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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修复医学是当前生物医学工程中的研究重点之一。
本书针对现代生物技术在修复医学和组织工程中的应用，重点阐述了修复医学和组织工程的概念及原
理，并从修复医学的生物学视界、组织工程细胞及其来源、组织工程的生物材料与支架设计的原理、
组织工程支架的设计及制作、分子信号传导、机械信号传导、离体组织工程方略、组织与器官的培育
、组织修复的遗传学途径、体内重塑和生物相关结构?特性分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
同时还从修复医学与组织工程这两个领域入手，探讨了器官移植应用中最大的障碍——免疫排斥，介
绍了免疫学壁垒、急性排斥的医疗措施、急性血管排斥和细胞介导排斥等内容。
全书内容翔实、新颖，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书可用作为高等大专院校生物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生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供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及
相关工作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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