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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有7章，首先深入和全面地剖析了生命体的电磁结构和特性，以及人类生活的电磁环境的特点
，以此来阐明建立和发展生物电磁学这门新学科的必要性、重要意义和生物学基础；继后再根据各个
波段电磁场与生物作用的不同特点，将包括静电、磁场和电离辐射在内的整个电磁场分成低频电磁场
、射频电磁波和微波、毫米波与红外线、可见光及电离辐射7个波段，概括为5章的内容，详细和全面
地论述了它们与生物体作用的特点，所产生的生物效应和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特性、理论规律及在
医学上的应用。
本书所介绍的内容涉及了生物电磁学、电磁生物学、辐射生物学、光生物学、电磁医学、激光生物医
学等方面的知识。
本书收集和整理了国内外众多学者最近十多年在生物电磁学领域发表的大量论文，结合了作者在这一
领域多年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国内外有关书籍，并在最近几年所使用的教案的基础上，写成了本书。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内容全面、新颖，实验实例较多，浅显易懂。
    本书适合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在工业、国防、科研和医疗等领域的相关
专业人员学习和研究生物电磁学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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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小峰，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数理部理学硕士。
1999年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电子科技大学，现工作在生命科学院。
现是学校生物物理学科， 电磁生物学和生物电子技术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
贴、兼湘潭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兼职教授、纽约科学院成员、美国科学促 进联合会国
际成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员和中国科学院国际材料物理中心的客座成员与四川省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理事及国际一级杂志：“物理评论和物理评论 通讯”（Physical Review and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的评审成员等。
1994—1995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德国癌症研究中心和国际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与访问，1996年在
斯洛伐克科学院 和捷克Palacky大学工作与访问，1998年德国Kaiserslautern大学和意大利国际物理中心
工作与访问。
2002年和2003年2月—4 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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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的电导特性的变化  3.2 人和生物体所带的电荷及静电的生物效应⋯⋯第4章 射频电磁波和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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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生物组织的电磁结构和特性由于外加电磁场仅能与生物体中具有电磁特性的组织和分子等进行
相互作用,于是在研究电磁场与生物体的相互作用时,必须首先了解生物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电磁特性。
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谈得上生物与电磁场的相互作用，才能耐找到电磁场的生物效应的机理和
特征，并建立起生物电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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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生物电磁学》适合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和博
士生以及在工业、国防、科研和医疗等领域的相关专业人员学习和研究生物电磁学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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