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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级领导的热情关怀下，全体编写人员经过两年多的辛勤耕耘， { 中国林木机械

志》 终于付梓出版了 。 这是我国林木机械行业的第一部志书。

盛世修志编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历史是一部纪录片，可以从中体I床前人创业

的艰辛;历史是一部教科书，可以从中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历史还像一面镜子，从

中可以探寻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对今人还是后人，都将起到"存史、资治 、 教化和致

用"的积极作用。

《 中国林木机械志》 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记载

了我国林木机械有史以来所走过的历程，尤其是按照"详今明古"的要求，较为客观、

详尽 、 系统地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 60 年间，林木机械所取得的辉煌和所

经历的曲折。 无疑，历史的经验必将推动今后中国林木机械行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全志共设三篇十一章:第一篇总论，包括概述 、 林木机械制造体系 、 林木机械产品

研发体系 、 林木机械标准化体系四章 (由顾正平执笔) ;第二篇各论，包括营林机械

(由刘明刚 、 周大元执笔) 、 园林机械(由沈瑞珍执笔)、木材生产机械(由白帆、王琦

执笔) 、 木材加工机械(由丁炳寅执笔)、人造板及其二次加工机械与设备(由丁炳寅

执笔)共五章;第三篇社会组织，包括中国林业机械协会、地方协会商会二章 (由毛白

云、林敬伟执笔) 。 全志内容丰富，基本覆盖了林木机械制造业 、 林木机械产品 、 林木

机械行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鉴于一些历史资料的缺失和编者水平有限，本志书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会有不

少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们批评指正。

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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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林业与木工机械学科

一、发展历程

林业与木工机械简称林木机械。 作为一个专业与学科， 林业与木工机械起始于 1958 年 。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经过几年的恢复和整顿，已经开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

道路，林业和木材加工业也开始向机械化方向发展，迫切需要林业机械方面的专门人才。 为

此， 国家于 195 8 年在东北林学院、北京林学院 、 南京林学院三所高等林业院校设置了林业

机械和木材机械加工专业， 并陆续招收本科生 ， 开始为国家培养林业和木工机械方面的高级

专门人才。 为了统一人才的培养规格， 1962 年 3 月林业部在天津市召开的高等林业院校教

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修订包括林业机械和木材机械加工专业在内的 6 个专业的全国指导性教

学计划，并于 7 月在北京市召集直属林学院有关人员对 6 个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了审定。 嗣

后，林业部发出《关于颁发高等林业院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的通知} ，要求各院校参照执行。

紧接着林业部又陆续组织编写了统一的教学大纲。 至此，林业机械和木材机械加工专业开始

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1 ] 。

为了加强教材建设， 1980 年林业部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并组织了 16 个专业教材

编审委员会，对各专业的教材进行统一规划 、 统一组织编写、集中审定稿和推荐出版等项

作。 其中林业机械和木材加工两个专业的教材编审委员会共组织编写了 10 本与机械有关的

全国统一的专业课教材， 并陆续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公开出版。 这批教材包括了《林业机械

(营林机械理论与计算n 、 《林业机械(木材生产切削机械n、《林业起重输送机械》、《 内燃

机与林用车辆理论》、《木材切削原理与刀具》、 《木材加工机械》、《人造板机械》等。 从而，

在学术上初步搭建起了林业与木工机械学科的学术框架[ 1 ] 。

1981 年我国开始招收学位研究生。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于 1981 年批准

设立木材加工和林业机械为硕士研究生学科专业，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 1986 年和

1993 年又分别批准木材加工和林业机械为博士研究生学科专业，并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

从而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 2 ] 。

1990 年，国家对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调整。 同年 10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

国家教育委员会公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在这个目

录中"林业机械"改称为"林业与木工机械木材加工"改称为"木材加工及人造板工艺

归属"工学"门类的"林业工程"一级学科。 通过这次调整，学科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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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第一篇总 论

并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了"林业与木工机械"的大学科提法[ 1 ] 。

1997 年国家又对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了新的更大幅度的修订，修订的原则是 : 科学 、

规范 、 拓宽;修订的目标是 : 逐步规范和理顺一级学科 ， 拓宽和调整二级学科。 修订后的

1997 年版与 1990 版相比， 一级学科由原来的 72 个增加到 88 个， 二级学科由原来的 654 种

调整为 38 1 种 。 1 997 版的目录中，林业工程的一级学科继续保留，但二级学科由原来的 7

种(森林采运工程 、 林区道路与桥梁工程 、 林业与木工机械、木材学、 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

艺 、 林产化学加工、 林业自动化)调整为 3 种，即森林工程 、 木材科学与技术 、 林产化学加

工工程。 与此同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还印发了有关学位的文件， {关于

按〈授予博士、 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 专业目录修订前后对照表 〉进行学位授权点

对应调整工作的通知~ ([ 1997 J 28 号) 。 在通知附件的对照表中，把"林业工程"一级学科中

的"林业与木工机械"二级学科归入"机械工程"一级学科中的"机械设计及理论"二级学科，

同时归人的还有工程机械、冶金机械、矿山机械、轻工机械、 纺织机械、农业机械设计制造

等原各类专业机械学科。 这样，在机械领域里就打破了原来的专业和行业的界线，应该说这
在学科的设置上是一种进步[ 3 ] 。

但是，行业毕竟还在，林业与木工机械的市场还在。 在新的条件下，林业与木工机械作

为机械工程的一个分支仍然在继续发展，并且在学术上也日趋成熟。 在各林业院校设置的

"机械设计及理论"学科中都把林业与木工机械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木材科学与技

术" 、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森林工程"学科中，也把机械装备及其自动化列为重要的研究
方向 。 林业与木工机械学科正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在继续发展壮大[ 4 ] 。

二、学科内涵

首先是关于"林业机械"的内涵。 对"林业机械"的范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一种是广义

的林业机械，包括营林机械、 园林机械、木材采运机械(又称木材生产机械)、木材加工机

械和人造板设备等;另一种是狭义的林业机械， 一般是指营林机械、园林机械和木材采运机

械。 广义林业机械的提法在 20 世纪中期使用比较普遍，但随着木材加工业的快速发展，特
别是到 20 世纪后期木材工业已经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庞大工业体系，木工机械也就从林业

机械中逐步分离出来，形成了林业机械与木工机械相并列的提法[ 5 ] 0 1990 年 10 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公布的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中，把"林业机械"正式改称为"林业与木工机械"学科。

林业与木工机械是对森林资源、园林植物的培育和加工利用所需技术装备的总称 ， 主要
包括五个部分的技术装备。

一是营林机械，是指森林培育过程中所使用机械设备的总称。 由于营林生产工序繁多，
作业点地形复杂， 立地条件差异大，所以机械品种类型多，主要包括种苗机械与设备、整地
造林机械、 抚育机械、 森林保护机械等。

一是园林机械， 是指园林绿化建设、养护、管理等作业所使用的专用机械装备。 他主要
包括草坪机械 、 乔灌木栽植与养护机械、 花卉栽培设施与装备、园林工程机械等。

三是木材生产机械，又称木材采运机械，是指立木伐倒、打枝、造材、集材、运输、贮
存等工序所使用的机械。 主要包括木材采伐机械、 集材机械、木材运输机械、 贮木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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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等。

四是木材加工机械，是指以木材、竹材为对象，进行锯 、 刨、桦槽 、 胶拼等力11工制成具

有一定规格和强度结构成材或木制品所需的机械。 主要包括制材机械、 木材干燥设备、木工

机床、竹材加工机械等。

五是人造板及其二次加工机械与设备，是指将木质原料切削成型或分离成纤维，含纤维

的非木质原料分离成纤维，加压胶合成板材和对板材表面进行整饰加工所需的机械设备。 主

要包括胶合板生产设备、纤维板生产设备、刨花板生产设备、非木质人造板设备、人造板二

次加工机械与设备等[ 6 ] 。

应当说明的是，如果进一步细分，林业与木工机械还包含林产化工设备、林业工具和木

工刀具、清洁生产与环境保护装备 、 竹工机械、经济林果生产机械以及生物质能源设备。

第二节林木机械行业

一、发展历程

林业与木工机械作为一个行业，起始于 1958 年，其标志是林业部成立了机械局，负责

投资建设和管理林业机械企业。 当时的背景是: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已经开始快速发展，迫切

需要实现机械化作业;但生产林业和木工机械的企业很少，水平落后，产品无法满足生产需

求，必须尽快建设一批水平较高的骨干企业。 从此以后 ， 一批规模较大的林业机械制造J - 、

木工机械制造厂、人造板机械制造厂纷纷建成投产，建设部和其他部委以及一些省、自治

区、直辖市也陆续建设了一批园林机械厂、木工机械厂、 林业机械厂，初步形成了林业和木

工机械制造体系，行业也初具规模。

1979 年，按照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林业部成立林业机械公司和l改变十八个厂隶属关系

的通知IH经农 [ 1979 ] 89 号)精神， 以林业部机械局与所属 18 个厂为基础，组建成立了林业

部林业机械公司，实行人、财、物、供、产、销统一管理，隶属于林业部。 1980 年公司正

式挂牌成立，从此进入了公司化的发展阶段[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公司不断发展

壮大， 一些新的林业机械和木材加工机械企业也大量涌现，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林业

和木工机械行业规模日益壮大。 进入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随着木材加工业和城市园林绿

化事业的高速发展，林木机械需求更加旺盛，再加上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林木机械行

业也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更快。 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

有企业 2000 余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下同) ，生产的产品已基本能满足国内需求，井大量出

口国外，我国已成为木工机械和园林机械的生产大国、出口大国。

在这种形势下，政府为了加强对行业的管理和引导，早在 1987 年就成立了中国林业机

械协会。 中国林业机械协会，作为中国林业与木工机械行业唯一的全国性协会，成立 20 多

年来一直本着"服务政府、服务企业"的宗旨，在协助政府搞好行业管理和协调 、 引导行业

自律、 推进技术进步、促进技术创新、开展品牌塑造、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帮助企业开拓国
际国内市场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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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仔业内涵

林木机械制造业是为整个林业生产建设和木材加工提供技术装备的行业，它的规模和技

术水平直接关系到林业生产机械化的程度和木材加工业的水平，是衡量林业和木材工业现代

化的重要指标之一。 林木机械制造业的内涵十分丰富， 主要包括林木机械制造体系 、 林木机

械产品研发体系 、 林木机械标准化体系以及为其服务的行业协会。

制造体系是指生产林业与木工机械产品和备件的企业群体。 从企业生产的方向来看，有

专门生产林业和木工机械产品的专业企业，这是制造体系中的骨干;也有部分产能用于生产

林业和木工机械产品的兼营企业。 从企业的所有制来看，有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

业，这是制造体系中的骨干力量;也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这是制造体系中快

速发展的新兴力量。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 专门生产林木机械产品的大 、 中型企业数量比较

少;大部分都是小型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 目 前全国生产林业和木工机械产品的企业在

2000 家以上，全部林业与木材加工业所需的机械装备基本上都能生产，井已大量出口，成

为世界上林木机械出口大国。

产品研发体系是指研究和开发林业与木工机械新产品的群体。 他包括制造企业中的设计

研发部门，如大中型企业的研究院 、 研发中心 、 设计部门等;科研设计院所，如中国林科院

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 中国林科院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 、 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国

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设计院、 福州木工机械研究所以及一些地方的研究机构等;林业高等院

校，如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东北林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

院 、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以及其他一些院校的与机械有关的院系等。 目前，全国

从事林业与木工机械新产品研发的机构有上百家，研发人员在 2000 名以上，研发体系已经

形成，实力正在不断增强。

林木机械标准化体系是指制定林业与木工机械产品标准有关组织的群体。 他包括全国林

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木工机床与刀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人造板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全国森林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各大中型企业也都设立了专门的标准化机

构，林木机械的标准化体系已日趋成熟， 主要林木机械都制定有国家或行业标准，部分产品

已全部执行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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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林木机械制造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 1927 -1957 林木机械制造业开始起步

中国的林木机械制造企业最早可追溯到 1927 年在上海设立的华隆机器厂(上海木工机械

厂前身) ，开始工厂只是对进口的木工机械进行维修，后来逐步发展到能制造一些木工圆锯

机和简易木工带锯机，但发展极为缓慢[ 1 ] 0 1948 年前后，沈阳兴鞍铁工厂(沈阳带锯机床厂

前身)、胜利铁工厂(牡丹江木工机械厂前身)、哈尔滨振祥铁工厂、北京恒兴和铁工厂等也

开始自己制造-些简单的圆锯机、带锯机、圆管车床、锥锯机等产品，但生产规模都很小，

生产设备简陋，技术水平落后，远远满足不了生产的要求[ 2 ] 。 因此，中国的林业生产和木

材加工在 1949 年以前基本上是于工作业，仅在木材加工中使用了一些进口的设备进行锯木

加工，在木材生产中使用了一些进口的森林铁路装备进行木材运输，国产的技术装备几乎看

不到 。

1949 年 7 月，为适应快速发展的木材加工的需求，当时的东北民主政府对一些小型铁

工厂、 修配厂进行合并、改组，并投资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木工机械产品的国营企业一一

国营牡丹江机械厂， 1952 年末改名为"松江省国营牡丹江木工机械厂" [2 ] 。 该厂有职工 442

人，厂房面积 1930m2 ，各种设备 60 台，主要产品有木工刨床、木工车床、圆锯机、带锯机

等，开始为东北地区的木材加工业提供装备[3] 。

1952 年 l 月，东北人民政府将政府工业部所属的实验工厂和哈尔滨市民生公司所属的

民生铁工厂等一些小厂，合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生产森林采运装备的工厂一一东北林务总局

车辆工厂，归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林务总局领导。 全厂职工总数为 875 人，拥有金属切削机

床 152 台，锻压设备 18 台，房屋建筑面积 26729m2 ，设有铸造、佛锻、机械、机车 4 个部。

工厂主要生产德式森铁台车、 轨道平车、森铁机车配件，以及修理森铁机车[ 3 ] 。

1953 年 7 月，根据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53 )东林材字第 4453 号文，将黑龙江省境内林

业系统所属绥化林业修械所、伊春修理厂、哈尔滨林业工具厂、佳木斯林业铁工厂、牡丹江

森林工业管理局工具厂合并，改名为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工具厂。 绥化林业修械所成立于

1950 年 5 月，职工是从各林业局调来一部分技术工人，又从当地招收一部分徒工，隶属于

黑龙江省林业管理局，以修理带锯、蒸汽机、 平板车为主;佳木斯林业铁工厂于 1952 年 4

月建厂，隶属于佳木斯森林工业管理局，职工由私营工厂调人，主要生产斧子、弯把锯等;

伊春修理厂建于 1949 年初，隶属于伊春森林工业管理局，主要是生产手工具及修理拖拉机、

汽车等 ; 哈尔滨林业工具厂建于 1952 年初，设有锻造、制铿 2 个车间，主要生产斧子和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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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牡丹江森林工业管理局工具厂建于 1949 年 9 月，由几家私营企业合并而成，设有锻造、

铸造、机械加工 3 个车间，生产任务为修理制材机械和森铁机车，并批量生产采伐工具。 5

个工厂合并后，力量明显加强， 1954 年实行了计划管理，建立了 4 个车间和 10 个科室，形

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生产管理机构， 工厂主要生产各种工具、刀具以及林业运输专用机械，

为东北地区林业生产提供工具、刀具以及运输车辆[ 3] 。

1956 年，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为了满足日益发展的木材加工业的需要，在东

北地区以沈阳木工工具厂为核心， 合并了几家私营小企业，成立了"沈阳市带锯机床厂

主要生产当时急需的带锯机。 同年在上海，以华隆机器厂为主， 6 家企业合营，成立了"上

海木工机械厂生产木工刨床、车床等产品 [ 2] 。

与此同时， 一些普通机械厂也分出部分车间开始生产急需的林业机械。 如 1956 年，沈

阳重型机器厂自主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 3000t 多层热压机，安装在沈阳绝缘材料厂，从

而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人造板主机的历史 [ 4 ] 。

由此，中国的林木机械制造业开始起步。 但制造厂的数量少、 产品少、品种单一 ， 无法

满足生产需求。 从总体上看，当时的林业和木材加工业基本上仍然处于手工作业为主的阶

段，仅有部分作业和部分地区依靠进口设备和少量的国产装备，开始走上了机械化作业的

道路。

二、 1958 -1978 林木机械制造体系初步形成

为了迅速改变林业生产和木材加工的落后面貌， 195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成立机

械局，开始大规模投资，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林木机械制造工业。

(一) 1 958 年扩大投资建设牡丹江和哈尔滨两个林业机械厂

牡丹江林业机械厂的前身是 1953 年 7 月由牡丹江森林工业管理局工具厂等 5 个工厂合

并后组建的东北森林工业管理局工具厂， 1958 年改名为牡丹江林业机械厂，归属林业部。

早在 .1 957 年，当时的中央森林工业部即以森林工业部 ( 57 ) 雍字 55 号文批准投资 700 万元，

用 5 年时间建设铸造、装配、机械加工 3 个车间， 1962 年全部完成 1962 年 9 月，林业部

又以林业部 ( 62 )林计长字 146 号文批准投资 88 万元，建设锻造车间， 1963 年竣工 1 970

年，黑龙江省林业总局再以 ( 7 1 ) 龙林总字 72 号文批准投资 161 万元，新建铸钢车间 。 至

1975 年，工厂占地面积 329625m2 ，房屋建筑总面积为 77551m2 ，主要机械设备总台数为 237

台，全部固定资产原值 2060 万元，设有铸造、锻造、机械加工、装配、机车、附件制铿、

机修等 8 个车间，职工 2302 人。 主要产品有各种森铁车辆、轻轨附件、采伐工具等， 1972 

年试制成功森铁内燃机车。 1975 年实际完成产品产量:各种车辆 965 辆; 轻轨附件 882t

(组) ; 采伐工具 795888 把;各种配件 52 种 131758 件。 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实际完成工业
总产值 6133 万元。 每年平均递增 28 . 8% ，实现利润 604 万元[ 5 J 。

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前身是 1952 年由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所属的实验工厂和民生铁工

厂等合并组建的东北林务总局车辆工厂， 1958 年改名为哈尔滨林业机械厂，归林业部和黑

龙江省林业厅双重领导， 1961 年由林业部直接管理。 对哈尔滨林业机械厂的投资是多元化

的，既有黑龙江省的投资，也有林业部的投资，还有工厂自身发展的投资。 1958 - 1962 年 ，

基本建设总投资为 582. 3 万元 1963 - 1965 年投资 410.1 万元 1966 - 1970 投资 558.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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