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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木材研究室(前属中国科学院士木

建筑研究所)根据多年来对东北木材就黢研究和稠查籍果，以及各有关协作

单位提供的材料糯成的。

全书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自山三大林区的捂大部分乔木翟济树

种，针53种。每一树种都分删按树木特性、树皮、木材宏观、微观构造，木材

物理睦、力学性、工艺性、化学成分以及木材主要缺陷和使用程黢等方面，进

行群徊的甏载和揄述。在内容与体裁的安挣}上，侧重突用，举凡与实物有关

的部分，均附有图片，以增加突观感，使蓣者易懂易用。

本书可供木材科学研究、加工利用、造_；|l氏以及林业科学工作者、林学院

校和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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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东北林区木材供应着国民径济各部门的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彀事业的发展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静多研究单位和生产部朗曾分别对东北某些木材作过一

些晃遘和斌喻研究，这些零散的资料，无疑对生产和利用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由

于这些资料分散，而且又多限于木材解剖和物理力学性指标方面，所牵涉的面不够广

泛，因而到目前为止，在考虑生产和使用的同题时，还没有一本完整而系兢的参考赘

料，以致在使用中出现了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发挥东北木材资源的作用，

使之利用得更加合理，特别是为了今后木材利用的范围日盈广泛和更好地粽合利用，

迫切需要有一本内容多方面的东北区木材志，本书皂口基于这种要求而糯写的。

本书在内容和体裁的安排上，从实用观点出发，为了使藐者易懂易用，书中凡和

。实物有关的部分如树皮、木材构造最别等埂，均附有图片，以增加实观戚；而木材的性

质和用途部分，刖尽量秸合民同厦生产使用径验，予以阐明揄逾，力求避免单春屯堆积

数据。由于本书涉及面较广，更由于我们水平及实际径酸所限，虽然韬写时力图群尽

和符合实用，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蒗者予以指正，以求再版改进。

本书是根据我所木材研究室(前属中国科学院士木建筑研究所)多年来对东北木

材的斌验研究和翻查秸果糯成的。此外有关协作单位也曾供耠了一部分数据，同时

也引用了苏联有关远东地区的某些资料。就树种而输，包括大、小兴安岭及长白山三

大原始林区艳大部分的乔木柽济树种，斟针叶树11种，冈叶树42种，共53种。

本书有关的斌喻、测定、计算和橹图工作，系由本所林彦、勾发全、毛云霞及前土

建所曹敬熙、于思赴、于交大、李同佩、宋艳茹、张庆华、张桓、李儒林、王毅岩、裤月雯、

崔唱久等人担任。 另外售提供数据资料或参加部分试验工作的协作单位有：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东北林学院、辽宁省林业学校、黑龙江省建彀厅建筑科学研究所、黑龙

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伊春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生物研究

所等。在采集斌材时，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图里河林业局及黑龙江省林业厅、吉林省

林业厅所辖部分林埸的协助，特致谢意o．
”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木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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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LVl大青榻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图，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及木材腐朽图

图版LVII山楞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VIII朝觯柳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图、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厦木材腐朽图

图版LIX大白柳木材微琨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粉枝柳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I蒿柳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科分子形态图

图版LXII千金榆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III水冬瓜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lV暴属子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V山桃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图、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及木材腐朽图

图版LXVI臭李子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图、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及木材腐朽图

图版LXVII山丁子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图、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及木材腐朽图

图版LXVIII水榆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lX花楸木材微琨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X黑樱桃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反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XI山梨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图版LXXlI鼠李木材微观构造特征及木材分离材料分子形态图



明

本书树种的正名尽量采用东北林区常用名称，另外还附有拉丁文学名及主要的

别名以备查对。树种的顺序，根据木材的构造分为针叶材和蠲叶环孔材、散孔材及牛

散孔材几个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又按树种的趣济价值及木材相近树种先后排列。

利用树皮的形态特征来藏刖树种，无谕在森林翻查、木材采伐以及木材保管、利，

用等方面，都极其需要。但是树皮的形态往往随着立木年龄、部位、生长条件等发生

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在树皮描近中，也尽量包括了各种变异。另外考虑到外皮形态变

化较大，而且原木—径远搬，也容易剿落，改变原来的形状；而内皮形态特征，．刖一般

较为稳定，所以在最刖树种时也用作辅助。

木材构造分宏观及微观两部分描遘，目的是为裁别木材、了解性质和确定用途提

供参考。对于裁刖木材来藐，根据宏观构造特征，比较筒单实用。微观构造特征可以

作进一步鉴定树种时使用。为了观察木材切片的方便，我们按各种木材分子，分别不

同切面描述，井附有显微照片。另外考虑到使用分离的木材为原料的加工利用，如造

纸及秆稚板工业等的需要，我们对分离材料的分子形态也进行了描遮和检图，同时也

提供了一些与利用有关的分子形态数值n，供利用时参考。在木材构造特征描速之

前，木材裁gⅡ要点一节系将每种木材的突出特征作重点提示，以辅文字描速过繁，不

易抓住重点，及检索中特征过筒之不足，对鉴别木材有所帮助。

木材构造观察的标本系我所自行采集的，标本取自干材胸高部分(离地面1．3米

处)，每树种5株，分布地区较广的树种，剐按不同地区分刖采集，作为对照。本书所

用的木材构造名嗣定义，系采用1957年国际木材解剖工作者协会(I．A．w．A．)名

嗣审查委员会所发表的2)o闼叶材木射棱类型的分类法是根据克立伯斯(Kribs)3’分

成6种类型(图版I，1—7，)：1．弄形I型，2．异形Ⅱ^型及异形IIB型，3．异形IⅡ型，

4．同形I型，多．同形Ⅱ型，6．同形III型。测定方法，导管分子长度系指其全

1)木材分子形态各种数值系以分离材料测定的，其中柔性系数(Coefficient of flexibility)粟胞胜直径／

秆稚直径的比值。
。

2)I．A．w．A．：International Glossary of Terms used in Wood Anatomy，Trop．Woods，107，1--一

36(1957)． ．

⋯

3)Kribs，D．A．：Salient Lines of Structur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Wood Rays of Dicotyledons，Bot．

Gaz．96，547—557 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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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no管孔数目按如下分极： ·

少：每平方毫米少于10个；

中等：每平方毫米10一50个；

多：每平方毫米50一100个；

甚多：每平方毫米loo以上。

管孔大小以弦向直径为准，分极参考英国林产研究所(F．P．R．L．)的标准(1952)∞，

定为：

甚小：o．05毫米以下，扩大鲠下可兄；
”

、 小：o．05一o．1毫米，肉眼下仅能分辨；

． 中等：o．1一o．2毫米，肉眼下明显；

大：o．2一o．3毫米，肉眼下甚明显；
‘’

甚大：0．3毫米以上，肉眼下极明显。

木射彼的宽度分为：

甚糸田：少于o．03毫米，扩大镜下可兄； ·7

赤田：o．03一o．05毫米，肉眼下仅能分辨；

中等：O．05一o．1毫米，肉眼下明显；

宽：o．1一o．2毫米，肉眼下甚明显；

甚宽：0．2毫米以上，肉眼下极明显。

木射筱的数目分极，根据英国林产研究所(F．P．R．L．)的标准(1952)2’定为：

少：每5毫米少于25条；

中等：每5毫米25—50条；

多：每5毫米50一80条；

甚多：每5毫米80条以上o。

木材重量等极按容重分为：

重：0．7克／立方厘米以上者；

略重：o．6一o．7克／立方厘米；

中等：o．5一o．6克／立方厘米；

略轻：o．4一o．5克／立方厘米；

1)Chalk，I—and M．M．Chattaway：Measuring th—e Iength of Vessel Members，Trop·wo‘，‘ls，40，

19—26(1934)．
。

．

2)’3)．F．P．R．L．：A Lens Key------Identification of Hardwoods。For．Prod．Res．Ball·No．25，H．

M．Stationary Office。London，1952．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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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0．4克／立方厘米以下者o
。

硬度系根据端面硬度的数值分为：

硬：650千克／平方厘米以上者；

略硬：500一650千克／平方厘米；
‘

一

中等：350一500千克／平方厘米；

软：350千克／平方厘米以下者。

木材缺陷一项，主要是甏遮常兄的和影响材质较严重的，包括在立木时期和保管

期嗣发生的缺陷。本书对木材缺陷的记述，侧重于缺陷的形态、发生的原因和对材质

及利用的影响。此外对保管不当而出现的缺陷，也提出一些防止的措施。

在木材腐朽形态上，东北林区有一些通用名称，如缸糖包、蜗蚁蝻等，这些名称极

为形象的袷了人们一个明确的概念，因而流行很广。本书是根据这些名称将木材腐

朽归衲为如下的几个类型： 、

1．杠糖包型(图版II-1)： 钭、冈叶树立木干材内部褐色腐朽的总称。威染这种

腐朽的木材，在干材横断面上出现多数枞横交错的裂缝，木质变脆，成块状或粉状脱

落，木材强度显著下降。初期腐朽时，只是木材颜色加深或出现晤杠色斑点，强度下

降不多。至最严重时，形成空洞。腐朽部位出现在树干基部时，东北林区又称为地

瘪；有的刖仅在根部形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空洞，深度不超过2—3米，洞周材质仍

大休完好，东北林区称为“铁眼”或“敛筒”，这实际仍然是褐色腐朽的一种。

2．蜗蚁蝻型(图版II一2、3、4)- 白色蜂窝状或筋状立木腐朽的通称，多兄于针

叶材。这种腐朽的外观，在横断面上材色加深并出现多数小孔，成块状或密集点状，

孔内常有白色菌躲，严重时呈麦蓁束状，褓状脱落。枞断面上刖表现为沟条，材质松

软，强度下降。这种腐朽的初期，只是在木材横断面上形成各种深色斑点，并常有松

脂集中腐朽部分的周围，此时较正常材略重，除冲击弯曲强度略有降低外，其它影I响

不大o

3．水心型(图版II-5A)：是立木假心材的通称。位于干材断面中心部分．极似

心材，具有不规正的周边，井常带有深色攘边及各种条枚。形成这种腐丰5的腐木菌，

通常大多处于抑制状态，木材仍保持完整，除冲击弯曲及剪力强度略有降低外，其它

无大影响o 。

4．干瓤子型(图版II一6)： 为闰叶树心材部分松欺的棉絮状或粉状立木腐朽。腐

朽表现为颜色较正常木材为浅，木材断面粗糙，呈糠状，厢有干槠裂楗，中有菌系糸，腐

朽部分周围有时井带有深色条枚及壤边。这种腐朽对强度影响很大。

5．大理石状腐朽(图版II一5B)： 是伐倒木或楞埸聍存原木戚染的腐朽。多位于

· j 。

LI-，，●L●■-r

L■■■■I--r



原木边材部分，井向中心扩展蔓延，具深色带彼，形成大理石状花纹，最后出现海绵状

小孔，极柔软疏松，仿若豆腐渣，受力自n成碎渣或粉状脱落。初期腐朽时仅在边材出

现湿霉或深色斑点o

6．变色：是指某些奠菌在侵入木材后，只引起木材变色而不破坏材质的现象，包

括化学变色及边材真菌变色。在初期腐朽出现的一切变色，剐不属于这种范围。

本书的木材性质包括物理性、力学性、工艺性及化学成分分析等埂。物理性及力

学性的数值，除电阻系数、耗椽强度、弯曲动弹性模量、内摩擦对数衰减率外，其余均

按苏联国定标准r℃CT 6336-52方法测定的。电阻系数厦艳椽强度剐依照苏联国

定标准FOCT 6433-52方法测定。动弹性模量系用撞击引起悬臂梁自由振动的方

法测定的。内摩擦对数衰减率系在弯曲动弹性模量弑验时，用照象乱录其衰减图形

后计算的。昔响辐射阻尼、顺纹传声速度及舌响阻抗，按下列公式升算：

舌响辐射阻尼

传声速度

厢
R·√争

压
f一√7

舌响阻抗 ∥一、／y百

式中互——动弹性模量 ．

’，——木材容重 ．

工艺性埂目中杂酚油漫洼的数据，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提供的，骸斌验用冶(35—

400{C)热(98--100。c)槽法，将截件各漫一小时后，按重量计算其吸收卒，武件大小为

2×2×30厘米，浸注的等级按吸收率分为： ．

难注入：吸收率在15％以下； ‘

敕难注入：吸收率15—20％；

易注入：吸收率20一30％；

最易注入：吸收率在30％以上。

耐酸、碱J陛斌酸系敲件疆H：so。(10％)或NaOH(5％)浸渍—个月后，观察其体积

变形，井针算其重量损失卒，弑件大小为2×2×3厘米。弯挠性斌喻采用刖夫卓夫

(A．X．rleBuoB)和秋特留莫夫(B．B．TIoTpIOMOB)方法测定n，斌件大小为1×

×3×50厘米，分极法是根据弯挠度及所需破坏荷重而定的：

强一轫：弯挠断裂时牛径在25厘米以下，荷重在100千克以上者；

1)兄C．H．BaHHH：且peBecⅡHoBeAeHHe，194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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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一轫；弯挠断裂时牛径在25厘米以下，荷重在100千克以下者；

强一略轫：弯挠断裂时牛径为30厘米，荷重在100千克以上者； 、

略轫：弯挠断裂时半径为30厘米，荷重在100千克以下者；

强一易折：弯挠断裂时牛径在35厘米以上，荷重在100千克以上者f

易折：弯挠断裂时牛径在35厘米以上，荷重在100千克以下者。磨损值是以直

径25毫米斌件，在圆盘磨损机上旋博1000周后(哉件距圆盘中心26．1厘米，转速33

鞯／分；所用石英砂粒度为o．3一o．6毫米)，弑件损失的厚度表示。磨损等极按斌件弦

面及径面磨损平均值分为：
’ ’

耐磨：磨损厚度在o．55毫米以下者； ．

稍耐磨：磨损厚度在o．55一o．70毫米者；

中等：磨损厚度在o．70—o．85毫米者；

不耐磨：磨损厚度在o．85毫米以上者o ．

拔钶力弑黢系用直径5毫米圆钉及直径3．5毫米木螺钉进行的。钉入前钻孔，圆钉

鲇孔亩径2毫米，深20毫米；螺钉鲇孔直径1毫米，深lo毫米。钉入深度圆钉为40

毫米，螺钉为20毫米。化学成分分析除秆稚素的测定采用碲酸一乙醇法外，其余各厦

都按照制浆造祗工业技术协会(T．A．P．P．I．)方法进行。

木材用途一顶主要是搜集各种木材当前的利用情况，和一些民嗣的使用径晚，另

外还根据木材的性质，为扩大木材的用途提出一些建漤。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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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木材资源与森林工业概=兄

东北林区是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三大林区的总称。直到上世耙末，东北还是一

个未径开发的地区，到处是森林，向有“树海”之称o 1903年帝俄筑成中东铁路，横具

东北，径大兴安岭南部直达长白山北部的牡丹江地区o 1904年后，俄商用承租名义

取得了铁路两侧森林的采伐权，在西段碾子山与牙克石之圈和东段小岭到釉鳞河之

厢，两段大构700公里长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与此同时日本人在鸭绦江

及潭江流域也同样进行了砍伐o“九一八”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航制下，大修森林铁

路，进行掠夺式的砍伐。据报导从1931年起的14年内，每年仅运到日本的木材就有

500万立方米。自此东北的原始森林就大片的遭到严重的破坏。铁路两侧及河流沿

岸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很快的就都变成了荒山秃岭。

东北现存的森林，据兢针总面积构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44．2％，为整个东北土地

面积的22．2％；木材菩积量占全国木材总菩积的48％o在目前来就，东北还是森林瓷

源很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全国木材供应的最大基地。各林区的森林概况大致如下：

1．大兴安岭林区 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占东北三大林区的首位，总蓄积量系句为

东北木材蓄积量的50％o祖成本区森林的树种简单，以兴安落叶松为主，占整个有林

地面积的70％；其次刖为白棒，杓占整个有林地面积的23％；此夕卜倚有少量的黑棒、柞

木及材质优良的本区代表树种樟子松。

落叶松林大片分布在伊图里河以北，大多是幕屯林，每公顷菩积量杓200--300立

方米(少数为100一180立方米)，迈布山坡及谷地，但往南只在毕拉河流域及杠花尔

基至阿尔山一带，占有相当的面积，这种森林是目前主要的采伐对象。樟子松林剐主

要分布在北部较干燥、土层较薄的山脊或山坡上部，成带状延伸，夹杂在落叶松林带

中，菩积量不多，最南在图里河也兄有星散的分布。柞木林厦黑棒林在大兴安岭东部

伊勒呼里山的南坡及东南部的低山到处可兄，滨州铁路沿枝和颁尔古枘旗附近也有

局部分布。这种森林病腐卒很高，径济出材率低，利用价值不大。至于山地河流两

岸，大多是榻柳林分布之处，面积不大。落叶松原始林被砍伐或破坏的林地，常为榻

樟林所代替。云杉林仅在本区北部的河谷有小面积的分布，但较为罕见o

2．小兴安岭林区 木材蓄积量豹占东北木材总蓄积的28％左右。这里以图叶

’：i缸松林分布最广，除在海拔700米以上的个刖地方如带岭的大青山，朗乡高台山及小

．6·



兴安岭北部的涝杠岭等处有小片的候松岳棒林及岳棒惫鳞松林外，海拔700米以下

从山脊、山坡以至谷地都是闺叶缸松林分布的地方，这种森林盛产杠松，还有多种珍

贵的闼叶树种如黄玻罗、核桃楸、7K曲柳等，蓄积量也较高，一般每公顷杓300一400立

方米，个别有达600立方米的。山麓下的低洼谷地，臭松耗皮臭林代替了图叶缸松林。

在沼泽化的土壤上，刖多生长着兴安落叶松，这种森林在带岭、岛敏河厦五营河等处，

大都成局部不遵横的分布，面积也不大；双子河及涝旺河上游的广阔低湿地上，这个

树种形成了较大片的林地，当地居民称为“落叶松甸子”。此外由白皮榆及榻树等构

成的蔺叶林，剐分布在林内河流两岸的狭条地带。榻襻林分布在巳径采伐或破坏后

的闼叶缸松林地上，一般不出大材。柞木林分布在闼叶舡松林的外围，海拔400米以

下的阳坡上，通常大多靠近居民点，它的分布由北往南沿着涝旺河的中、下游逐渐扩

展，形成一个圆锥形的区域o

3．长白山林区 原来这里的森林主要是针、嗣混交林，与小兴安岭林区相类

似，但是由于开发较早，日伪掠夺采伐严重，尤以牡丹江一带更甚，所以目前除在山地

深处倚有成片的原始钭、蠲叶混交林外，其外围巳遭受破坏而变为闼叶林，少兄针叶

树。构成这里森林的树种，较大、小兴安岭林区复杂，如千金榆、沙松、长白落叶松、白牛

子、假色木、捧筋子、花曲柳等都是本区所独有的。此外由于本区地势起伏较大，森林

的垂直分布也较明显。分布在海拔1 000米以上的为岳樽林、岳棒云杉林及杠松云杉

林。蠲叶缸松林分布在海拔800--1000米之蠲(完达山、张广才岭一带为600一900

米)，敕为分散，不如小兴安岭集中构成大片林地，在闼叶缸松林分布的海拔高度内，

同时也有千金榆杠松沙松林、杠松图叶林、长白赤橙林、冈叶云杉林及长白落叶松林。

这里落叶松林多分布在沼泽地厦沿河两岸，只有少数生长在漫岗上；但在海拔looo

米以上，剐分布于援坡地带，多为次生林。此外，海拔500米以下的低平地区，在森林

外围，主要是柞木林及杂木林。 ．

东北的森林工业较其它地区发达，目前在开采林区已径彀立了完整的森林工业

系抗，木材生产逐渐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生产过渡。木材加工厂分布在伊春、佳木

斯、啥尔滨、牡丹江、南岔、粳化、图们、敦化、吉林、长春、临江等地，其中有近代化生产

彀各的粽合木材加工厂多处，目前除制材外，还能生产胶合板、秆稚板、碎木饱花板等

多种产品。林化生产的基础较之木材机械加工薄弱，近年来产品种类逐渐有所增加，

目前有松香、松节油、样皮焦油、栲胶、醋酸纳、活性炭、重柴油、芳香油、木炭等，对棕

合利用木材，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制浆造糸氏工业，在东北有大型造糸氏厂多处，彀于

吉林、佳木斯、安东、牡丹江、开山屯、石岘等地，安东还有规模较大的人造褓厂。

东北的森林工业，目前在木材采伐和木材机械加工方面，基础较好，发展也较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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