进行勾兑，后期他们换成了
一种叫“曲药”的东西来给“专供酒”上色。这

一行为，违反了国家酱（香）酒制造标准。
精心设计迷惑消费者

“专供酒”都为假酒
成都警方已捣毁生产、销售、存储窝点

15 处，查获的涉案“专供酒”共计 1.1 万余
瓶。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而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一瓶成本
几十元的酒水，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专供
酒”，最终以几倍的价格出售。

经查，犯罪嫌疑人通常冒用党政军等单
位名义，虚构“特供”“专供”概念，通过“精
美”包装迷惑消费者。在多起案例中，不法
分子都是将劣质假酒包装成知名品牌的“特
供、专供酒”，而在本案中，涉案酒水没有冒
充知名白酒品牌，是一种新型的涉“特供酒”

“专供酒”案件。
那么，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特供”“专供”

酒呢？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
了相关规定，2013年，国管局、中直管理局等
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
使用“特供”“专供”等标识的通知》。2022
年，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公安部等六部门
也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销售“军”字号烟酒
等商品的通告》。由此可知，目前市面上凡
是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制售的“特供”

“专供”“内供”商品都是假的，警方提示，一
定要当心此类的消费陷阱，避免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所谓的“专供酒”“特供酒”都
是非法生产的，没有经过正规的质量检测和
许可程序，由于缺乏监管，这些酒水的质量
往往难以保证，大都采用的是成本低廉、酒
质低劣的白酒，生产场所卫生不达标，存在
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本报综合消息

专供酒是怎么制售的 揭秘黑产业链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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