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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手机作为当代受众最广的电子媒介，其应用范畴正在向着前所未有的层面推进，必将成为推动全
球新一轮健康技术变革的核心引擎。
本书系全球首部系统论述手机医疗的学术著作，力求勾画正在逐步成形中的“手机平台上的生物医学
工程学”这一全新领域的概貌，系统提炼了手机医学的基本特征，阐述了以手机为载体发展健康管理
与诊疗技术的基本途径和实现策略，并建立起若干通向手机诊疗技术的富有启发性的方法，构建出相
对完整的手机生物医学工程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的健康管理与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对由手机
医疗引申出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提出了有待解决的一系列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

　　本书可供生物医学工程学、临床医学、通信电子、信息技术、微系统、物理等领域的研究人员、
工程师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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