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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医学影像技术学》图文并茂，内容丰富全面，理论联系实际，并注重
实用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医学影像技术学》适用于医学影像学专业和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用，也可作为在职专业人员的培训教材。

Page 5



《医学影像技术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