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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玲主任讲解即拔即种技术

N 肖北/图 葛格/文

松动牙、烂牙根最麻烦，食物嚼不
烂，肠胃也跟着受累。想种牙，面对各
种花式宣传无从选择，怎样才能练就
一双“慧眼”，既能种好牙又不吃亏
呢？为此，我们咨询了福州同福医口
腔连锁创始人郑晓玲主任。 (鼓)医广(2022)第10-18-65号广告同福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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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市民初次到院可报销来院的士费用
报销打的费 30元

（封顶）

“除了即拔即种外，对多颗牙缺失的顾
客，同福医还能混搭种植。”据了解，混搭种植
就是根据不同缺牙区的骨量，选用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的植体进行种植。“种植牙是种在牙
槽骨里的，常规植体长度在8-15毫米，这就
要求骨高至少要有10毫米以上，但缺牙久了，

牙槽骨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我采用长短植
体混搭种植，骨量充足的就用常规植体，骨量
不足的，换成短而粗的短植体，利用植体直径
置换长度，同样能增大骨结合面积，能少用或
不用骨粉，省下骨粉钱。”不过，要想混搭种
牙，医生得能操作多种种植体系统才行。

嘴里有松动牙、烂牙根的人
按这3招种牙不吃亏

▶指定种植牙2800元/颗
▶9.9元拔松牙/补牙（限1颗）

看时间：能提前半年用上好牙

通常情况下，拔牙完得等 3-6个月拔
牙窝愈合后，才能种牙；种完又得等 3-6
个月，才能够戴上牙冠。整个过程前后历
时半年到一年，对迫切希望有牙吃饭的顾

客，长时间等待是一种煎熬。不过，据郑
主任透露，目前同福医多采用即拔即种技
术，拔牙、种牙一次性搞定，深受松动牙、
烂牙根患者的欢迎。

看就诊次数：拔牙、种牙一次搞定
常规种牙，拔牙、种牙分两次手术，顾

客要挨上 2刀。而即拔即种，拔牙、种牙可
以一次搞定，减少了患者就诊次数，顾客
术后恢复也比较快。还能避免在拔牙后
3-6个月的等待期中，出现牙槽骨吸收，造

成种植时骨量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由
于拔牙窝保持了正常弧度的龈乳头，以及
软组织外形，有利于达到自然的美学修复
效果。“对普通市民来说，就诊次数也是他
们判断种植技术的一个参考。”

看种牙技术：混搭种牙更省钱

先领优惠更划算
本报读者种牙专项特权

马上来电可领取郑主任专家
号，初次到院可报销打车费（封顶

30元），挂号、拍片、检查费用一律
全免，还可领取以下优惠！

来电即送500元种牙抵用券+品牌食用油

260元就能买小行星命名权？
专家：小行星的命名权属于发现者或者发现机构，但二者都不能出售小行星命名权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副研究员罗兴波曾撰
文解释，小行星的命名，遵
照谁发现谁拥有提名权的
规则，一般授予在某一领
域里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或机构、地名、事件、其他
发现者愿意的对象。

1928 年，中国现代
天文学家张钰哲在美国
留学期间，发现了 1125
号小行星，后来将其命名
为“中华”，这是中国人发
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据不完全统计，用中
国元素命名的小行星有
80多颗。

为科学家、学者命名
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小行
星命名方式，例如“袁隆
平星”“吴孟超星”“屠呦
呦星”等。

作家金庸、歌手周杰
伦、导演徐克、演员林青
霞也曾被爱好天文的“粉
丝”赠送小行星命名。

2011年，一颗小行星
被命名为“周杰伦星”，这颗
小行星是两岸天文爱好者
蔡元生、林启生、陈韬和金

彰伟于2009年发现的。因
4人都是周杰伦粉丝，因此
将小行星命名“周杰伦星”。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的工作人员曾讲
过“金庸星”命名的故
事。天文学家的工作十
分辛苦，每当下雨或者云
多的天气时看不到星星，
很多工作人员就会坐在
一起聊金庸的书，因此决
定将 2001年发现的小行
星以“金庸星”命名。

小行星的命名范围
非常广泛，并不局限于人
物命名。记者注意到，多
颗小行星以中国地名、城
市命名，如“山东星”“江
苏星”“武汉星”等。

即使获得小行星命
名，获得者也很难看到星
空中属于自己的星。

张昊说，小行星是肉
眼看不到的，用天文爱好
者的望远镜也很难看到。

一名网友说，小行星
离我们虽远，但联系着人
类的精神世界，用小行星
命名是致敬我们最尊敬
的人的一种方式。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
授张昊在接记者采访时提
到，他也曾看到网上售卖星
星命名权的链接，“大家买回
来就是图一个好玩”。

目前，小行星的命名权
属于发现者或者发现机构，
但无论是发现者还是机构都
不能出售小行星命名权。

以“樊锦诗星”命名过程
为例，“樊锦诗星”由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于2007年10
月9日发现，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于2013年12月给予其永久
编号，并确认紫金山天文台拥
有该天体的发现命名权。

2020年，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向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申请，将国际编号为

381323 号的小行星命名为
“樊锦诗星”，并于 2021年 5
月14日获得批准。

和“樊锦诗星”命名过程
略有不同的是，“张昊星”则
由国外一位天文学教授向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

今年年初，来自美国一
所高校的教授尼尔·布里特
给张昊发了一封邮件，邮件
中提到，在过去十多年的研
究中，张昊团队做出的科研
成果得到了同领域专家们的
认可，基于此，他会向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推荐，将一颗小
行星以张昊的名字命名。

尼尔·布里特教授是一
位享有小行星命名权的小天
体研究专家。张昊介绍，尼

尔·布里特教授请他提供了一
份英文简历。简历中，张昊介
绍了自己的教育背景、项目成
果和科研经历等。

半年过去，一位好友在
上个月忽然提醒他，“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公布的小行星命
名名单中有你”。

看似不复杂的命名过程
背后，其实要花费天文学者
数十年的努力。目前各类天
体中只有小行星可以根据发
现者意愿进行提名，是经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审核批准从
而得到国际公认的天体。

命名小行星的第一步是
要发现一颗小行星。当一名
观察者连续两个晚上第一次
观察到小行星后，可以将结

果发送到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小行星可获得一个临时
名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在 4次回归周期中
观测到小行星轨道数据，小
行星就能获得一个国际永久
编号，并会在《国际小行星通
报》中发布，发现者就可以提
出命名申请。

今年 2 月，华中师范大
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付熙哲
发现了一颗小行星，并收到
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颁发的
确认证书。付熙哲解释，收
到确认证书只是小行星拥有
了临时编号，顺利的话，需要
6年左右才能获得正式编号
和被命名的权利。

记者看到，某购物平台
上销售的星星命名权种类
繁多，有 260 元、299 元、399
元、499 元、568 元、699 元、
768 元、999 元、1299 元等不
同价位。价格越贵，星星越
亮，配套的相框、证书也更
精致。

为满足情侣购买需求，
有卖家还推出了“情侣双星”
款，主打浪漫。

有商家的宣传海报上

宣称“美国国家宇航局官网
永久登记”“全球认证，现
实可见，APP 可查”。当记
者询问客服能否在美国国
家宇航局官网查询时，客服
又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正面
回应。

其中一家的客服告诉记
者，太空中一共有 88个天文
星座，顾客付款后，只能选星
座，商家会在星座中随机选
择一颗星星为顾客命名。之

后，顾客可以在商家提供的
客户端中输入编码，查看属
于自己的星星。

近日，记者在某电商平
台上搜索发现，有 44家店铺
销售“星星命名权”，其中有
24 家店铺为家居百货店。
其中一家店铺内，商家一边
卖桌椅板凳、烟灰缸，一边售
卖星星命名权。

个人花钱在网上买星星
命名权，靠谱吗？这不仅是

记者的疑问，不少网友也在
问：花钱买的星星，谁会认
可？有网友在留言中直言，
花钱买星星命名权就像自己
指着天上的云说“这朵云以
后就叫李狗蛋了”。

记者注意到，中国科学
院官方科普微平台“科学大
院”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所
有能在市场上买到的星星命
名权，仅仅是一种带有娱乐
性的商业行为。

为致敬著名学者樊锦诗为敦煌研究做出的奉献，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
“樊锦诗星”。“樊锦诗星”于2021年5月14日获得批准，近日经媒体报道后备受关注。

前不久，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张昊也获得了小行星命名，编号为34714号的小行星定名为
“张昊星”。作为行星遥感探测领域专家，张昊曾作为“嫦娥3号”和“嫦娥4号”的科学团队成员参
与了我国深空探测并带领研究组发表了研究成果。

小行星命名具有严肃性、唯一性和永久不可更改性，这使得小行星命名成为世界公认的崇高
荣誉。由于记者近日多次搜索行星命名信息，很快，大数据便向记者推送了一条购买链接，“命名
一颗星，来自宇宙的礼物”。记者点开链接后发现，只需260元就能拥有一颗星星命名权。

N长江日报
科普中国

小行星从被发现到有命名权，需6年时间

网上买星星命名权，靠谱吗？

谁能够给小行星命名

7月10日，樊锦诗（左）领取“樊锦诗星”
命名证书 （新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