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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材料学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的支柱之一。
它涉及基础化学、材料学、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基础与临床医学、药学、工程力学等多个学科，因此
从事上述各个学科的人都有可能在研究和应用中涉及生物材料，或直接从事生物材料方面的工作。
生物材料正经历从传统的bioMATERIALS（即关注材料特性的生物医学应用），到BIOMATERIALS（
即材料特性与生物医学功能并重），再到BIOmaterials（即重点关注材料生物学效应）的转变。
对具有生物学效应材料的追求，是生物材料发展的新进展，这也是材料生物学（maten81biology）的主
要内容。
发展材料生物学的意义是通过还原构建生物体材料的生物学形成过程和规律，获得模仿人体组织形成
过程的思路，更好完成组织再生修复。
从国内外现状来看，目前研究正从普通生物材料的修修补补，延伸到具有特殊生物学效应的材料的发
掘或对现有材料的特殊改造，从而获得生物学效应的新材料，更好地为组织再生提供支架。
可以说，生物材料的发展与生物学、医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复杂。
但材料作为基础，系统掌握有关材料学的知识体系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必要。
　　我们知道，国内有关生物材料学的著作不下10种，如顾汉卿、徐国风教授主编的《生物医学材料
学》，李玉宝教授主编的《生物医学材料》，阮建明教授主编的《生物材料学》等，这些书编写的主
要特点是由众多生物材料领域专家根据自己独到的研究工作各自撰写章节，然后组合起来。
这无疑是深入了解和掌握生物材料学知识非常好的专业书籍。
但由于生物材料内容繁多，作为本科层次的教材，首先是在系统的材料学基础知识之上，介绍典型生
物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与应用，而不是一开始就切人各种生物材料的制备、特性及应用。
本书因应以生物材料为主的生物医学工程本科专业教学的需要，结合自己的部分研究工作和教学体会
，试图从材料学的角度将生物材料学的基础体系呈现给学生。
考虑到生物材料学内容多，我们将它分为有机生物材料学和无机生物材料学两大部分，本书主要介绍
无机生物材料学，构建的无机生物材料学的知识体系包括固体材料的物理化学基础，生物材料的表面
和本体、生物相容性表征方法，以及无机生物材料的制备、结构与性能、医学应用。
本书涉及的无机生物材料包括无机非金属生物材料（生物陶瓷、生物玻璃、骨水泥），金属生物材料
（汞齐及贵金属合金、不锈钢、钻基合金、钛合金、镁合金等），碳基生物材料，复合生物材料（以
无机生物材料为主）。
本书在介绍各类别生物材料的章节末尾，亦不揣浅陋，试图跟踪、体现各类无机生物材料研究存在的
瓶颈、发展趋势，以期为初学者深入探讨相关专题略微指示路径。
　　在此要特别提及的是，就“无机生物材料学”而言，《生物陶瓷》（李世普，陈晓明编著，
：1989）、《现代功能陶瓷》（徐政，倪宏伟编著，1998）等著作中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其中他们对
氧化铝等典型生物陶瓷的一些经典论述直接编人本书部分章节；另外，本书引用了很多文献，在此对
相关文献著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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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机生物材料学》涉及的无机生物材料包括无机非金属生物材料（生物陶瓷、生物玻璃、骨水
泥），金属生物材料（汞齐及贵金属合金、不锈钢、钻基合金、钛合金、镁合金等），碳基生物材料
，复合生物材料（以无机生物材料为主）。
《无机生物材料学》在介绍各类别生物材料的章节末尾，亦不揣浅陋，试图跟踪、体现各类无机生物
材料研究存在的瓶颈、发展趋势，以期为初学者深入探讨相关专题略微指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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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相是体系内部性质和化学成分均一的集合体。
不同相之间有明显的分界面。
材料中相的种类、大小和形态与分布构成了材料的显微组织。
固体材料中普遍存在相结构。
固体材料中的相是指具有同一聚集状态、同一晶体结构和性质并以界面相互隔开的均匀组成部分。
固态下所形成的新相基本上可分为固溶体和化合物（或中间相）两大类。
如果以某一组元A为溶剂，在其晶体点阵中溶人其他组元原子B（溶质原子），形成均匀混合的固态溶
体，保持着溶剂的晶体结构类型，则为固溶体；如果组成新相的异类原子有固定比例，所形成的固相
的晶体结构与所有组元均不同，且这种相的成分多数处于A在B中的固溶度和B在A中的固溶度之间，
则为化合物。
如果A、B两组元没有相互作用，则固态下每种组元为独立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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