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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已将生命科学和新材料科学列为21世纪重点发展的领域，而生物材料学作为生命科学和材料
科学的前沿性交叉学科，更是优先发展的重点。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生物医学工程、组织工程和药物释放等交叉学科技术的迅速发展形成对
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北京化工大学依托“材料学”国家重点学科，于2004年在全国率先设置了生物
功能材料本科专业。
目前缺乏适合新专业的教材，编者针对生物功能材料工科专业的教学需求，结合近年来为“高分子材
料科学与工程”和“生物功能材料”两个专业本科生开设“生物材料制备与加工”课程所整理的讲义
文稿，收集并整理、归纳了相关专题的文献、书籍和网页报道信息，并基于多年国内外研究和教学工
作经验编著此书。
　　生物材料的合成、制备与成型加工是决定生物材料成功应用的关键技术，因此本书力图结合材料
科学和生物应用的相关知识，突出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加工的方法，并列举一些实例加强理解。
在第1章中重点介绍了生物材料的一般要求、功能及选择要求、制备与加工要求及其灭菌；第2章中重
点介绍了天然生物高分子材料中典型天然多糖——甲壳素和壳聚糖以及天然蛋白——胶原蛋白和明胶
的提取和改性方法；第3章中除了介绍合成生物高分子材料的一般制备方法外，重点介绍了生物硅橡
胶、聚氨酯弹性体、丙烯酸酯树脂、生物降解性聚酯、聚酸酐、聚膦腈、聚氨基酸等生物材料的制备
及改性方法；第4章中除了介绍生物高分子材料一般的成型加工方法外，还重点介绍了典型生物橡胶
、生物塑料、生物纤维的成型加工，以及聚合物载体药物制剂、高分子生物功能膜、组织工程支架的
制备方法；第5章中介绍了生物无机材料制备与加工的一般路径及氧化物陶瓷、羟基磷灰石陶瓷、多
孔生物陶瓷等制备与成型方法；第6章中重点介绍了镍钛合金的制备与加工方法；第7章中介绍了生物
材料表面改性方法。
本书可作为生物功能材料专业和材料科学领域其它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
教材，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书中各章后所附思考题可供学生练习，附有参考文献供进一步阅读。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科方向，对学生进行选择性和重点性教学。
　　本书共7章，其中第1章由石淑先编写，第2章由石淑先和黄雅钦编写，第3章由石淑先和蔡晴编写
，第4章和第5章由石淑先编写，第6章由石淑先、夏宇正和刘永荣编写，第7章由陈晓农编写。
全书由石淑先统稿。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和“北京化工大学教材建设项
目”基金的资助；也得到了北京化工大学周亨近教授的关怀、鼓励和指导，并对全书进行了审阅；同
时还得到了北京化工大学各级领导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生物材料系全体同仁的鼓励和帮助以及化学
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谢意。
同时对书中所引用资料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本书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广泛，加之生物材料发展迅速，新成果不断涌现，以及作者学术
水平所限，因此在编写本书过程中难免存在缺点与不当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使用本书的师生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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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全书共分为7章，分别是：绪论、天然生物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合成生物高分子材料的制备、生物高
分子材料的成型加工、生物无机材料的制备与加工、生物金属材料的制备与加工、生物材料表面改性
。
全书将材料科学和生物应用的相关知识紧密结合，突出了材料的设计、制备与加工的方法，并在文中
穿插了一些实例以进一步加强理解。
各章后分别附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以方便读者学习自检和查阅。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学科方向，对学生进行选择性和重点型教学。
     本书可作为生物功能材料专业和材料科学领域其它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
生教材，也可供相关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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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从古至今，材料一直是人类文明和技术发展的物质基础。
进入21世纪，具有特种功能、特殊性能的新材料日益崛起和壮大。
新材料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附加值高、更新换代快、品种丰富、与新技术密切相关、多学科交叉
渗透的产物。
生物材料作为特种功能材料的一员，其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1.1 生物材料概述　　1.1.1 生物材料的概念　　生物材料（biomaterial），又称生物医用材料
（biomedicalmaterial），是和生物系统相作用，用以对生物体进行诊断、治疗修复和置换损坏的组织
、器官或增进其功能的材料。
简单的理解就是直接或问接与人体接触、处置和诊治的相关材料。
它可以是天然产物，也可以是合成材料，或者是它们的结合，还可以是有生命力的活体细胞或天然组
织与无生命的材料结合而成的杂化材料。
生物材料不同于药物，它的主要治疗目的是不必通过在体内的化学反应或新陈代谢来实现，但是可以
结合药理作用，甚至起药理活性物质的作用。
与生物系统直接结合是生物材料最基本的特征，如直接进人体内的植入材料，人工心肺、肝、肾等辅
助装置中与血液直接接触的材料等。
除应满足一定的理化性质要求外，生物材料还必须满足生物学性能要求，即生物相容性要求，这是它
区别于其它功能材料的最重要特征。
因此从生物材料的设计、研究、制造、检测、动物实验、人体临床验证、上市销售、售后服务的大循
环中，始终应围绕一点：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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