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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森林是绿色的保障，林业部门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发达的现代化林业是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社
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加强林业建设，维护生态安全，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大力发展人工林是世界各国面对天然林和天然次生林日益减少所采取的
共同战略，许多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把大力发展人工林作为解决21世纪木材需求的根本措施，
并制定了长期的人工林发展规划，以此来解决环境和木材供需之间的矛盾。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营造了大面积的人工林。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9～2003年），我国人工林面积已居世界
之首。由于当初培育人工林时没有深入考虑木材材性与林木培育的关系，未能有针对性地按照用材部
门对木材品质的要求营造人工林，以致影响了蓄量巨大的人工林木材的高效利用。未来优质人工林怎
样培育？面对这个问题，许多研究者认为，对现有人工林木材要进行合理和高效利用，对未来人工林
的培育要进行定向，走经营培育与加工利用一体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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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木材气候学导论》基于人工林树木生长机制和木材形成过程，介绍了木材形成、木材的各向异性以
及木材气候学的研究进展；阐述了木材气候学的数量化分析方法；重点论述了木材形成对气候变化的
响应及气候变化影响木材形成的滞后效应和气候长期变化趋势对木材形成的影响；简要评述了木材气
候学的应用。《木材气候学导论》适合木材科学与技术、森林经营学、森林培育学、环境科学、自然
保护区管理等专业的高等院校师生及科学研究、森林经营和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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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2章 木材各向异性的起因2.2 木材的各向异性木材具有各向异性和变异性。狭义的木材“各向
异性”是指木材因含水量减少而引起体积收缩的现象。严格来讲，各向异性就是指组织构造、材性各
方面的不同性。变异性就是指同一树种因不同产地、土壤环境的影响，不同树龄、不同位置都会产生
很大差异。木材的各向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木材的变异性引起的。木材变异性是木材的一大特征。大
量研究表明，不仅在不同树种的不同种源、家系和无性系间，在相同种源、家系至无性系内不同株间
和株内半径、圆周和高度方向的不同部位间，木材性质均存在差异；不仅遗传结构不同的树木材性存
在差异，而且具有相同遗传结构的树木在不同生长环境和栽培措施下，材性也有差异；各种影响因素
间还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木材变异性是木材的重要优点。不同树种木材性质的差异使木材具有广泛
的用途，同一树种木材材质对于某种特定用途的实用性常取决于木材的一种或多种特性；木材在遗传
结构的不同层次上和不同环境、不同栽培条件下的显著变异，使树木的材质改良具有巨大潜力。同时
，变异性又是木材的重要缺点。它使木材性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均匀性，给木材的加工和利用
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木材变异性历来是木材学的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领域。世界木材资源正在
经历从主要来自天然林向主要来自人工林的重大转变。人工林，特别是短轮伐期的速生人工林木材与
天然林木材的材性间存在差异，一般来说，材质有下降趋势；然而，在人工林培育中，进行树木材性
改良比在天然林中更具有能动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木材变异性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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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气候因子影响人工林红、樟、落木材物理特征和解剖特征的机制
研究”的研究成果完成的。在出版社的严格要求和规范下，对原稿做了必要的改动和内容上的删减，
包括对一些过时的材料和不合时宜的内容予以删除或修正，同时本书还采用了国内、外近年发表的相
关研究资料。气候对树木生长及人工林木材性质特点及形成机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因此，研究人工
林生长过程中木材性质的特点时，气候因子应当是一个重要方面，与遗传特性和立地条件的研究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树木生长过程中每一年年轮的形成都取决于当年及生长前期的许多气候因子的综合影
响，这种影响在树木生长和材质的形成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以人
工林长白落叶松、红松和樟子松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气候因子影响其木材形成的机制为总目标，全面
、系统地研究木材的物理特征和解剖特征的敏感程度，分析了气候因子变化对人工林木材材性的短期
影响和长期影响，建立了气候因子变化影响木材形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为优化人工
林的培育模式和经营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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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木材气候学导论》系统性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与应用相结合，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木材
形成与气候变化关系的专业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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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引用的文献大多是2000年之后的，还是较新交全面。
2、还没有正式看，不过卓越的服务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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