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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医学电子仪器原理与设计》教材的升级修订版
。
本次编写保持了第一版的体系和特点，针对新时期生物医学工程教学的改革需要和医学电子仪器快速
发展的现实，对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使全书更加符合本科教学的特点。
    本书着重阐述常见的医学电子仪器的原理、结构和设计原则。
全书共分8章，分别介绍医学仪器的结构、特点、生理系统建模在仪器设计中的应用及医学电子仪器
设计原则，生物信号测量的基本条件，信号放大电路及抗干扰和隔离技术，生物电测量仪器（包括心
电、脑电和肌电测量技术），血压测量（重点介绍无创血压测量）技术，医用监护仪器，心脏治疗仪
器（心脏起搏器与除颤器）和高频电刀，医学仪器的电气安全问题。
每章附有习题。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医学工程本科的专业课教材，也可供从事医学电子仪器设计、使用和维修
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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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学仪器概述医学仪器主要用于对人的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其作用对象是条件复杂的人体，
所以医学仪器与其他仪器相比有其特殊性。
本章主要介绍与医学仪器密切相关的生物信号知识，包括人体系统的特征及其控制功能的特点；生物
信号的基本特性类型以及检测与处理；医学仪器的基本构成和工作方式；医学仪器的特性、特殊性、
分类及一些典型医学参数；医学仪器设计中涉及的数学物理方法以及医学仪器设计的一般原则。
第一节 生物信号知识简介一、人体系统的特征在医学仪器没有大量出现之前，医生主要凭经验通过手
和五官来获取诊断信息。
现在，医学仪器可以将人体的各种信息提供给医生观察和诊断。
因此，以人体为应用对象的各种医学仪器是与人体系统特征密切相关的。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系统，它由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等分系统组成，分系统
间既相互独立，又保持有机的联系，共同维持生命。
运用现代理论分析研究人体，可将人体系统分为器官自控制系统、神经控制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
系统等。
1. 器官的自控制系统器官的自控制系统具有不受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控制的机制。
例如，舒张期心脏的容积越大，血流人量就越多，则心脏收缩期血搏出量亦越多，这是由心脏本身特
性所决定的，不受神经或激素的影响。
2. 神经控制系统在神经系统中，由神经脉冲以1～100m／s的速度传递信息，是一种由神经进行快速反
应的控制调节机制。
以运动系统为例，从各级神经发出的控制信号到达被称为最终公共通路的传出路径，在运动神经元处
加起来，最终表现为运动。
3. 内分泌系统通过循环系统的路径将信息传到全身细胞进行控制，与神经快速反应的控制调节相比，
内分泌系统的传导速度较慢。
由内分泌腺分泌出来的各种激素，沿循环系统路径到达相应器官，极微量的激素就可使其功能亢进或
抑制。
4. 免疫系统免疫的作用是识别异物，并将这种非自体的异物加以抑杀和排除。
对人体来说，人体内的非自体识别及其处理形式是最基本的控制机制，许多病态都可用免疫机制加以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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