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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医学传感器与检测技术既是一门知识面较宽的综合性理论课，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技术课
程。
《生物医学传感器与检测技术》针对这一特点，在重视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电子技术
，对目前实践中常用的仪器和方法进行了重点讨论。
《生物医学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在作为内部教材多年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而成。
从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相关仪器到性能特点、操作技术，逐步深入，力求将抽象的内容讲细讲透。
同时，每一章内容后都附有习题，便于读者学习和自测。
《生物医学传感器与检测技术》可以作为生物医学工程、医学物理、医学仪器设计和其他相关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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