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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广西主要人工林红锥、米老排、马尾松和巨尾桉为研究

对象，采用百度 （１００℃）试验法对各树种的木材干燥特性进行了

实验研究。根据所得实验数据对各树种的木材干燥特性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研究，并为各树种建立了相应的木材干燥基准。同时结合各

树种木材干燥生产实际，对各自百度试验木材干燥基准进行了技术

修订，得到与生产实际应用相接近的中试干燥基准，并采用生产中

广泛使用的强制循环式干燥窑进行了中级规模的干燥试验，对木材

干燥中试基准进行了实际验证。本书详细地介绍了中试过程的步骤

及控制方法，还对中试过程中的干燥理论与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木材干燥中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技术，

同时对中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技术研究，提出了实际应用中

的应对措施。

本书翔实地介绍了木材干燥百度试验的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具

体地介绍了木材干燥中试过程的技术与方法。本书可供林业高等院

校中从事木材干燥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师参考，也可作为林业高

等院校木材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木材加工企业从

事木材干燥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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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素有 “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广西，近年来由于实施了天然

林保护政策和大力推进发展人工林战略，森林面积达到２亿亩

（１亩＝６６６．７平方米）以上，森林覆盖率达５８％，约为全国森林

覆盖率的３倍，位居全国第四。广西作为中国南方重要林区，人工

林面积全国第一，木材采伐量全国第一。从林业资源拥有量来说，

广西已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林业大省之一。

然而，就木材生产而言，尽管广西每年木材的生产量很大，但

实际经济效益并不理想。因为直至目前，广西各林业企业的生产方

式大都仍以向外销售木材原料为主，在木材的深加工及高值利用方

面依然难有起色，这使得广西每年的林业总产值排在全国之末，显

然与广西林业大省的称号极不相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广西人工林木材各方面的性能了

解得还不透彻。譬如对它们的物理力学性能、干燥特性、加工性能

等，我们还知之不多，以致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很好地利用它们，这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广西人工林木材的深加工利用和高值

利用。

广西地处热带、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常年光照充足，雨量充

沛，十分适于林木生长，这就使得广西人工林树种普遍具有生产速

度快、周期短的特点。这本是件好事情，它可以使我们在相对较短

的时间内获得日益紧缺的天然木材，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关于材

性方面的缺陷，如木材材质疏松密度低、初含水率高、生长应力

大、易开裂变形等，这些天然缺陷无疑给广西人工林木材的深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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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带来了不利影响。面对广西人工林因固有的不良性质所带来的

难以实现高值利用的老问题，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地保守回避，不积

极面对，那么广西的人工林木材只能继续走低值利用的老路，只能

作为人造板、造纸、坑木、包装箱等之类的低端用材。作为新时代

的林业科技工作者，肩上承载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必须改变现状的神

圣使命，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我们宝贵的本土木材资源，对它们加

以重新认识，重新安排它们的 “归宿”，最大限度地开发它们的潜

在价值，为广西地方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２００９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启动了 “广西主要速生人工林

树种材性改良与深加工利用”（桂林科字 ［２００９］第７号）的广西

林业重大科研招标项目，旨在对广西主要人工林树种红锥、米老

排、马尾松、桉树等进行系统的基础材性研究，包括木材的物理性

能、力学性能、干燥性能、加工性能等，并在充分掌握其材性的基

础上进行木材性能改良和深加工利用研究，以推进广西人工林木材

的高端利用和高值利用，进一步提高广西人工林木材的经济价值，

更好地为广西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作者有幸成为该重大招标研究项

目的主要成员，并主持了该项目的子课题———广西主要人工林锯材

干燥性能与技术研究。本书中所收录的内容，就是该子课题所完成

的部分研究成果。全书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木材干燥的基

础性研究，即通过百度 （１００℃）试验，对红锥、米老排、马尾松、

桉树等广西主要人工林木材的干燥特性研究；二是木材干燥应用技

术研究，即对红锥、米老排、马尾松、桉树等广西主要人工林木材

的生产性干燥应用技术研究 （干燥中试）。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木材

干燥性能试验研究的技术与方法，并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科学分析，

最终在获得百度干燥基准及联系实际、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可

应用于木材干燥生产实际的应用性干燥基准。这些研究成果将对红

锥、米老排、马尾松、桉树等广西主要人工林木材的干燥生产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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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的完成，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本子课题的研究

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广西林业

科学研究院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得到了广西大学林学院徐

峰教授、符韵林教授、甘卫星研究员、李宁副教授等的鼎力协助。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实验中心蔡道雄研究员、白灵海副研

究员、贾宏炎高级工程师、卢立华高级工程师、唐继新工程师以及

广西大学林学院唐贤明讲师、高伟讲师等参与了本课题的研究。此

外，广西大学林学院木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姜金英、莫玉婵、余天

华、朱定强、郑华庭、莫理、赖玉海等同学也参与了本课题的实验

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热忱地希望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作者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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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红锥木材的干燥特性

本章摘要　研究红锥木材的干燥特性并制定干燥基准，为实际生

产中制定合理的干燥工艺提供理论依据。采用百度试验法，在１００±

２℃的恒温干燥箱内对红锥木材进行干燥试验，以试件的初期开裂、

截面变形、内部开裂等干燥缺陷制定出红锥木材的干燥基准。试验结

果表明：红锥弦切板试件的初期开裂等级为３级，内裂等级为１级，

截面变形等级为１级，扭曲等级为１级，干燥速度等级为３级，综合

特性等级为３级。红锥的干燥初期温度为６０℃，干燥初期干湿球温差

为３～４℃，干燥末期温度为９０℃。厚度为２５ｍｍ的红锥板材在强制循

环干燥窑内干燥至１０．００％所需的时间为１０．２５ｄ。该试验为红锥木材

所制定的干燥基准，在实际干燥中可用作参考。

引言

红锥 （Ｃａｓｔａｎｏｐｓｉｓ　ｈｙｓｔｒｉｘ）为常绿乔木，树干通直，主要分布

于广东、广西、福建、台湾等地的南部，喜温暖湿润的气候，是亚热

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中的优势树种。红锥材质优良，心材比例大，褐红

色，坚硬，极耐腐，为高级家具、造船、工艺雕刻、建筑装饰等的优

质用材。但因红锥生长应力大，其原木在贮存、制材、干燥及加工过

程中极易发生变形及开裂，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高端用途受到限制，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