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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材料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学科间的融合与交叉已成为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作者针对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
专业的教学需求，并基于多年国内外研究和教学工作经历著写本书。
. 本书内容力图结合材料科学和医学的相关知识，突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目的是使读者熟悉生物
材料在医学中的运用和此类运用合理性的理论基础。
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体内组织与器官替代用生物材料及器械的基本结构、物理机械性能、表面性能、生
化性能、人体细胞及体液组织对植人材料的反应和生物相容性，植人材料的腐蚀与毒性作用，人体软
、硬组织替代材料的选择、应用与实践等，着重从材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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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分别介绍材料科学基础知识和与人体组织相关的生物学基础知识，然后介绍了与人体组
织相关的生物学知识，特别是细胞结构与功能、骨组织生物力学、生物相容性以及判别依据等；论述
了材料的基本结构与基本性能；介绍了金属、陶瓷、高分子植入材料，并重点论述了材料制备工艺－
材料微观结构－材料性能间相互关系；介绍了软组织和硬组织的修复与替代；讨论器官移植与组织工
程新技术；以蛋白质功能区的特点引入生物纳米技术，并着重介绍了纳米材料制备与表征方法以及纳
米药物载体与药物控释。

　　本书附有大量图表以及一些例题和习题，便于读者学习。
本书可作为材料科学领域各专业、环境工程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
学生和研究生的生物材料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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