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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研究较多的天然生物材料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和仿生工程材料给予介绍，主要有天然生物材
料的成分、组织结构、形成机制和性能，同时包括仿生工程材料的设计、制备、组织结构和性能。
全书共分10章，详细介绍了天然生物材料和仿生工程材料的研究与发展概况，贝壳、竹材、木材、蜘
蛛丝的组织、特性及其仿生材料，几种生物材料的表面特性及其仿生纳米界面材料，土壤动物体表特
性及其仿生材料，长骨的组织结构及其仿生哑铃形碳化硅晶须和复合材料，天然生物材料的损伤自愈
合性能及其仿生材料，其他天然生物材料及其仿生工程材料。
　　本书沿着仿生依据-仿生方法-仿生成果及应用这一主线来完成，既可供从事材料研究的科研人员
参考，也可作为材料专业研究生教材或教学参考书，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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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贝壳的组织、特性及其仿生材料　　贝类的种类很多，至今已记载的约有11．5万多种，其
中化石种类有3．5万种，仅次于节肢动物，为动物界的第二大门。
贝类分为有壳和无壳两大类，无壳类包括没有外壳和只有内壳的种类，有壳类包括多壳的、双壳类、
单壳类等。
贝类从外表上看，它们的形态差别很大，但基本的结构是相同的，它们的身体柔软、不分节或假分节
，通常由头部、足部、躯干部（内脏囊）、外套膜和贝壳五部分构成。
贝类按其体制是否对称，以及壳、鳃、外套膜、神经、行动器官等的性质，可分为7个纲，即无板纲
、多板纲、单板纲、瓣鳃纲、掘足纲、腹足纲和头足纲。
绝大多数贝类具有1个、2个或多个贝壳，例如瓣鳃类为2个呈瓣状，腹足类一般是单一呈螺旋形，掘足
类为1个呈象牙状，多板类有8块壳板，等等。
贝类由于种类和生长环境的不同，成体个体大小有很大差异。
例如瓣鳃类，小的体长不超过2～3ram，大的壳长可达1m，体重超过250kg；对于腹足类，小的体高不
超过1／3mm，大的体高可达75cm。
　　2．1　贝壳的形态　　贝壳的形态繁多，如扇形、陀螺形、纺锤形、笠形、象牙形、盾形、头盔
形等，图2—1给出了部分代表性贝壳形态。
不仅不同类贝壳外形之间有明显差别，即使同一类里也有一定差别。
例如，瓣鳃类具有2片贝壳，所以又称为“双壳类”。
有左右相称的，即左右两壳的大小、形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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