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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材料科学被称为三大科学支柱之一，也是人类技术进步的标志。
而生物材料学又是近年来诸多材料学中脱颖而出的一个灿烂奇葩，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领域。
　　利用受生物启发的合成路径和源于自然的仿生原理设计形貌、结构可控的功能材料，研究其所具
有的独特性能，已成为生命、化学、材料和物理等学科中一个活跃的前沿领域。
生物材料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分析天然生物材料自组装、生物功能及形成机制基础上，发展新型医
用材料以用于人体组织器官的修复与替代，并且发展仿生高性能工程材料。
生物材料学涉及生物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与制备相互关系和规律，其研究开发正以空前的规模飞速
发展。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其强大的推动力，一是挽救成千上万人最宝贵的生命，二是大大提高人的生活
质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物材料是直接造福于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一门科学。
　　生物材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所涉及的学科也繁多广阔。
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已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之所
在。
。
生物材料学已成为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前沿科学。
生物材料学与化学、生物、医学、药学、物理、纳米技术以及其他学科还有密切的关系。
生物材料是多个新兴的研究方向的基础，如组织工程、再生医学、药物缓释、生物传感器和人工器官
等。
　　实际使用的生物医用材料种类繁多。
一种新型生物医用材料从需求到开发、制造和植入的过程，要涉及诸多学科如材料科学、医学、力学
、生物学、生物工程学、管理科学等。
因此，生物材料专家应对设计生物材料的基本原理有很好的掌握和理解。
这不但包括传统的材料科学的理论与实践，还包括材料被植入人体后所发生的复杂相互作用的机制和
成功经验。
因此，本书旨在为具有工程学科背景的读者补充涉及生物材料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同时为具有生物医
学学科背景的读者补充涉及生物材料的材料学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介绍生物材料学特有的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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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阐述生物材料学的基本内容及原理，包括天然生物材料的组成单元(生物大分子、生物矿物)
，人体的基本组织和器官，细胞与材料作用的过程，各类生物医用材料，医用材料的生物相容性，以
及生物材料检测与评价等。
    本书的特点是涉及的面很广，可供材料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化学、医学、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的
本科学生选作教材，或供科技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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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生物大分子　　2.1 概述　　生物大分子是生物体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类具有生物功能、
分子量较大、结构也比较复杂的天然高分子，同时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生物材料来源。
生物大分子主要是指蛋白质、核酸、高分子多糖及其复合物。
与合成高分子生物材料相比，生物大分子在生物相容性、细胞粘附和生长性能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
势，在生物医用领域，特别是组织工程领域得到广泛的重视。
生物大分子还具有容易被生态环境识别与代谢的优点。
相对于合成高分子，生物大分子毒性小，不会诱发慢性炎症反应。
更重要的是，生物大分子经历了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因而具有分子水平上的生物功能，而不仅仅是
宏观上的生物功能。
但是，绝大部分天然高分子材料都存在价格昂贵、力学性能差、来源有限、降解性能难以控制等缺点
，而且生物大分子容易在体内产生免疫排斥反应。
由于其结构比合成高分子要复杂得多，制备工艺也要复杂精巧得多。
由于以上特性，近年来生物大分子及其改性后的产物被广泛地用作生物材料，为生物医用材料开辟了
新领域。
表2.1列出了体内存在的一些天然高分子及相关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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