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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规划教材:医学物理学(案例版)(第2版)》主要内容包括：人体力学、声波与超声波
、液体的流动、人体的生物电场、磁场及其生物效应、光学、激光、X射线、原子核及放射性、核磁
共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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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人体力学基础知识第一节 刚体的转动第二节 物体的弹性第三节 肌肉和骨骼的力学性质第
四节 人体的静力平衡第二章 振动和波第一节 简谐振动第二节 简谐振动的合成第三节 简谐波第四节 波
的能量第五节 波的干涉第三章 声波与超声波第一节 声波第二节 超声波第三节 超声波的医学应用第四
章 流体的流动第一节 理想流体的稳定流动第二节 伯努利方程及其应用第三节 实际流体的流动第四节 
血液的流动第五节 血液的流变第五章 分子动理论第一节 物质的微观结构第二节 理想气体分子运动论
第三节 气体分子速率和能量的统计分布规律第四节 液体的表面现象第六章 生命过程中的热力学第一
节 人体代谢的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节 热力学第二定律与生命现象第三节 生命现象研究的重要热力学
参数第四节 热和冷的生物效应及医学应用第七章 人体的生物电场第一节 静电场中的几个基本概念第
二节 电偶极子与电偶层的电场第三节 静电场中的电介质第四节 膜电位和神经传导第五节 心电的向量
原理第六节 心电图的形成与描记第八章 直流电第一节 欧姆定律的微分形式第二节 基尔霍夫定律第三
节 电容器的充电和放电第四节 直流电在医学中的应用第九章 磁场及其生物效应第一节 磁场 磁感应强
度第二节 电流的磁场第三节 磁场对电流的作用第四节 磁介质第五节 生物磁场第六节 磁诊断技术和磁
场疗法第十章 几何光学第一节 球面折射第二节 透镜第三节 眼屈光第四节 放大镜和显微镜第五节 内镜
第十一章 光的波动性第一节 光的干涉第二节 光的衍射第三节 光的偏振第四节 光的吸收第十二章 光的
粒子性第一节 黑体辐射 普朗克量子假说第二节 光电效应第三节 康普顿效应第十三章 量子力学基础第
一节 氢原子的玻尔理论第二节 薛定谔方程第三节 量子力学的原子结构概念第十四章 相对论基础第一
节 狭义相对论假设第二节 狭义相对论时空观第三节 相对论力学基础第四节 广义相对论基础第十五章 
激光第一节 激光的基本特性第二节 激光的产生原理第三节 医用激光器第四节 军用激光器第五节 激光
的生物效应第六节 激光在医学中的应用及防护第七节 激光在军事中的应用第十六章 X射线第一节 X射
线的产生 X射线的强度和硬度第二节 X射线的性质第三节 X射线的吸收第四节 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
第十七章 原子核和放射性第一节 原子核的基本性质第二节 原子核的衰变类型第三节 原子核的衰变规
律第四节 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第五节 辐射剂量与防护第六节 放射性核素在医学上的应用第十八章 
核磁共振第一节 核磁共振的物理学原理第二节 磁共振成像原理第三节 磁共振成像系统参考文献附录
一 基本物理常量附录二 国际单位制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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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

章节摘录

【教学要求】1.掌握转动惯量、角动量的概念以及转动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2.掌握应力、应变、弹
性模量等概念。3.理解骨骼与肌肉的力学性质。4.了解人体的静力平衡及其条件。案例1-1人体力学是
生物力学的一个分支，它基于物理学最基本的力学知识，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定量地研究和描述人体
组织及器官的力学特征。人体力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宏观方面，它以力学的观点研究人体的脏
器、肌肉、骨骼、关节等的结构和功能。在微观方面，它研究生物大分子、生物聚合物、细胞、组织
等的力学特性。人体力学属于生物力学的研究范畴。它的研究推动了解剖学、组织学和生理学的发展
，使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逐步由定性的现象描述上升到定量的规律。肌肉是运动系统的动力部分，
在神经系统的支配下，肌肉收缩，牵引骨骼产生运动。骨骼系统是人体的支架，从力学的观点来看，
它起着对抗重力、维持体形、完成运动和保护软组织器官等重要作用。问题：1.研究人体力学有何意
义？用什么方法研究？2.肌肉是怎样收缩的，肌肉收缩时的张力和收缩量有什么关系？3.骨骼系统的力
学特点是什么？从力学的观点来研究生物的科学称为生物力学。生物力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
，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迅猛的进展。它的任务是用力学的观点、方法和理论来解释、处理生物界繁复
无穷的现象，为人们正确地认识这些现象，并加以应用和改进，从力学的角度提供可靠的分析方法和
解决问题的手段。人体力学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在理论上澄清某些疾病的病理机制；在
治疗上提供指导，为创立新的诊治方法奠定了坚实地理论基础。第一节 刚体的转动案例1-2人体绕自
身轴线的定轴转动，通过伸展或收回双臂来改变身体的转动惯量，从而改变旋转的角速度。例如，花
样滑冰运动员在缓慢旋转的时候，往往是把两臂伸展开；当需要快速旋转时，就迅速把两臂靠拢身体
，从而获得明显加快地旋转速度。问题：1.物体的转动与其结构有什么关系？2.何为转动惯量和转动定
律？刚体（rigid body）是固体物件的理想化模型，如果一个物体在任何力的作用下不改变形状和大小
，就可以把它当作刚体处理。转动（rotation）是指物体上的各个质点绕一转轴作圆周运动。一、刚体
的定轴转动刚体可以看成由许多质点组成，每一个质点称为刚体的一个质元，刚体这个质点系的特点
是，在外力作用下各质元之间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既然是一个质点系，所以关于质点系的基本定律
就都可以应用。当然，由于刚体这一质点系有其特点，所以这些基本定律就表现为更适合于研究刚体
运动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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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

编辑推荐

潘志达、盖立平主编的《医学物理学(第2版案例版供临床预防基础口腔麻醉影像药学检验护理法医等
专业使用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以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为主要使用对象，兼顾与医学相
关的其他专业。全书共十八章，涵盖了人体力学、生命过程中的热力学、人体的生物电场与磁场、光
的波粒二象性、量子力学及相对论基础、激光、X射线、原子核及其放射性、核磁共振等教学内容。
希望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在教学中根据各自的情况有选择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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