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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理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的各个
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高新技术如现代通信技术、激光技术、现代医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技术
、航空航天技术等都与物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
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BME）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理论方
法，研究解决医学防病治病，增进人民健康的一门理、工、医相结合的综合性交叉边缘学科。
生物医学工程的基本任务是运用工程技术手段，研究和解决生物学和医学中的有关问题，揭示人体奥
秘，造福人类。
多学科的交叉，使它不同于那些经典的学科，也有别于生物医学和纯粹的工程学科，它在保障人类健
康和为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等方面起着巨大作用。
　　物理学是生物医学的基础，物理学中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生物医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生物医学的发展又对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物理学的进步，物
理知识是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动是自然界最常见的一种运动形式，波动理论主要讨论由振动产生波的物理机制、振动状态与能量
的传播规律等问题，在工程技术和近代科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领域离不开物理学知识，均或多或少地与波动理论有关，不可避免地要应用有关
的基础知识和技术。
　　本书从波动现象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入手，重点介绍了波动现象的共性知识，内容包括有关机械
和电磁振动及波动现象基本理论，揭示与波动相关的物质状态及能量传输的共性规律，学习分析与求
解波动方程、特征参数的数学物理知识，掌握其在生物医学检测、诊断和治疗领域的应用技术。
书中第2章至第5章主要介绍了波动现象的共性规律。
其内容包括无阻尼自由振动、阻尼振动、受迫振动等基本振动物理机制；波动的数学表达式、能量传
播方式、波的反射与折射、多普勒效应等特性；电磁波的辐射、反射与折射及多普勒效应等传播特点
；波的叠加、干涉与衍射等传播规律。
第6章、第7章分别介绍了典型机械波——超声和典型电磁波——射频与微波的特性及其在生物医学工
程中的主要应用。
最后第8章则介绍了波动理论及其应用的新近发展动态。
书末附录了作者归纳的振动一览表、电磁波谱图、矢量算法及场论初步等。
　　本书是作者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开设了十几年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材之一，主要内容取材于医用
物理学及近年来科研课题所涉及的新技术、新成果。
作者在编著时注重选材内容的基础性、简明性、共通性及其潜在的应用价值。
全书所涉及的科学问题都是相关专业领域所共同关心或在科研实践中常遇到的知识需求。
为适应研究型教学特点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理论与方法的引导上，侧重于介绍科学问题的理
论背景、相关知识及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在应用方面则主要介绍实际需求、应用条件与可能途径，
以促进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科素养。
本书旨在加强工科学生的理科基本素养，培养具有宽厚基础理论、扎实专门知识并能联系实际、有创
新动力的复合型人才，既可作为生物医学工程本科或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
师、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期望本书所提供的有关波动理论及其在生物医学工程中应用的知识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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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波动现象的基本理论及其应用入手，重点介绍了波动现象的共性知识，内容包括基本振动物理
机制、振动所产生波动的数学方程、波动参数和能量传播特性、波动与生命物质相互作用效应以及波
动理论在生物医学工程中的主要应用。
本书是作者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开设了十几年的专业基础课程的教材之一，主要内容取材于医用物理
学及近年来科研课题所涉及的新技术、新成果，旨在加强工科学生的理科基本素养，培养具有宽厚基
础理论、扎实专门知识并能联系实际、有创新动力的复合型人才。
本书可作为生物医学工程本科或研究生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的教师、科研及工程技术
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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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物理学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在
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高新技术如航空航天技术、现代通信技术、激光技术、现
代医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技术等都与物理学密不可分。
如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让人类进入机械化时代；19-20世纪在电磁学基础上发展的电力开发与利用，给
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使人类进入电气化、信息化时代；20世纪核电技术的出现使人类
社会步入核能时代。
当前科学中最引人瞩目的课题，如生命科学、宇宙起源、材料科学等，都与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
方法密切相关。
可以说，社会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建立在物理学发展的基础之上。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和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
各种自然现象（如天体运动、化学运动、动植物的生长和生殖过程等）都是不同形态的物质运动的表
现。
物质的运动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既服从共同普遍的规律，又具有其独特性，对于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
形态的研究，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类。
最简单的物质运动形态是机械运动，稍微复杂一点的运动形态有物理的和化学的现象，而生命现象是
物质世界中的高级运动形态，不管生命活动多么复杂，其中必定涉及一些物理现象，例如，细胞、分
子、电子之间都遵守万有引力定律，人体的代谢遵从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生物电的电学性质符合电
磁学的规律等。
因此，物理学是生物医学的基础，物理学中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对生物医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同时生物医学的发展又对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物理学的进步。
物理知识是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物理素质是必备的科学素质。
2l世纪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的科技人才，这就要求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
现代物理学知识，更需要掌握现代物理学的思想和方法。
虽然物理学的内容并不直接用于解决生物医学工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但它是后续医学实践的基础。
因此，掌握物理学提供的、与医学紧密结合的一些系统知识，对一名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学生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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