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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保护学》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木材保护学》是一部适于21世纪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人才
培养需要的全国统编教材和国家级重点教材。
本书论述了我国的林木资源及其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木材、人类与
环境的关系；木材保护中的环境污染与净化。重点阐述了木材的生物学特
性，木材的科学保管；木材防腐、木材防虫、木材阻燃、木材强化及其改善
木材尺寸稳定性和耐候性的基本概念、作用原理、处理方法和波谱分析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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