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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编，结合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态势，未来5～10
年，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战略目标为以下8个方面。

1)深化生物力学、生物材料、组织工程、生物医学影像、生物电子学等方面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为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乃至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新概念、新思想和新方法。

2)发展分子水平的疾病早期诊断方法，使之可以准确预测疾病的发生并于先期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例如，可用分子影像和高通量技术筛选评估致病基因。

3)发展智能传感器，利用源自目标生物组织的化学或生理信号，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释放正确剂量的
药物。
例如，葡萄糖活化胰岛素给药系统可以有效地替代糖尿病患者的胰腺功能。

4)发展工程化生物活组织，使之可以生长并发挥正常功能，从而使由心脏病、肾衰竭、关节炎、创伤
或其他因素所导致的受损组织或器官得以修复和再牛。
组织工程的发展可减小重复手术的概率，并克服当前人工器官和关节的限制。

5)发展微损伤的、影像引导的或机器人辅助的微观手术技术，并使之成为外科治疗的标准手段。

6)发展远程医学以大大扩展医学服务范围。
应着力发展便携式诊断设备使之在农村等条件简陋的地方即可无损地采集生理、生化信息以及图像数
据，并将此类信息通过国内或国际医疗网络实时地传至健康诊疗中心。

7)发展个体医疗技术，可以针对每一位患者的基因特征进行药物选择。

8)发展新的方法来加快对复杂生物系统内各单元之间定量关系的理解，并从基因到器官，再到整体的
不同尺度对现有信息进行整合，以最终用来预测生物学和病理学事件的发生和发展。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生物医学工程学》不仅对相关领域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同时也是科技管理者和社会公众了解生物医学工程学发展现状及趋势的权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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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生物医学工程学总论第一节 生物医学工程学的战略地位生物医学工程学源于生命科
学发展和临床医学实践的需求，其内涵是应用力学、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以及电学、光学、材
料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工程学科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生物学和医学问题，定量认识生命现象和
生物学过程的基本规律，理解、改变或控制生物系统（人或动物），提升人类健康保障与重大疾病诊
治水平。
作为一个与人类他康及重大疾病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当今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呈现其独特的战略
地位和研究特点。
（一）生物医学工程是生命科学和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物医学工程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
因。
根本原因是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与需求不断增加；其次是随着疾病谱的变化
，疾病诊断、治疗技术和装备的发展，要求生命科学与工程科学有机结合。
近50年来，生物医学工程已深人到生命科学、健康与医学的各个领域，从生命现象的发现到生物学过
程的定量化，从海量组学数据的分析到新药创制，从临床医学到医学基础，生物医学工程深刻改变了
生命科学和医学本身，而且预示着生命科学进步和医学变革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生物医学工程就没有生命科学和医学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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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生物医学工程学》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编，全面总结
了近年来生物医学工程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动态，客观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从学科的发展规律和研
究特点出发，前瞻性地思考了学科的整体布局，提出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的重要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及
我国发展该学科领域的政策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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