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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层出不穷，我们该如何选择？

种植牙的“牙根”直径平均只有4毫米，却要承受

二三十公斤的咬合力，而且每天咬合上千次，更要用上

几十年。因此，设计理念、材料选择、精密加工、表面

处理，其科技含量要求非常高。

一颗种植牙，要在开放的口腔环境里负重工作数十

年不感染、不松动，要求各部件之间相互连接和接合的

公差只有10微米，相当于一毫米的千分之十。

一颗好的种植牙种植体很关键
中韩口腔采用韩国Dio种植体

双螺纹的设计用来防止对皮质骨的破坏，有了双螺

纹设计以后，初期稳定性可以得到加强，而且可起到防

止细菌感染引起的皮质骨吸收的作用。

流线型的螺丝体部螺纹设计用来防止插入压力引起的

骨折。当双螺纹与锥体体部螺纹相连接，可以提供种植

体的初始稳定性，在种植体充分支撑与骨组织嵌后，所

设计的宽螺距距离可以承受所带来的植入压力。

8毫米和10毫米种植体只有单一的切割边缘，而

12毫米和14毫米种植体在每一部分都有双切割边缘、

双螺纹以及体部螺纹，这些切割边缘设计用来减少骨阻

力，有利于植入，更加容易并保持初期稳定性。

顶端设计用于增加插入种植体的方便程度，并可以

减少骨抵抗以及潜在的种植体脱出。

广告

从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
到 《国家宝藏》《假如国宝会说
话》，再到2018央视春晚上的“丝
路山水地图”；从“故宫跑”到

“海昏侯热”，再到“春节刷博物
馆”，近一两年来，与博物馆相关
的事情多次成为社会热点，甚至成
为现象级事件。博物馆已从社会生
活的边缘地带走到了百姓视野的中
心.。

博物馆“火”了

博物馆的火热，不仅仅是博物
馆行业单方面的狂欢，还是涉及多
个领域的跨界文化盛宴。

上述几部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可
谓博物馆与影视联手的杰作。除此
之外，中国博物馆协会法律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李晨还介绍，国家文物
局 2017年发布的首批 69项“互联
网+中华文明”示范项目中，包括
了《未解之谜》《惊奇博物馆》等
多档影视作品，这预示着文博主题
节目将在 2018年的荧屏和银幕上
大放异彩。

自家馆成为旅游行业中的新
宠，大概是很多博物馆人的梦想。
数据显示，“刷博物馆”俨然变成
2018年春节的新风尚，尽管博物馆
门前排长队的情景屡见不鲜，但观
众热情依然不减。春节期间，故宫
博物院共接待 50万人次，客流量

“触顶”；南京博物院日均参观人数
超 3万人次，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成都各大博物馆共接待观众 150万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50 万人

次；广东省博物馆较去年同期也净
增27%的参观量。各地旅行社纷纷
推出博物馆旅游路线，如“陕西五
大博物馆串联纯玩团”、博物馆研
学游等，报名者甚众。

彰显博物馆火热劲头的，还有
博物馆 IP已成为文化产业竞相争夺
的香饽饽。关于博物馆 IP的准确定
义和内涵，学术上还有待统一，但
大致可以理解为博物馆所拥有的文
化信息资源。利用博物馆 IP，“博
物馆+文创、+互联网、+技术”的
浪潮波涛汹涌。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文化产业部
副部长李博雅介绍，去年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
藏文物“鎏金铜蚕”，他们迅速将
这个文化热点落地转化，在半年内
开发的主题创意产品，尤其是金蚕
系列文创产品大获成功。记者看
到，在其京东旗舰店上可看到多种
产品，销量可观，购买者不吝好
评。除了成为网红的主题文创产
品，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还
纷纷与阿里、腾讯等公司开展跨界
合作，形成一种强强联手的品牌示
范效应。种种可喜的成果造就了博
物馆与其他平台的双赢，受到人们
广泛关注。

博物馆何以能“火”

博物馆能“火”起来，是因为
博物馆在逐渐改变自己。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中国
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告诉记

者：“当今的中国博物馆更加强调
其社会服务功能，希望将博物馆
文化资源尽可能地与社会共享，
同时也有增强自身活力、改善财
政状况的愿望。”这种源于博物馆
内部的驱动力成为最重要的动力
源。正如李博雅所说，博物馆人
愿意作为，大胆尝试，勇于创
新，积极践行“把博物馆带回
家”“让文物活起来”等理念，为
博物馆文化的流行增光添彩。

从星星之火到火苗跳跃，高
效有力的“助燃物”功不可没。

首先，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博物馆文创的利好政策法
规，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转
发的《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以
及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关于促进
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都强
调要大力发展文博创意产业。

在民族文化大繁荣的背景
下，大众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的认知度和认同度都在提高，文
化自信更加坚定。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指出，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提
高，公众的文化消费和精神文化
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将博物馆作
为休闲、学习和旅游目的地非常
符合社会大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主流媒体对于提升博物馆关
注度也是功不可没。“过去也有文
物类节目，但并没有这么火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王仁湘分析道，“眼下博物馆文化
的爆红得益于推广的专业机构权威
性高，搭建了高规格的展示平台，
精准赋予了文物以温暖和光度，既
有探索性又有娱乐性，牢牢地抓住
了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胃口。”此
外，他认为，众多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博物馆 IP资源的开发，也提供了
强有力的社会资源以及技术和人才

保障。

博物馆“火”了之后

对于博物馆文化的火热，安来
顺说：“这说明社会公众与博物馆的
双向互动方式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
了实质变化，也悄然改变着博物馆
在公众中的传统形象。”的确，这种

“火”，不光能够促进博物馆自身的
发展、转型和升级，让博物馆变得
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甚至更酷，
也能充分发挥博物馆对于提升文化
自信的促进作用，让民众在认同和
肯定既有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对民
族文化的生命力充满信心。

不过，王仁湘也强调：“不能只
满足于这种层次的火，‘火起来’与
真正‘活起来’还不能画等号。”文
物活起来的主要目标在于国民文化
觉醒，在于振奋国民的民族自信心
和精气神。因而，在肯定博物馆文
化热现象的同时，还应保持一份冷
静。正如吉林大学文学院博物馆学
系教授史吉祥所说，博物馆火了还
不是博物馆的真正成就，其实目前
还有很大一部分博物馆尚未得到公
众认知，许多中小博物馆运营也不

尽理想。他认为，“必须广泛发动
公众参与博物馆事务，让博物馆走
入社区，才能实现博物馆文化成为
家园认同，城市认同和国家、民族
认同的终极目标。”

宋向光则提出，应该加强对博
物馆精神产品质量的提升，加强博
物馆精神产品与社会生产的对接，
引导博物馆精神产品积极有序稳妥
地进入公共领域，才能更好地满足
群众文化需求，更好地维护和提升
博物馆品牌。

李晨则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进行
了分析。他表示：“博物馆 IP并不
是博物馆的专有资源，而是全民共
享的国家文化资源。”因此，他建
议，博物馆要面向社会无偿提供馆
藏品影像数据，同时增强与媒体的
合作，完善博物馆文化传播、交
流、合作的机制。他认为这样有利
于提升博物馆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功
能，实现博物馆基本价值，也有利
于形成文物保护的良好舆论氛围，
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与世界不
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在博物馆文化热潮之下，要增
强博物馆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在
博物馆 IP运营时代形成系列化综合
开发体系，凸显博物馆的价值，也
并非易事。“还应重视确立博物馆
的职业道德准则和职业伦理，”安
来顺强调，“要找准博物馆在涉及
IP授权活动中的独特立场，以帮助
博物馆处理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并在‘利益博弈’中作出正确判
断。” (综 合)

博物馆“火”起来只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