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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物理学是应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诊断和治疗人类疾病，保障人类健康，研究生物医学现
象的物理原理与机制的科学。
它是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内容包含：医学影像物理、核医学物理、放疗物理以及各种物理因子如
超声、微波、射频、激光等在医学中的应用等。
　　医学物理学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需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又必须和临床医学紧密结合。
物理学家、医学家与工程师携手合作共同构筑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已成必由之路。
它促使医学物理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系列的学科分支，例如CT物理学、MRI物理学、核医学物理
学、放射防护物理学、超声物理学、数字医学影像学、放射肿瘤学和医学激光学等等。
　　医学物理学在我国一直被忽视，至今还没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医学院校设立医学物理系或医学物理
专业，专门培养医学物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我国医院也没有建立与先进的医疗设备相匹配的医学
物理师制度，这一重大缺憾已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急迫的形势下，2003年11位院士与15位教授联名向国务院领导上书，陈述医学物理对于我
国科学及医学技术的发展、保障国民身体健康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意见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4年春香山科学会议深入讨论了在我国建立适合医学物理发展的
环境、建立研发基地、设立医学物理师制度等问题，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开设医学物理学一级学
科，在医院设立医学物理师的建议。
一个有利于医学物理学发展的良好环境正在形成。
可以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医学物理学在我国必将有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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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医学物理这一应用于医学特别是用于对人类疾病的治疗与诊断的应用物理学。
主要内容包括人体有关生命过程中的物理现象，各种物理因子在生物医学中的效应，以及应用于生物
医学基础研究及有关临床诊疗的物理技术与方法。
书中不但有关于上述各方面内容全面系统、前沿深入的理论介绍，还对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所应用到
的技术方法与仪器设备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是一本主要面向研究生和有关科研教学人员以及有关临床医护人员的教材与参考书，但其基本部分也
可适用于作为本科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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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4.2超声治疗原理　　超声作用于人体组织器官时，其所引起的功能性变化或器质、形态改变与
其频率、强度、作用时间以及工作方式（连续或脉冲）密切相关。
在适当的超声剂量（超声强度作用时间积）下，超声有促进生长、调节机体功能和康复的作用。
例如用强度为0.5～1 w／cm2的超声照射心脏可治疗冠心病。
但当它超越阈值后就会引起心绞痛，表明当超声剂量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会引起不良后果，甚至走向反
面，起破坏作用。
大剂量超声可造成各种组织的严重损伤和不可逆转的功能变异。
　　大剂量超声对于正常组织的破坏作用固然是一种极大的消极因素，但利用它对病变组织的破坏作
用就有可能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将大剂量甚至超大剂量的高强度超声能量集中照射到病变组织，使该病变组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伤（
例如凝固性坏死）或功能变异，同时保证该区域外的组织基本无损，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这种大剂
量即损伤性剂量的治疗方法已在外科手术和肿瘤治疗中得到应用。
　　尽管超声治疗类型繁多，功能各异，但它们都基于超声的热与非热效应，其中机械效应、热效应
、空化效应等已被世人公认为超声治疗的作用基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超声的热效应被认为是超声治疗的主要机理，但以后又发现超声振动可引起组
织细胞内物质运动，从而显示出一种微细的按摩作用——细胞按摩，于是，不少学者认定这种细胞按
摩虽不能被人体所感觉，但它却是治疗作用的基础，也是热效应及其他的理论效应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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