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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材解剖学家初报
*

何天相
( 中山大学生物学系

,

广州 5 1 0 2 7 5 )

摘要 本文简单地介绍我国六十年以来各位木材解剖学家个人所取得的科研
、

教学的成果 以

及结合实际的经验
。

在诸位学者中
,

有分别率先的
,

有承先启后的
,

他们互相支持
,

相互 促 进
,

为弘杨中国木材解剖科学共同努力
。

关键词
.

木材解剖学家 ; 中国 ; 初报

中国木材构造的解剖研究
,

自1 9 3 1年开始迄今将满六十周年 !

木材构造可以涉及树木分类
,

反映树木生长 , 提供化纤原料
,

关系土木建筑 ; 美化家具

造型
,

丰富雕刻艺术
。

我国树种繁多
、

来源广泛
,

是以有关科研机构
、

业务部门和高等院举

中
,

从事研究
、

利用木材的学者
、

同行日众
,

讲授与木材构造相连的课程也多 , 因此文献浩

瀚
,

人材辈出￡

现在为了青年同志便于学习
,

本文作者仅就所知
,

初步推荐我国一些木材解剖学家
,

分

别给以简短的叙述 * ” 。

其 中错误地方谨请指正
。

开始建立

前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聘请唐耀先生
,

开辟我国木材构造的系统研究
。

自五 十 年 代 以

来
,

成俊卿教授经常考虑木材构造与其材性
、

用途之间相结合
。

参与我国木材解剖的开创
、

继续方面
,

时至今日大多数为老一代人物
。

他们有终身从事

的
,

有因事改变的
,

有偶尔涉及的
,

也有近年兼顾的 , 兹分述之
。

一
、

终身从事研究
、

教学的

1
.

唐 耀 : 江苏 ( 1 9 0 5一 )
。

前东南大学植物学系 ( 1 9 2 7 )
,

I 美 】耶鲁大学哲学博

士 ( 19 3 8 )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1 9 5 9一 )
。

唐耀先生在 1 9 31年接受前 ( 北平 ) 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骄所长函嘱
,

于静生所内开辟我

国木材构造的系统研究
。

唐博士还于 1 9 3 9一 1 9 59 期间
,

为有关单位主持木材科研工作
。

他一

生致力中国木材的解剖与系统的研究和著述
。

唐老的上述主要研究成果及其论说
,

现试概括

如下
。

木材解剖和鉴别
。

在木材解剖上
,

有马尾树科 ( 1 9 3 2 )
、

南华木科 ( 1 9 3 5 )
、

金缕梅科

( 哲学博士论文
,

摘要 1 9 4 3 )
,

中国裸子植物及其木材解剖 ( 书稿 1 9 8 0 )
。

至于木材鉴别为

华北阔叶树木材 ( 1 9 3 2 )
、

华南阔叶树 木 材 ( 川
、

贵
、

赣
、

粤 1 9 3 2 )
、

中 国 松 柏 类木 材

( 1 9 3 3 )
、

中国经济木材 ( 1 9 3 5 )
。

编写了木材识别法 ( 1 9 3 3 )
,

译注国际木材 解 剖 辞 汇

.
本文承蒙《广西植物 >编委会惠予发表

,

笔者深表谢忱 !

二有关诸位专家的经历
,

如果知道则简单列出
,

并着重其现在的服务单位
。

至于台湾同仁的信息
,

请予允许另行续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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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35
、

19 59 )
,

编写木材解剖术 ( 1 9 3 5 )
,

罗列了参考文献 ( 1 9 4 4
、 1 9 8 2 )

。

唐老在上述

的早期成果上
,

发表了我国木材第一部巨著一一 《 中国木材学 》 ( 1 9 3 6
,

商务版 )
。

木材解剖论著
。

在木材解剖学的进展上
,

曾作报告 ( 1 9 43 )
、

编写摘要 ( 1 9 6 3 ) , 近年

编译了 《 木材解剖学基础 》 ( 19 8 2
,

云南林学院版 )
。

商用木材和木材归类
。

重视商用木材
,

编著有中国商用木材 ( 1 9 4 2 )
,

作了中国重要的

针叶树材
、

阔叶树材两次讲座 ( 1 9 4 2 )
,

研究了输入外材 ( 1 9 3 4 ) , 涉及木材归类如云南壳

斗科木材 ( 1 9 6 2
、

1 9 6 3 )
,

注意商品材的名称和鉴别 ( 1 9 8 0 )
、

乐器材名称 ( 1 9 7 9 )
。

热带木材
。 《 云南热带材及亚热带材 》 ( 1 9 7 3

,

科学版 ) 一书
,

是我国在此方面创始性

的成果
,
又推荐西双版纳的珍贵用材 ( 1 9 8 3 )

。

中国木材的研究方向
。

唐老热心我国木材的研究与利用
,

经常就研究 上 的 基 本 问 题

( 1 9 3 4
、

1 0 4 0 )
、

进展 ( 1 9选4 )
,

建议和成效 ( 前中工所木材馆
,

1 9峨0
、

1 9 4 5 ) ; 远景规划

( 1 9 5 6 )
,

向现代化迈进 ( 1 9 8 0 ) 等等
,

发表文章
。

回顾与前瞻
。

为了推动我国木材科学研究
,

唐老特写 《 我从事木材科研工作 的 回 忆 》

( 摘要 19 8 1
,

全文 19 83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 )
。

总之
,

唐耀老先生 以其顽强的意志
、

刻苦的精神
,

开辟了我国木材构造的系统研究 ; 还

为国家首创了木材的科学试验机构 ( 19 3 9一 1 9 4 9 )
。

唐老在六十年来 著述甚丰
: 其 《 中国木

材学 》
、

《 云南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 与 《 金缕梅科木材之系统解剖 》 等等
,

诚为我国木材解

剖文献的精华
。

目前唐老正在编著的 《 中国木材属 志 》 如果付梓出版
,

则更应永垂青史里

此外
,

唐老还几次招收了攻读与木材解剖构造有关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如 1 9 8 3年的木材

解剖与系统
,

1 9 8 6年的木材构造 与材性利用
。

2
.

成俊师
: 四川

。

前国立四川大学林学系 ( 1 9 4 2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

究所研究员
。

成俊卿先生自大学毕业后
,

即到前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馆从事木 材 构 造 研

究
,

任助理研究员职
。

成先生曾往 l 美 】威斯康星州大学进修 , 19 5 1年回国
,

在安徽农学院

林学系执教
,

大致是 195 6年转到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为研究员
,

主持材性研究室
。

现试将成

教授的木材构造上科研成果
,

概括如次
。

木材解例
。

论述了木材解剖与被子植物的系统发育 ( 19 5 6 )
。

华南百余种重要木材 ( 美

威斯康星州大学研究论文 )
,

华东松属
升 ( 1 9 5 4 ) , 中国裸子植物 ( 19 58

,

中国林 业 版 )
。

木愉
、

丝架的木纤维和导管分子长度测定 ( 1 9 4 5 )
,

长白落叶松管胞的长度 变 异伙 1 9 5 9 )
。

木材识别
、

( 材性 ) 与利用
。

在粗视构造上如华东重要木材 ( 19 5 3 )
,

中国重要树种木

材
冷

( 1 960
,

中国林业版 ) , 海南木材
哥 ( 19 6 6 )

、

广西木材
冷

( 1 9 72 )
、

广东 ( 大陆 ) 木材
*

( 19 7 5 ) , 中国壳斗科木材 ( 1 9 86 )
。

在木材材性 ( 广义的 ) 有 《 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 钟

( 19 80
,

科学版 ) , 中国重要木材
签

( 1 985
,

中国林业版 )
。

木材检索表有国产主要乔 木 树

种 ( 19 5 6 )
、

安徽主要商用原木 ( 1 9 7 7 ) , ( 中国 ) 阔叶树 ( 商用 ) 木材 ( 显微构造 ) 穿孔

卡
势

( 19 7 9
,

农业版 )
。

木材构造 ( 性质 ) 与森林生境
。

见 杉 木
井

( 1 9 60 ) , 长 白 落 叶松
斧

( 19 62 )
,

红松
补

. 主持 ( / 参与 ) , 以后仿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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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3 )
。

木材志与木材归类
。

在木材志方面有编写提纲 ( 19 5 8)
,

中国木材及树种名称
件

( 19 78) ,

《 安徽木材第一辑 》
关

( 1 9 6 4
,

安农院版 )
。

至于木材归类如重要针叶
、

阔叶树木材归 类 设

想 ( 1 9 58 ) , 中国松属
冷

( 1 9 6 3 )
,

中国泡桐属
玲

( 1 9 8 3 )
。

教材
,

研究方法等
。

木材学讲义 ( 1 9 5 3 )
,

中国木材解剖 ( 山东大学 19 8 3 )
,

《 木材识

别与利用 》
甘

( 19 82
,

中国林业版 ) ; 针叶树材解剖特征
片

( 1 9 5 7 )
,

阔叶 树 材 粗 视 特 征
份

( 1 9 6 2 ) , 国际木材解剖辞汇 ( 译文
,

1 9 64 )
,

木材构造图 ( 1 9 5 3编译
,

1 9 5 9第二次修订 ) ,

木材解剖分子测算尺
补

( 1 9 6。 )
。

总之
,

成俊卿教授一生献身于我国木材的构造研究
,

成绩斐然 ! 他一方面从构造出发
,

广泛调查
、

参考性质
、

厘定用途 ; 在地方林业单位的组织下
,

深入林区
,

作出了木材调查的

技术指导
。

另一方面
,

他领导了研究室同志
,

进行广义的木材材性研究 , 同时培养了学生取

得丰硕成果
。

时至今日
,

在成教授的杰出著述中可 以推荐
: 《 中国裸子植物材的解剖性质和

用途 》
,

《 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气 《木材学 ( 主编 ) 》 , 杉木气 长白落叶松气 红松
签

以及中国壳斗科木材等学术论文
。

假如成教授主编的 《 中国木材志 》 早 日出版
,

则对我国社

会主义的四化建设赋有重大价值
。

3
.

谢福惠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教授
。

谢福惠教授的著作等身
,

今特简介如次
。

木材识别
。

《 广西木材初步识别 》 ( 19 58
,

森林工业版 ) , 《 广西木材手册 》 餐

( 1 9 7 2
,

广西农学院林学系
、

广西林勘队 )
,

木材树种简易识别
井

( 1 9 7 7 )
。

木材构造
、

性质和用途
。

广西木材第一辑
”
( 1 9 7 3 )

、

第二辑
”
( 1 9 74 ) , 广西木兰科

卜

( 1仑8 6 )
,

广西主要树种
井

( 1 9 8 6 )
。

珍贵树种木材
。

规木
签

( 1 9 5 7 )
,

火力楠
、

米老排
、

安 ,.Q香
铸

( 1 9 6 4 )
,

苦棣
李
( 1 9 6 4 )

,

广西野按
斧

( 1 9 64 )
,

黑荆树
,

(
.

1 9 66 )
,

牛肋 巴
务

( 1 9 7 4 )
,

黄梁木
井

( 1 5了4 )
,

擎天树
冷

( 1 9 7 5
,

1 9 7 7 )
,

八宝树
签

( 1 9 7 6 ) , 《广西珍贵树木第一集 》
朴

( 1 9 7 8
,

广西林勘院
、

广西

林学分院 ) , 白花泡桐
井

( 1 9 7 8 ) , 特类木材 ( 1 9 8 0 ) , 大青山 2 0种木材
补 ( 1 9 8 6 )

。

木材解剖
。

与立地条件为龙胜里骆杉木 ( 19 8 3 ) , 与木材 归 类如广 西樟 科 ( 文 稿
,

1 9 65 )
,

广西木兰科
赞

( 1 9 7 7 ) , 金花茶方面有国产 1习种
签

( 摘要
,

1 9 8 6 )
、

顶生金 花 茶
釜

( 1 0 87 )
、

广西 14种
斧 ( 1 9 8。 ) , 与植物分类为银杉 ( 1 9 5 7 )

,

广西冷杉两新种 ( 1 9 8 2 ) ,

针叶树分类系统 ( 1 9 8 2 ) , 壳斗科
釜

( 1 98 4 )
。

教材
。

木材学 ( 编著
,

1 9 8 1 )
。

总之
,

谢福惠教授所著 《 广西木材初步识别 》
,

是我国地区木材中最早的一本手册
。

谢

老重视生产
、

擅长木材识别 , 常常能够与同志们一起
,

为了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速生或珍贵树

种以及樟科 ( 本人 )
、

木兰科和壳斗科
,

进行了广泛的木材材性研究
,

作出 贡 献 ! 他 日 当

《 广西经济木材志 》 发行时
,

更为我国木材科学史上增添新页卫此外
,

谢老涉及木材的系统

解剖工作 , 招收攻读木材材性 ( 广义的 ) 硕士学位研究生如百色地区栋材的开发利用
,

大戟

科蝴蝶果 ( 野生
、

栽培 ) 的综合解剖
。

4
.

江采全
:
安徽

。

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 ( 1 9 39
`

) , 西北林学院教授
。

汪秉全先生自毕业后
,

曾往英国科学工业部林产研究室进修
。

他回国后即在西北农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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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 , 西北林学院成立
,

他任木材科学工艺学教授
,

并主持木材研究室
。

汪教授除讲学外
,

从事西北木材的研究
,

又注重木材识别
。

兹试将汪教授的科研成果予以概括
。

木材学
。

在词汇
、

词典编订上
,

有木材学俄汉英对照词汇 ( 19 63 )
,

木材科学名词商榷

( 1 9 7 9 )
、

标准化 ( 1 9 8 6
,

1 9 8 9 ) , (( 英汉木材工业词汇 )) ( 修订本 1 9 8 3
,

科学版 )
,

《 木

材科技词典 》 ( 1 985
,

科学版 )
。

对基本知识处 理 如木 材 切 片 法 ( 1 9 5 3 )
,

文 献 索 引
冷

( 1 9 6 1 ) , 外国木材名称汉译商榷 ( 1 9 8 0 )
、

问题 ( 1 9 8 4 )
,

属名汉译 ( 1 9 8 6 ) ; 外 国商品

材研究 ( 1 9 8 7 )
。

木材解剖
。

国产针叶树材纪要 ( 1 9 5 7 )
,

中国阔叶树材管孔式 ( 1 9 8 2 ) ; 植物细胞壁结

构的初步总结 ( 1 9 6 1 )
、

木材细胞壁的研究方法 ( 1 9 6 1 )
。

木材识别
。

《 木材识别 》 ( 1 9 6 3
,

1 9 79
,

1 9 8 1
,

1 9 8 3 陕西科 技 版 ) ; 识 别 方 法 比 较

( 1 9 5 4 )
、

理论与实践 ( 1 9 8 5 )
。

二歧检索表见西北主要经济木材 ( 2 9 6 2 ) , 穿孔卡片有 《

木材检索穿孔卡片 》 ( 1 985
,

中国林业版 )
。

地方木材志
。 《 陕西木材 》 ( 1 9 7 9

,

陕西人民版 )
,

西北木材第一 辑
”
( 1 9 74 ) ; 西北

林学院木材标本名录
, ( 主持人 1 9 8 2 )

。

总之时至今 日
,

汪教授在木材科学研究上的成果 日丰
。

他在木材识别
、

穿孔卡片 以及木

材名词 ( 含词典 )
、

名称 ( 含汉译 ) 等等
,

独树一帜 l 汪教授对每项工作经常一再修订
,

力

求完善
,

此外文体流畅
,

更添光彩 ! 并且招收了攻读木材构造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6
.

张景 良
: 国立西北农学院森林系 ( 1 9 4 4 )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教授

。

张景良教授毕生致力木材学的教学
,

木材构造与有关部分
,

旁及细胞壁结构等分支
。

现

简介如次
。

木材学
。

《 木材学 》 长 ( 试用教科书 1 9 6 1
,

农业版多 19 85
,

南林版 ) , 试用教材
,

( 19 7 4 ,

入北林主编的第三章第三节 1 9 8 3
,

中国林业版 )
。

实验指导书
签

( 1 9 6 4 )
。

《 木 材 知 识 》 爷

( 1 9 7 3 , 修订本 1 9 8 3
,

中国林业版 )
。

木材细胞壁
。

细胞壁结构 ( 入北林主编 《木材学 》 第二章 1 9 7 9
,

1 9 8 3 )
。

有关译文是细

胞壁
路 ( 1 9 7 9 )

,

导管次生壁层 ( 1 9 8 2 )
,

超微结构 与化学组成 ( 1 9 8 2 )
。

解剖研究
。

宜 昌长江水下古木
器

( 1 9 7 9 )
,

重阳木与秋枫 ( 1 9 7 9 )
。

总之
,

张景良教授在木材学 ( 其 中以木材构造及其有关分支为主 ) 教学之余
,

又为木材

的知识普及作出贡献
。

此外
,

他努力编写木材细胞壁的超微结构
。

张教授行文流畅
,

收到深

入浅出效果
。

6
.

困巫!
:
河南农学院园林系副教授

。

朱振文教授在执教森林利用学余暇
,

致力速生树种的木材利用
:
在六十年代

,

他侧重杨

属木材的纤维形态 , 于七十年代
,

包括杨属
、

悬铃木属和泡桐属等木材的材性试验
、

利用
。

纤维形态
。

钻天杨
签 ( 插条林分和萌芽林分

,

1 9 6 4 )
’

,

大关杨
井

( 不 同 树 龄
,

1 9 64 )
,

毛白杨
签

( 雄株
、

雌株
,

构造
、

性质
、

利用
。

树干
、

树枝
,

1 9 6 5 )
。

沙兰杨
、

意大利 2 1 4杨
签

( 1 9 8 1 )
,

二球悬铃木 ( 1 9 78 )
,

泡桐
井

( 8

种
、

5 种
,

1 9 7 5 )

评论
、

译文
。

杨树木材性质和利用 ( 译文 1 9 7 8 )
,

杨木的构造
、

性质和用途的研究展望

( 国内外
,

1 9 8 0
,

国外
,

1 9 8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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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
。

木材构造 (入选北京林学院主编 《 森林利用学 》 9 15 8
,

中国林业版 )
。

总之
,

朱振文教授对我国速生树种 ( 内含引种 ) 木材的纤维形态作了出色的研究
: 即其

论文选题既与林业配合
,

又能独树一帜 ! 他在教材上
,

为 《 森林利用学 》 编著了木材构造部

分
。

他是一位
“
真才实学

,

干劲充沛
” 的科学工作者 ( 河南农学院1 983

.

5 通讯 )
。

可惜是
,

朱教授因患重病离开了我们
。

二
、

因工作招要改变专业方向的

1
.

梁世镇
:

湖北
。

前 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农科研究所森林学部硕士 ( 1 9 45 )
,

l 英 l

阿伯丁郡大学哲学博士 ( 1 9 4 8 )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教授
。

梁世镇教授早期致力木材的解剖研究
:

川西木材 2 7 5种 (硕士论文 2 9 4 5 )
,

国产针叶树材构造
书

( 主持 1 9 5 1 ) , 落叶松属 ( 3 种 )

的木材解剖与内外因素的影响 ( 博士论文 )
,

落叶松属的管胞长度变异以 及其它 解 剖 特征

( 1 9 4 9
,

在英国 亥林业 》 发表 ) , 木材解剖与鉴别 (讲义 19 5 0)
。

总之
,

梁教授的著作特点是
,

材料丰富
、

深入分析
,

应用统计找出木材解剖份子规律
,

图表繁多
,

创见不少 , 其研究成果开始了我国木材解剖的纵深研究!

2
.

喻诚鸿
:
南昌

。

国立西北农学院森林系 ( 1 9 4 4 )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
。

喻老先生的前期工作 ( 1 9 4 6一 1 9 .6C
,

1 96 3
,

1 9 8 2 ) 以木材解剖研究为主
,

他 曾出席第十

三届国际植物学会议的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组 ( 澳大利亚
,

1 98 1 )
。

现试将喻老的一方面科研

成果概括如次
。

经济木材
。

甘肃 ( 9 属 13 种
,

英 文 本
,

1 9 48 )
,

西 康 ( 4 属 6 种 松 柏 类
,

英 文 本
,

( 1 9 50 ) , 东北双子叶植物 ( 1 9 5 3 )
,

东北松科植物
鉴

( 1 9 5 3 )
。

与植物系统
。

水杉 ( 英文本 1 0 4 8 )
,

铁油杉 ( 1 9 5 6 ) , 嚎核桃
等

( 1 9 5 9 )
。

评 论 上
,

次

生木质部的进化 ( 1 9 5 4 )
,

木材解剖的意义 ( 19 56 ) , 裸子植物次生木质部的进化 ( 1 9 8 1 )
。

解剖份子
。

野核桃的径列条 ( 1 9 5 6 ) ; 《 中国造纸用植物纤维图 谱 ( 一 ) 》 肠

( 主 持
,

1 9 5 5
,

科学版 )
。

简介
、

译文
。

前者如木材解剖研究的基础和方法 ( 1 9 5 5 )
,

第十三届国际植 物 学 会 议

“ 系统与进化植物学组
” ( 1 9 8 2 ) , 后者有 《 木材解剖与双子叶植物生态进化 》 ( 内含 《论

木材技术解剖 》
,

1 9 5 5
,

科学版 )
。

总之
,

喻老先生早期从事木材鉴别
、

系统解剖和解剖份子等著述活动
,

兼及评论
、

简介

和译文
,

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

喻老今后指导研究生的方向是
“ 维管束植物的 比较形态及发育

解剖
” ,

这是相当全面的
。

三
、

偶尔涉及木材构造的

( 一 ) 木材科学
;

. .

互困
,

江苏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副所长
。

朱惠方老教授曾在 【美 I 纽约州大学林学院任教 ( 1 9 5 4一 1 9 5 6 )
,

于 1 9 5 6年 回国
。

朱老

先生最初从事我国木材的材性研究
,

已经正式发表 ( 1 9 3 4 ) 多 晚期致力木材的改性试验
,

取

得成果
,

并且发展芦竹的造纸事业
。

今就朱老先生在木材构造研究方面简介如下
。

木材构造
。

中国重要的针叶树材 ( 1 9 6 0 ) , 阔叶树材的解剖特征 ( 1 9 6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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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形态
。

速生树种 (杨属 4种
,

臭 椿 )
开

( 1 9 6 2 )
,

马 尾 松 ( 人 工 林
、

天 然 林 )
粉

( 1 9 6 4 )
。

林业词汇
。 《 英汉林业词汇 ( 第二版 ) 》 ( 1 9 7 7

,

科学版 ) , 《 英汉林业科技 词典 》 扮

( 主译者 1 9已1
,

科学版 )
。

总之
,

朱老教授在木材的解剖著述 中
:

构思深远
,

文字简洁 , 例证颇丰
,

图表亦多
,

显

微照相 日臻完善
。

:
.

巫里卫!
:
河北武清 ( i o z 3

.

e 一 1 0 5 4
.

4 )
。

前北平师范大学 生 物 学 系 ( 1 0 3 7 )
,

l 美 l 耶鲁大学林学 院
、

密执安州大学资源学院和理学院 ( 19 46 一 19 55
: 两个硕士学位

、

一

个博士学位 ) , 威斯康星州大学林产品研究所研究员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

员 ( 1 9 5 6一19 84 ) , 国际林联树木生理学科部主席团成员和木材生理组负责人
。 一

`

张英伯教授一生致力木本植物的形态解剖
、

生理生化
、

木材及树皮性质利用 等研究
。

他

于五十年代初被列入美国科学家名录
。

树木的生长
。

书稿一章被选入成教授主编的 《 木材学 》 ( 1 9 8 5
,

林业版 )
。

在木材的形

成与构造变异方面
,

见上专章 ( ( 1 9 80 ) , 年轮的形成和变化 ( 浅 说
,

1 9 7 6 )
。

华 北 树 木

( 8 种 ) 的形成层季节活动的研究
冷

( 主持人
,

1 9 8 2 )
,

华北落叶松幼树
冷

( 19 8 7 )
。

张老教授从树木生理解剖观点专论树木的生长与其构造
,

整章名词解释清楚
,

扼要介绍

文献
,

讨论有条不紊
,

理论联系实际 , 又为气象科学工作者浅谈年轮的形成和变化
_

L
,

考虑

全面
,

层次清楚
,

解释周详
,

行文婉约 , 至于重做华北主要造林树种的主干形成层动态研究
,

参考了广泛的文献
,

探索树木维管形成层的机制
,

为我国树木形成层的季节活动研究
,

作出

桌越的贡献 ! 总之
,

张老
“ 治学严谨

,

精益求精 ; 谦虚谨慎
,

待人诚恳 ! ”

3
.

柯病凡
: 湖北 ( 1 9 1 5一 )

。

国立西北农学院 ( 1 9 4 1 )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教授
,

安

徽农学院林产工业研究所创始人 ( 1 9 8 7一 ) , 中央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
。

柯病凡先生曾在前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木材试验馆 ( 1 9 4 2 ) 当委任技士
,

从事森林植

物研究及调查
,
大约在四十年代后期转至安徽农学院执教

、

研究至今
。

柯病凡教授在科研上

着重木材学
、

树木育种学
,

其 中有时涉及木材构造
。

构造与性质
。

皖南马尾松 ( 1 9 5 8 )
,

皖南杉木 ( 1 9 5 8 )
,

安徽黄山松
、

金钱 松 和 柳杉

( 1 9 6 0 )
,

安徽生长的湿地松
协

( 1 9 7 4 )
。

在构造与分类上有
,

再论黄山松
鉴

( i匀8 3 )
。

木材志
。

《 安徽木材第一辑 》 朴

( 成
、

柯主编
,

1 9 64
,

安农版 )
。

总之
,

柯病凡教授关于引种湿地松的构造
,

观察细致
,

测量很多 ; 至于黄山松物种
,

能

够从各方面来论证其特点
。

柯教授于 1 98 3年
,

曾招收攻读木材学理论研究的硕士学 位 研 究

生
。

4
.

申宗析
: 江苏

。

北京林业大学森林工业系教授
。

申宗沂教授在木材学的教学活动中
,

重视物理
、

力学性质 , 在科研上偏于木 材 改 性 试

验
。

申教授对有关教材的贡献如下
。

《 木材学 》 井

( 主编 1 9 8 3
,

中国林业版 ) ; 《 森林利用学上册 》
关

( 木材的构造与性质
,

1 9 6 1
,

农业版 )
。

在翻译方面
,

《 木材学 》 井

( 树木及木材构造
,

又全书复 校
,

1 9 58
,

中 国

林业版 ) , 木材的技术解剖 ( 1 9 5 5 )
。

申教授曾在 1 9 87年开始招收攻读木材学的博士学位研究生
;
并且被选为中国林学会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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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会理事长( 19 8 9 一 )
。

5
.

蔡则淇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
。

蔡则漠先生早期进行树节的分布
,

在我国正式开展此项研究
。

为了联系实际
,

他从事速

生树种的纤维形态
。

树节分布
。

鱼鳞云杉 ( 1 9 57 )
,

红松和红皮云杉 ( 1 9 59 )
。

木材材性 ( 广义 )
。

红皮象耳豆和白格与造纸 * ( 1 9 7 3 )
,

橡胶树两品种
” ( 1 9 7 4 )

,

雷
’

州几种按树
井

( 1 9 8 1 )
。

在管胞长度变异上
,

马尾松和杉木
* ( 1 9 8 6 )

。

此外
,

蔡先生还正式发表 《 四 种藤茎维管组织的分布 》一文 ( 1 9 8 9 )
,

这在我国开展了

棕搁科植物的比较解剖工作
。

6
.

街紫哀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 , 吉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

。

靳紫衰先生于六十年代开始在李正理教授的指导下
,

进行国产竹材的比较解剖观察及其

纤维测定
。

后来靳先生以杨属植物为主
,

从事一般解剖和木材构造
。

幼苗解剖
。

西伯利亚杨与加拿大杨嫁接苗及其类型
井

( 1 9 7 3 )
,

长白落叶松 一 年 生 苗
冷

( 1 9 7 4 )
。

木材材性 ( 广义 )
。

吉西四种杨树
*
( 1 0 6 3 )

,

香杨和大青杨
洛

( 1 9 7 4 )
。

显微技术
。

哎木材制片指导 》 ( 1 9 5 8
,

中国林业版 )
。

在 1 9 8 2年
,

靳 先生写了一篇评论
一

一 《 植物解剖学在造林上的应用 》
。

( 二 ) 植物形态解剖

1
.

王 伏雄
:

浙江
。

【美 】伊利诺斯州大学哲学博士 ( 1 9 4 6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研究员
。

王伏雄教授在致力中国裸子植物胚胎学的系统研究之余
,

曾为植物学作出贡献
,

如
:

红豆杉科的系统位置
件

( 1 9 7 9 ) , 《 松树一一形态结构与发育 》
赞

( 1 9 7 8
,

科学版 )
。

在

翻译方面
,

如 《 植物解剖学 》
器

( 19 62
,

科学版 ) ; 《 扫描 电子显微镜在植物学上的应用 》
`

( 校阅者 1 9 7 4
,

科学版 )
。 《植物学名词解释—

形态结构分册 》 朴

( 主持 1 9 82
,

科学版 )
。

中国植物形态学回顾
、

展望
签

( 1 9 8 3 )
。

王老教授于 1 9 8 8年获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的殊荣
。

2
.

李正理
: 江苏

。

国立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
,

【美 】伊利诺斯州大学哲学博士 , 北

京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

李正理教授在植物形态学领域中偏重植物解剖
。

李教授的教学
、

科研都双丰收
,

并且经

常翻译植物解剖学的经典著作
。

现试将其有关木材解剖方面的著述给予概括
。

植物解剖学
。

高校教材为 《植 物解剖学 》 * ( 19 83
,

高等教育版 )
。

译本如K
.

伊稍的 《植

物解剖学 》 朴 ( 译
、

校
,

1 962
,

科学版 )
,

又 《 种子植物解剖学 》 ( 第一版 1 9 7 3
,

上海 人 民

版
,

第二版 1 9 8 2
,

上海科技版 ) , .E G
·

卡特的 《 植物解剖学 : 试验和解说 》 上册
、

下册 ( 第

一版 1 9 7 3
、 1 9 7 6

,

科学版 )
,

又其上册第二版一一 细胞与组织
冷

( 1 986
,

科学版 )
。

在 评 论

上有中国植物形态学 ( 三十年
,

1 9 6 3 )
、

回顾与展望
签

( 五十年
,

1 9 8 3 )
,

植物解剖学 的 新

进展 ( 1 9 7 9 )
、

研究新趋向 ( 1 9 8 2 )
,

( 国际 ) 结构植物学方面见闻 ( 1 9 88 )
。

专文有维管

形成层的分化 ( 1 98 2 )
,

植物细胞壁 ( 选入成教授主编 《 木材学 》 第一篇第二章
,

1 9 85 )
。

木材解剖
。

与植物分类有山桐材属 ( 金缕梅科 ) 肠 ( 1 9 8 2 ) , 与树木生长如三种正 常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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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化松树
补

( 1 8 9 5)
,

三种正常与矮化植物
”

(1 98 9)
,

兰考泡桐
* ( 摘要 19 86) ;

导管分子方面

如中国木兰属和含笑属
补

( 1 9 8 7 )
、

八属木兰科植物
”
( 1 9 8 8 )

、

木兰科导管分子内壁螺纹加

厚
,

( 1 9 8 9 )
,

毛食科植物导管穿 孔板结构
协

( 1 9 9 0 )
。

制片方法
。

《 植物制片技术 ( 第二版 ) 》 ( 1 9 87
,

科学版 ) , 木材制片卷曲消除法 ( 美

国 《 热带木材 》
,

1 9 5 6
.

1 0 )
。

总之
,

李教授编著或翻译植物解剖学
,

评论 ( 或简介 ) 此门学科的回顾和展望 多 编写植

物细胞壁超微结构 , 概括植物制片方法
。

在木材解剖上
,

着重生态影响义木兰科导管分子的

长度比较
。

李教授充分发挥植物解剖学的特色
。

3
.

高信曾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植物教研室教授

。

高信 曾教授致力植物形态解剖的教学与研究
。

他主编了一本完美的 《 植物学 ( 形态
、

解

剖部分 ) 》 ( 1 9 78
,

人民教育版 ) — 层次清楚
,

行文简洁 ; 并且参与翻译 K
·

伊稍的 《 植

物解剖学 》 ( 1 9 62
,

科学版 )
。

发表专文有买麻藤茎的构造
签

( 1 9 8 4 )
。

关于扫描电镜方面
,

从文章 ( 1 9 77
,

1 9 7 8 ) 到著述
-

一 《 扫描 电子显微镜及生物样品制备技术 》 ( 1 9 83
,

北京大

学版 )
。

4
.

胡玉熹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 ( 1 9 58 )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

胡玉熹先生在王伏雄教授的直接指导下
,

长期从事植物形态解剖的研究
,

声誉日隆
。

在

胡先生的著作 中涉及木材构造方面者如下
:

《 松树一
一
形态结构与发育 》

井

( 1 9 78
,

科学版 )
,

中国植物形态学回顾和展望
* ( 摘要

1 9 8 3 ) , 《 植物学名词解释一一 形态结构手册 》
等

( 1 9 8 2
,

科学版 )
,

植物细胞壁 ( 1 9 7 8 )
。

系统位置
。

银杉
筹

( 1 9 7 6 )
,

红豆杉科
釜

( 19 7 9 )
,

秃杉的解 剖
冲

( 19 8 9 )
。

显微技术
。

《 扫描 电子显微镜在植物学上的应用 ( 编译 ) 》 * ( 1 9 7 4
,

科学版 )
。

此外
,

胡先生开始了中国特有的裸子植物的系统解 剖研究
。

四
、

近年兼颐木材构造的

1
.

刘松龄
:
江西

。

北京农业大学林学系 ( 1 9 3 7 ) , 中南林学院林业工程系教授
。

刘松龄教授在教学余暇
,

主持有关木材材性 ( 广义 ) 的研究
。

刘老教授的主要著述如
:

湖南主要木材
*
第一部

、

第二部 ( 1 9 6 3
,

1 9 6 5 )
,

《 银杉木材构造和性质 》 * 《 19 8 4
,

湖

南科技版 ) , 编著了 《 木材学 》 ( 1 9 84
,

湖南科技版 )
。

湖南主要木材中除含显微照相外
,

每种木材附上三向切面的薄木切片
,

这在我国木材科

学上作出最早的贡献 l 在 《 银杉 》 中
,

充分显示我国这种
“ 活化石

” 的特点
。

此外
,

刘老教

授招收了攻读木材构造和性质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2
.

葺明裕
:
南京

。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学系教授
。

葛明裕教授早在美国留学
:

回国后从木材化学方面涉及木材构造与材性 ; 招收了 ( 1 9 8 4)

攻读木材构造与材性的博士学位研究生
,

这是我国木材学方面最早的一位博士生导师 I 此外
,

有关葛老教授的著述如次
。

M时 e1 反应与木材识别
* ( 1 96 0 ) , 体视显微术与木材组织学

* ( 1 9 8 6 )
。

编写木材的化

学性质 ( 入选北京林学院主编的 《木材学 》
,

19 83 ) ; 主编 《 木材加工 化 学 》 ( 有 五 章
,

19 8 5
,

东北林业大学版 )
,

从而在我 国开辟了一门新的学科
。

3
,

彭海源 ( 女 )
: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学系教授

。



3
一

期 何夭相
:

中国木材解剖学家初报 2 65

彭海源教授在讲学之余
,

翻译了一些木材名著
,

近年主持木材细胞壁的超微结构
:
都作

出贡献
。

译本
。

《 木材学实验指南 》 ( 1 9 57
,

中国林业版 )
,

《 木材内幕— 大自 然 的 杰 作 》

( 1 9 8 4
,

中国林业版 )
。

编写 《 木素 》 ( 作为 《 木材加工化学 》 的第四章
,

1 9 8 5 )
。

论文
。

红松
、

落叶松木材细胞壁 ( T E M )
*
( 1 9 8 5 )

,

东北七种针叶树材的细胞壁 ( 同

上 ) * ( 1 9 8 5 ) , 山杨小径木超微结构 ( S E M )
*
( 1 9 8 9 )

。

彭教授使用电子显微镜观察木材细胞壁的超微结构
,

并且着重壁孔
:
为木材材性提供理

论依据
。

4
.

罗良才
: 云南省林业科学院教授

。

罗良才教授长期从事云南木材的研究
,

并于1 9 8 9年出版 《 云南经济木材志 》 ( 云南人民

版 )
。

此外
,

罗教授涉及木材构造的文章如
:

蓝按* ( 1 9 7 8 )
,

中国的红木 ( 1 9 8 4 )
,

云南龙脑香科 ( 1 9 8 8 )
。

罗教授在红木一文中指出
,

国产的红木含紫檀属
、

黄檀属
、

苏木属和红豆树属 , 至于国

产的代红木有紫油木
、

铁力木
。

他在植物王国三十年来科研工作的总结 中
,

记述了云南经济

木材的特征和利用
,

体裁完备
,

文字简洁
; 珍稀木材原色照片十分精致

,

主要木材显微照片

非常丰富 !

5
.

谷安根
:

吉林农业大学特产园艺系教授
。

谷安根教授在木材解剖研究上
,

从树木分类方面渐渐涉及树木分布
,

做出有 意 义 的 转

向
。

木材解剖
。

长白山一种天然木炭— 红松 ( 1 9 57 )
,

长白松的正确学名
*
( 个人 摘 要

,

1 9 8 3
,

正文 1 9 8 5 ) , 天女木兰
* ( 摘要 1 9 8 4

,

正文1 9 8 5 )
。

树木分布
。

长白山散孔材树种* ( 1 9 8 4 )
。

这是著者近三十年的长期野外调查研究 1 15 种

和 14 变种之后
,

找出它们的保留原因及其分布规律
,

是一佳作
。

展望未来

在上述老一代学者的教学
、

科研等活动的影响下
,

我国木材构造方面的中年学家
“ 风起

云涌 ” ,

陆继发展各个学科分支 ! 现在本文试行选录一二
,

可资借鉴
。

一
、

安农三杰

1
.

卫广扬 ( 1 9 2 9一 ) :
安徽大学森林系本科 ( 1 9 5 1 ) ,

安徽农学院林产工业研究所教

授
。

卫广扬先生自毕业后即 留校工作至今
。

卫先生初随成俊卿教授从事针叶树木材的解剖研

究
,

同时也在柯病凡教授领导下参加木材学的教学
、

科研
。

他个人主要著述为针叶树木材构

造与植物分类 , 并且主持了安徽木材
、

东南亚木材两书的编著
。

现试概括如次
。

针叶树木材解剖
。

解剖特征
* ( 1 9 5 7 )

,

华东松属
* ( 1 9 5 4 )

。

与植物分类如安徽五针松

( 1 9 6 3 )
,

杉松* ( 1 9 8 1 )
,

黄山松
*
( 1 9 8 3 ) , 译文有松属木材 ( 1 9 6 4 )

。

木材鉴定
、

识别等
。

安徽天长县汉墓棺掉木
*
( 1 9 7 9 )

,

安徽木材检 索 表 ( 1 9 8 3 )
。

在

木材构造与材性上如
,

安徽生长的湿地松
*
( 1 9 7 4 )

,

大别山五针松 ( 1 9 8 2 )
,

马尾松 间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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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材性* ( 1 9 8 0 )
、

又构造性质和用途* ( 作为专章选入 《 马尾松 》
,

1 980
, 、

中国林业版 ) , 木

材志方面有
,

《 安徽木材第一辑 》 *( 1 9 6 4 )
,

《 安徽木材识别与用途 》 * ` 主持 1 982
,

安徽科技

版 )
,

《 东南亚木材— 识别及用途 》 *
( 主编 1 9 8 8

,

安徽科技版 )
、

又若于解剖特征 ( 1 9 9 0 )
。

总之
,

卫广扬先生在针叶树的木材解剖方面
,

为松属有关树种的分类位置提供论据
。

卫

先生主持的 《 安徽木材识别与用途 》 一书
,

吸收了以前类似著作的经验
,

并且发展以成俊卿

教授为主的 《 木材识别与利用 》 体裁
,

应该被选作代表 , 尤其此书所附的树皮照片和木材横

切面显微照片
,

都 比较丰富
、

清楚 ! 在 1 9 8 8年 10 月
,

卫教授主编的 《 东南亚木材一 识别及

用途 》 专书正式出版
,

很有价值
。

卫教授也曾招收攻读木材识别与利用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2
.

周 鉴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林产利用 ( 1 9 5 3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

所研究员
。

周签先生自毕业后
,

即在成俊卿教授指导下从事木材解剖的研究
,

其成果显著 ( 例如中

国落叶松属木材归类 )
。

周先生曾前往美国纽约州大学环境科学林业学院进修木材细胞壁超

微结构 ( 1 9 8 2一 1 9 8 3 ) ; 他在 出图进修前夕
,

发表了中国松属管胞的优状层一文
,

表现出才

华
。

现试将周博士的研究方向
,

初步概括如下
。

`

木材解剖
。

中国落叶松属 ( 与归类
,

1 9 6 2 )
,

记 载方案译文
* ( 1 9 5 6 ) , 在木材要 素 上

如长白落叶松管胞 长度变异 * ( 1 9 5 9 )
,

显微照相方面有
,

中国重要树种木材
* ( 1 9 6 0 )

,

采

用反射投影描绘器 ( 1 9 6 0 )
。

纤维形态
。

中国重要造纸用材扩大树种利用
`

( 1 9 7 9 )
,

落叶松的间伐幼龄材 (1 9 80)
。

一

构造与材性
。

长自落叶松立木中水分分布与生长条件
*
( 1 9 6 0 )

、

又其木材构造与 干 缩

( 1 9 6 3 ) , 在此方面的译文如
,

西伯利亚落叶松的早晚材与物理力学性质 ( 1 9 5 7 )
,

木材构

造与工艺性质
井

( 1 9 6 0 )
。

编写了 《 木材花纹 》 ( 选入成教授主编 《 木材学 》
,

1 98 5 )
,

另写

中国木材性质研究 ( 三十年 ) * ( 飞9 8。 )
。

针叶树木材细胞壁超微结构
。

在轴向管胞方面
,

有以具缘壁孔为主的马尾松 ( 19 肠 )
,

具缘壁孔构造类型
、

中国针叶树
* ( 1 9 9 0 )

,

具缘壁孔
、

胞壁结构
、

黄花落叶松* ( 1 9 8 6 ) ,

交叉场壁孔
、

针叶材* ( 1 9 8 8 ) , 轴向管胞瘤状层
、

松属 ( 1 9 8 2 )
,

中国针叶材* ( 1 98 9 ) ,

径列条以轴向管胞为主
、

中国针叶材
* ( 1 9 8 7 ) , 晶体和硅石

、

中国针叶材
*
( 1 9 8 9 )

。

.

周签博士从木材解剖研究到构造与材性以 及纤维形态等著述
,

特别是进入木材细胞壁超

微结构
,

表现其工作细致
、

材料丰富
、

文献不少
、

照相日精等特点 , 从此可以看出我国木材

解剖研究方面的希望
。

周先生个人的专文
,

如中国落叶松属的木材解剖与归类又马尾松木材超

微结构及其结晶体
,

都是杰作
。

周博士 曾先招收攻读木材构造与用途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后

招收木材细胞壁超微结构的硕士生
。

3
.

孙成志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林产利用 ( 1 9 5 3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

研究所纤维形态研究室副研究员
。

孙成志先生早期在成俊卿教授领导下
,

从事木材解剖与鉴别
、

涉及构造与性质
。

自孙先

生调职到林化所主持纤维室后
,

他与有关同志从另一方面开展木材细胞壁的超微结构课题
。

现试概括如次
。

木材解剖
。

人工林与天然林
:
长 白落叶松 * ( 1 9 6 2 ) , 红松 * ( 1 9 6 3 )

。

中国 松 属 与 归

类* ( 196 3 ) , 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 1 9 8。 )
。

在木材识别上 如 中 国重 要 树 种木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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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90 ), 马来亚和圭亚那木材
* ( 1 9 7 6 )

。

在古木鉴定如长沙马王 堆 一 号 汉 墓棺 掉 木*

( 1 9 7 2 )
,

同地二
、

三号汉墓随葬木漆器* ( 1 9 7 4 ) ;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木炭
* ( 1 9 7 9 )

。

在

方法上有细胞组织测算尺 * ( 1 9 6。 )
。

木材构造与性质
。

长白落叶松木材导湿性与纹孔塞
* ( 1 9 6 2 )

。

译文有欧洲栋树早 材 晚

材 ( 1 9 5 7 )
,

构造与工艺
* ( 1 9 6 0 )

。

细胞壁超微结构
。

在轴向管胞次 2 层微纤丝角测定上分碘染色法
* 、

国 产 十 种针 叶 树

( 1 9 80 )
,

应用偏光显微镜
* 、

马尾松管胞 ( 1 9 8 6 )
,

X射线衍 射 法
* 、

马 尾 松 ( 1 9 82 )
,

( 0 4 0 ) 面衍射
* 、

马尾松 ( 1 9 8 5)
。

在木材纤维素有相对结晶度
* 、

马尾松 ( 1 9 8 4 )
,

结晶区

大小和大分子链取向*
、

马尾松 ( 1 9 9 5 )
。

在马尾松全树纸浆* 含纤维形态
、

胞壁纤丝角又相

对结晶度 ( 1 5 8 5一 1 9 8 6 )
。

孙成志先生的木材解剖基础札实
,

慎言慎行
。

为了与纤维形态相结合
,

开展了细胞壁超

微结构的研究 , 尤其关于轴向管胞次 2层微纤丝角的测定
,

有理论根据
,

适当选择方法
,

分

析合理
,

取得一定成果
,

在此方面为我国填补空白
。

至于木材纤维素的相对结晶度一文
,

他

们也作出了贡献
。

二
、

北大新星

张新英 ( 女 )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 , 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植物教研室副教授

。

张新英老师早期随李正理教授从事植物解剖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 又曾经到 【荷 】莱顿

市大学进修
,

在 P
.

巴斯博士指导下开展中国乔灌木的木材解剖
,

成绩斐然
。

张老师自1 9 8 4年

以来
,

几次招收攻读木 材解剖学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现试概括于下
。

植物解剖学
。

《 植物解剖学 》 ( 高校教材 )
* ( 1 9 8 3

,

高等教育版 ) , 参与翻译 K
.

伊稍

的 《 植物解剖学 》 * ( 1 9 6 2
,

科学版 )
,

又 E
.

G
·

卡特的 《 植物解剖学上册 》 第二版 * ( 1 9 8 6
,

科学版 )
。

木材解剖
。

三种正常与矮化松树* ( 1 985 )
,

中国木犀科 ( 英文本 ) * ( 1 9 8 6 )
,

华北太

白山紫尊 T 香的生态解剖 ( 英文 ) * ( 1 9 8 8
,

中文1 9 8 9 )
,

中国卫矛科膝柄木 B h e “ a , i n i “肠

( 英文 ) * ( 1 9 9 0 )
,

卫矛科 16 种藤本与乔木次生木质部的比较解剖* ( 1 9 9 0 )
。

张新英女士有深厚的植物解剖学基础
,

又曾在荷兰莱顿市大学国家标本馆进行研究 , 今

天她在北大主持中国树木的木材解剖工作
,

并且从系统解剖到生态解剖
。

在以她为主正式发

表的论文 ( 1 9 8 8 ) 中
:

取样细致
,

分析深刻
,

立论可信
,

图片精美 I 如此
,

张老师可以称为

北京大学植物教研室中的一颗新星
。

三
’

中林双峰 一
,

_ . _

1
.

杨家驹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林产利用 ( 19 5 4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

所材性研究室主任
、

副研究员
。

杨家驹先生在成俊卿教授的直接指导下
,

参加木材构造
、

识别与利用的研究 , 近来独立

主持材性研究室
。

杨先生曾于 1 9 8 7年招收攻读木材识别的硕士学位研究生
。

现将杨先生的科

研成果试行简介
。

木材鉴别
、

材性和利用
。

中国重要木材
* ( 19 85

,

入成教授主编 《 木材学 》 第 七 篇 ) ,

` 中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 * ( 1 9 8 0
,

科学版 )
。

泡桐属木材解剖特性* ( 1 9 8 3 )
,

鄂 中一些

被子植物硅化木* ( 1 9 8 7 )
,

龙脑香亚科木材
* ( 1 9 8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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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鉴别特征和穿孔卡检索表
。

阔叶树材粗视构造
*
( 1 96 2 )

。

在穿孔卡方面有阔 叶 材

微观构造
* ( 1 9 7 9 )

,

中国针叶树材 ( 1 9 86 )
。

微机辅助识别
、

阔叶树材
*
( 1 9 8 9 )

,

特征象

显示和木材鉴别计算机化系统
、

中国木材 ( 英文本 ) *
( 1 9 9 0 )

,

微机辅助木材 识 别 系 统 *

( 1 9 9 0 )
。

木材解剖分子
。

国产针叶树管胞长度测定* ( 1 9 6 0 )
。

2 二 刘 鹤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材性研究室木材标本馆主任

。

刘鹏先生也在成俊卿教授的直接指导下
,

参加以木材构造为主的木材利用上科研课题
,

直至初步独立 , 并且兼管木材所材性室内规模完善的我国木材珍藏机构
。

现试将刘先生的科

研成果分别简介
。

木材鉴别
、

材性和用途
。

中国重要木材
*
( 1 9 8 5

,

入前述的 《木材学 》 第 七 篇 ) , 《 中

国热带及亚热带木材 》 * ( 1 980
,

科学版 )
。

泡桐属木材解剖特性
* ( 1 9 8 3 )

,

龙脑香亚科木

材
* ( 19 8 9 ) , 国产阔叶树材的微机识别

* ( 1 9 8 9 )
。

木材穿孔卡检索表
。

阔叶材微观构造 * ( 1 9 7 9 )
,

阔叶树材宏观构造 ( 1 9 8 5 )
。

四
、

八方离手

1
.

卢鸿俊 ( 女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

卢鸿俊女士在参加成教授
、

周博士的有关科研课题之后
,

她独立工作
,

偏重于纸浆上纤

维形态方面
。

现试分述如下
。

造纸用材
。

中国造纸用材扩大树种研究
*
( 1 9 7 8 )

,

落叶松间伐
一

幼 龄 材 与 造 纸 性 质
*

( 1 9 8 0 ) , 中国针叶树材管胞形态 ( 1 9 8 3 )
,

国产针叶树材纤维图谱 ( 1 9 8 6 )
。

木材穿孔卡检索表
。

阔叶树材微观构造
* ( 1 9 7 9 )

。

木材鉴定
。

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内木器
* ( 1 9 7 4 ) , 龙脑香亚科木材

* ( 1 9 8 9 ) , 国产阔

叶树材的微机识别
* ( 1 9 8 9 )

。

立木水分分布
。

长 白落叶松水分分布与生长条件
* ( 1 9 6 0 )

。

2
.

卢洪瑞 ( 女 ) :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

卢洪瑞女士 曾经参加编著 《 东北经济木材志 》 ; 近年进行杉木的木材解剖
。

木材志
。 《 东北经济木材志 》 * ( 1 9 6 4

,

科学版 )
。

木材超微结构
。

扫描电镜与木材解剖分子和壁孔
* ( 主持 1 9 8 3 )

。

木材组织 比量的测定
。

应用 自动图象分析仪
、

杨树 2 种 * ( 1 9 8 5 )
。

杉木木材解剖
。

木材构造与树龄以及假轮形成 ( 1 9 8 5 )
。

8
.

部德荣 ( 女 ) :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高级实验师

。

郭德荣女士曾经参加编著 《 东北经济木材志 》 ;
.

近期从事木材的超微结构研究
。

木材志
。

(( 东北经济木材志 》 * ( 1 9 6 4
,

科学版 )
。

木材超微结构
。

红松 ( 人工林 ) 的纤丝倾角与管胞长度
补 ( 主持 19 82)

,

扫描 电镜与木材

解剖分子和壁孔* ( 1 9 8 3 ) , 《 银杉木材构造和性质 》 * ( 扫描电镜照相
,

19 84
,

湖南科技版

)
。

4
.

尹思慈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林产利用 ( 1 9 5 4 )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副教授

。

尹思慈老师早期从事木材学的教学活动
,

注重木材的构造和性质
,

编写了教材
。

他曾经

访问【羡】南方林业试验研究所 ( 1 9 8 5一 19 86 )
。 自八十年代开始

,

尹者师与孙成志先生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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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木材细胞壁微纤丝角的测定
,

贡献不少
。

木材细胞壁微纤丝角测定
。

十种国产针叶树轴向管胞
*
( 1 9 8。 )

,

应用偏光显 微 镜
、

马

尾松管胞
* ( 主持 19 8 6 )

,

应用 X射线
一

( 0 02 ) 衍射弧法
、

同上* ( 19 8 2 )
,

木材纤维素的相对

结晶度
、

马尾松 *
( 19 8 4 )

,

X射线 ( 。4 0 ) 面衍射
、

马尾松超微结构
*
( 1 9 8 5 ) , 在译 文 有

关 X射线衍射测定
* ( 两篇

,

主译
,

1 9 8 2 )
`

教材编写
。

套木材学 》 ( 中等林业学校讲义 ) ( 1 9 6 1
,

农业版 )
。

尹老师被选为中国林学会木材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 19 8 9一 ) 舀

5
.

唐汝明
:
安徽农学院林学系

。

唐汝明老师长期在安徽农学院林学系参与许多著述活动如

木材材性 ( 广义的 )
。

马尾松
*
( 入安农林学系 《 马尾松 》

,

1 9 8。
,

中国林 业 版 )
,

马

尾松全树与制浆
* ( 1 9 8 6 ) , 安徽生长的湿地松

*
( 1 9 7 4 )

。

安徽夭 长 汉 墓 的 棺 撑
* ( 主持

1 9 7 9 )
。

一 木材著述
。

《安徽木材第一辑 )
* ( 1 9 6 4

,

安农林学 系 )
,

《安徽 木 材 识别与用途 》 *

( 19 8 2
,

安徽科技版 ) , 《 东南亚木材— 识别及用途 》 *
( 1 9 8 8

,

安徽科技版 )
。

6
.

龚耀乾
:

南京林学院木材工业系毕业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木材学教研室

。

龚耀乾老师对于木材识别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
; 曾经受到中央林业部委托

,

他与有

关院校同志一起
,

举办木材检验员师资训练班 ( 福建邵武 )
。

古木鉴定
。

苏州瑞光寺塔真珠舍利宝幢
*
( 主持 1 9 7 9 )

。

教材编写
。

针叶树材的微观构造 ( 入 申宗沂教授主编 《木材学 》 第三章第一节
,

19 8 3,

中国林业版 )
。

木材识别
、

用途
。 《 安徽木材识别与用途 》 *

( 1 9 8 2
,

安徽科技版 ) , 《 常用木材 识 别

手册 》 * ( 主持 1 9 8 5
,

江苏科技版 )
。

7
.

王婉华 ( 女 ) :
南京林学院林产化学系毕业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副教授

。

王婉华老师参加木材学教学之余
,

曾经与同事进行科学研究
,

取得成果
。

现试予简介
。

宜昌长江水下的古木* ( 1 9 7 9 )
。

全国重要的木材* ( 主持
,

入北林主编的 《 木材学 》
,

1 9 8 3 ) , 《常用木材识别手册 》 * ( 1 9 85
,

江苏科技版 )
。

译文如木材的次生变化 ( 1982 )
。

8
.

陈嘉宝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

。

陈嘉宝先生多年来重视东南亚木材的调查研究
,

作出贡献如

识别
、

性质和用途
。

《 中国重要树种的木材鉴别及其工艺性质和 用途 》 * ( ( 1 9 6 0
,

中

国林业版 ) , 柬埔寨十二种重要工业木材 ( 1 9 6 1 )
,

马来西亚和圭亚那木材
* ( 1 9 76)

,

《 马

来西亚商用木材性质和用途 》 ( 1 9 89
,

中国物资版 )
。

译文有苏联麻黄属几种木材解剖 ( 1 9 5 7 )
。

陈嘉宝先生的新著— 马来西亚商用木材
,

反映此地区极其丰富的树木区系
,

并将其中

重要的74 种商用材精心编著成册
,

图表丰富
,

很有价值
。

9
.

徐永吉
:
南京林学院木材工业系毕业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副教授

。

徐永吉老师参加教学工作以来
,

与教研室同志配合
,

开展科学研究
,

成长前进
。

古木鉴定
。

宜昌长江水下的重阳木
* ( 19 7 9 )

,

江苏武进汉代木船
*
( 1 9 8 2 )

,

龙潭五千

年前古木* ( 主持 1 9 8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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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材性 ( 广义 )
。

西藏几种主要木材
*
( 主持 1 9 7 9 ) ; 全国重要木材

* ( 入 北 林 主 编

《 木材学 》
,

1 9 8 3 )
。

其 他如扫描电镜与木材
* ( 1 9 8 5 ) 多 译文有纤丝角测定 ( 1 9 8 2 )

,

应力木 ( 1 9 82 )
。

10
.

方文彬 :
广州林业学校毕业 , 中南林学院林工系副教授兼木材学教研室主任

。

方文彬同志自参加木材学教学和研究以来
,

由于个人努力
,

自学成材
,

特别在显微照相

方面取得成功 I 现试行将方先生的工作给以概括
。

木材鉴别
。

广东湛江区主要木材 ( 绘图特点 1 9 6 5 )
,

湖南战国 古 墓 ( 1 9 8 5 ) , 译 书 有

《 木材构造和鉴别 ( 修订版 ) 》 ( 1 9 86
,

上海木材应用技术研究所版 )
。

木材构造
。

粤北马尾松两个变型 * ( 1 9 6 4 ) , 《 银杉木材构造和性质 》 * ( 1 9 84
,

湖南科

技版 )
。

木材构造图选 ( 编译 ) * ( 1 9 6 3 )
。

在纤维形态方面如赞比亚五种造纸材 ( 1 9 8 5 )
。

函授教材
。

《 木材性质与利用 》 ( 1 9 8 7
,

中国广播 电视版 )
。

n
.

腆希申
:
河北省林业专科学校 ( 1 9 6 0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分析中心电镜室工程

师
。

腰希申先生自到林科院 ( 1 9 6 0 ) 以来
,

曾经在李正理教授
、

朱惠方所长等指导下物助竹

材解剖
、

纤维形态工作
。

其后他从事古木鉴定
、

直至扫描 电镜技术
,

分别取得成果
。

古木鉴定
。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梓木*( 1 97 2 )
、

同上二三号汉墓随葬木漆器*( 197 4) ,

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随葬木器
* ( 主持 1 9 7 4 )

。

扫描电镜技术
。

应用扫描电镜对毛白杨及其塑合材
* ( 1 9 7 8 )

。 《 中国 主 要 木 材 构 造

—
扫描电子显微镜 》 ( 1 9 8 8

,

中国林业版 )
。

在上述新著中
,

腰工程师选择了国产主要
、

珍稀及特有的树种 ( 包含针叶树25 种
、

阔叶

树 101 种
、

竹子 1 种 )
,

它们隶属 63 科
、

1 24 属
。

每一树种有两图版
:
左图版有横 / 弦两面的

扫描
,

构造说明
。

右图版含 6 个分图一其中针叶树材可分生长轮
,

交叉场壁孔式
,

具缘壁

孔塞
,

特殊特征 ( 因树种而异 ) , 阔叶树材可分生长轮
,

导管穿孔
,

管间壁 孔 式
,

射线 类

型
,

一

木纤维壁孔
,

特殊特征 ( 同上 )
。

因此
,

腰工程师在我国木材构造的扫描电镜照相方面

做出珍贵的贡献 1

一

12
.

吴达期 .
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系木材学教研室

。
.

吴达期先生在南林木材学教研室工作有年
,

从勒助到独立研究
。

古木鉴定
。

宜 昌长江水下的重阳木
* ( 1 9 7 9 )

,

江苏武进汉代木船* ( 主持 1 9 82 )
,

龙潭

五千年前古木
* ( 19 82 )

。

木材材性 ( 广义 )
。

西藏几种主要木材
* ( 1 9 7 9 )

,

新疆胡杨 ( I ) * ( 1 9 8 3 )
。

( 显微 ) 绘图
、

照相
。 《 木材学 》 ( 南京林学院木材教研组

,

1 9 6 1
,

农业版 ) , 《 木材

学 》 ( 摄影
,

北京林学院主编
,

1 9 8 3
,

中国林业版 )
。

五
、

专口人材

1
.

陈鉴朝
:
广东

。

华南农学院林学系 ( 1 9 5 7 ) ,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
。

陈鉴朝先生毕业后即参加教学活动
,

曾赴北京中国林业科学院木材工业所材性室进修
,

( 1 9 5 9一 1 9 6 0 )
。

陈老师在同志们协助下
,

完成主要速生树种的材性 ( 含构造 ) 研究
,

获得

显著的科研成果
,

如

马尾松
,

粤北两个变型
* ( 1 5 6 4 )

、

高州三个变型
* 〔主 持 ( 下 同 )

,

2 9 5 8 〕 ; 加 勒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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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早期材性* ( 1 9 8 5 ) , 南洋楹 ( 1 9 8 2 ) , 大叶相思
,

幼期* ( 1 9 8 4 )
。

陈老师还参加了广州南海出土枕木一一海南紫荆木的鉴定 ( 1 9 7 9 )
。

2
.

王佛依
:
河南农学院园林系林产利用教研室

。

王锦依和郭宗英二位老师早期在朱振文教授领导下
,

从事河南省速生树种的材性试验研

究
,

以后独立工作
。

杨树
。

在纤维形态上如
,

钻天杨
* ( 1 9 6 4 )

,

大关杨
*
( 1 9 6 4 ) , 在材性 ( 广义 ) 上有

,

沙兰杨
、

意大利2 1 4杨
* ( i 息5 1 )

。

悬铃木
。

二球悬铃木
* ( 1 9 7 8 )

。

泡桐
。

三种木材性质利用 ( 初报 ) * ( 1 9 7 5 )
,

五种材性试验 比较
* ( 1 9 7 5 ) , 基本性质

和利用 ( 王
、

郭
,

1 9 8 0 )
,

制浆造纸 ( 王
、

郭
,

1 9 8 0 )
。

3
.

黄玲英 ( 女 )
: 湖南农学院林学系毕业 , 中南林学院林工系副教授兼木材研究室主

任
。

黄玲英女士于讲学之余
,

在刘松龄教授主持下长期从事湖南主要木材的研究
,

参加了植

物
“ 活化石

”

— 银杉木材的著述
,

为三湘增加光彩
。

湖南木材性质
、

用途第一部
* 、

第二部
* 、

( 1 9 6 3
,

1 9 6 5 )
。

《银杉木材构造和 利 用 》 *

( 1 9 8 4
,

湖南科技版 )
。

木材 ( 粗视 ) 构造与识别 ( 入北林主编 《 木材学 》 第一章
,

1 9 8 .3

中国林业版 )
。

黄女士还译出 《 木材解剖学的历史 》 一文 ( 1 9 8 5 )
。

4
.

来树杰
: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

架树杰先生初期参加编著 《 东北经济木材志 》 ( 1 9 6 4
,

科学版 )
,

后来涉及草河口 人工

林红松的早材晚材形成与物候期关系
* ( 1 9 7 9 ) 以及红松的生长与气候相关性

* ( 1 9 8 4 )
。

架先生更进一层就生长轮材质分析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
木材密度测 定* 〔主 持 ( 下

同 )
,

1 9 8 3 〕 , 人工红松林木材密度与晚材率* ( 1 9 8 3 ) , 木材显微硬度 ( 1 9 8 5 ) , 杉 木 生

长轮材质变异
* ( 1 9 8 8 )

。

总之
,

架先生从材料
、

方法
、

绘图
、

制表
、

分析
、

讨论 上
,

为我

国的生长轮材质分析方面奠定基础
。

6
.

江师孟 ( 女 ) :
北京林业大学森林工业系副教授

。

汪师孟老师在教学活动余暇
,

与夏美君老师进行了中国落叶栋类木材材性 ( 广义 ) 的系

列研究
,

内含纤维形态测定 ( 1 9 83
,

1 9 84
,

1 9 8 6 ) , 并且论述了这十二种栋木的 木 材 分 类

( 1 9 8 6 )
。

两位老师在我国栋属木材研究上做出贡献
。

汪女士还译了速生火炬松的年轮
、

比重与管胞长度一文 ( 1 9 8 4 )
。

6
.

张哲僧
:
南京天学生物学系毕业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植物形态研究室

。

张哲僧先生到华南植物所形态解剖室以来
,

在喻诚鸿研究员的领导下从事著研
。

有关木

材解剖方面
,

张先生曾经致力木兰科植物的亲缘 , 现试予列出
.

木兰科植物
。

香花木 ( 1 9 7 4 )
,

华盖木 ( 1 9 8 2 )
,

香木莲和合果含笑 ( 1 9 8 4 ) ; 中国拟

单性木兰属和近缘属木材解剖的进一步研究 ( 摘要
,

1 98 6 )
,

木材解剖与木兰科植物的系统

发育 ( 摘要
,

1 9 8 6 )
,

木兰科某些分类群
* ( 摘要

,

主持 19 8 8 )
。

古木鉴定
。

( 福建晋江 ) 深沪湾海底 古代油杉森林残迹 ( 摘要
,

19 8 8 )
。

张哲僧先生在华南所的环境中
,

对于木兰科木材作出了深入的解剖研究
,

提 供 有 关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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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7
.

吴树明 :
南开大学生物学系副教授

。

吴树明老师在科学研究上偏重木兰科植物导管分子的木材解剖
,

如

中国木兰属和含笑属
* ( 摘要 1 9 8 6

,

正文 19 8 2 )
,

八属植物 * ( 主持 1 9 8 8 )
,

十属导管分

子内壁的螺纹加厚 ( 扫描电镜 ) * ( 主持 1 9 8 9 )
。

此外
,

吴先生进行了长叶极的木材解剖 ( 摘要 1 9 8 6 )
,

我国五味子科次生木质部的比较

解剖
* ( 摘要 1 9 8 8 )

,

中国栗属和三棱栋属木材 比较解剖
* ( 主持 1 9 8 9 )

。

吴老师是天津市植物学会理事长
。

他受到 中国植物学会形态学专业委员会的委托
,

调查

我国木材结构学方面科技 ( 含教学 ) 人员 ( 1 9 8 9 ) , 1 9 9 0年 10 月在天津召开全国第一届木材

解剖学学术讨论会
。

这真是一条喜 报 !

8
.

徐 峰
:
广西农学院林学分院讲师

。

徐峰老师在林业单位的支持下
,

对广西壮族自治区产的金花茶植物进行了木 材 解 剖 研

究
,

发表了系列论文
,

很为完整
。

十二种
*
( 主持 1 985 )

,

国产十九种 * ( 摘要
,

主持 1 9 8 6 )
,

顶生金 花 茶 * ( 1 9 8 7 )
,

两

种 * ( 摘要
,

1 9 8 8 )
,

广西金花茶 ( 1 4种 )
*
( 主持 1 9 8 。 )

。

此外
,

徐老师 ( 1 9 8 8 ) 还研究了壮族 自治区中马尾松 5 个种源的木材构造及其管胞次 2

层纤丝角 ( 摘要 )
。

9
.

姜笑梅 ( 女 )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姜笑梅女士在周妄博士直接指导下
,

参与木材细胞壁的超微结构工作
,

协助发表一系列

论文 ( 请参看周博士方面的简介 )
,

也有个人主持的如

中国针叶树材的轴向管胞瘤状层
* ( 19 89 )

,

同 上木材中晶体和硅石 ( 含元素微区分析
、

元素面分布图 ) * ( 1 9 8 9 )
。

所以
,

姜先生是后起之秀
。

10
.

李 坚 :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学博士 ( 1 9 8 7 ) ;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学系副教授
。

李坚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

试行将木材化学与木材构造相连如

木材颜色
。

材色与毒性 ( 1 9 8 3 ) , 边材与心材区别新法 ( 1 9 8 5 )
。

木材组份
。

半纤维素
,

酸碱性质 ( 入葛明裕教授主编 《 木材加工化学 》 第三
、

六两章
,

1 9 8 5
,

东北林大版 )
。

此外
,

在超微结构上
,

红松和落叶松 ( 初报 )
*
( 1 9 8 5 ) , 还有体视显微术 与木材 组 织

* ( 主持 1 9 8 6 )
。

李老师在 中国林学会木材科学学会的成立大会 ( 1 9 89
.

9 ) 上
,

他被推选为第一副 理 事

长
,

真是风华正茂
。

1 1
.

黄庆维 :
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毕业 ; 广东省木材公司高级工程师

。

黄庆维先生致力商品木材的检验
,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

为此
,

黄先生与有关同志编

著了几本手册
,

对于林业生产作出贡献
。

《 木材知识 》 * ( 主持 1 9 8 1
,

广东省林业厅版 ) ; 《 木材检验 ( 修 订 本 ) 》 ( 1 9 8 3
,

中

国林业版 ) , 《 怎样识别木材 》 * ( 主持 1 9 8 8
,

中国林业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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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英雄出少年
”

本文前面所叙述的我国木材解剖学家
,

不但在开始建立的前辈中
,

绝大多数已届晚年
,

而且在展望未来的同仁中
,

一部分将要渐渐退休
。

为了中国木材解剖研究
、

教学双方能够有

人承先启后
,

则必须注意大力培养接力者
。

谚语说得好
, “

自古英雄出少年
” ,

这反映出深

刻的道理
。

当我们有机会来辅助或者有责任来勉励年青同志的时侯
,

是否可以 向他 ( 她 ) 们建议
:

( 1 ) 服从组织分配
,

尊重领导安排
。

( 2 ) 经常博览群书
,

做到独辟蹊径
。

( 3 ) 发展单

位或个人优势
,

慎选课题方向
-

一木材系统解剖
、

木材系统发育解剖或木材生态解剖
:

以及

进行综合 ( P
.

B aa s 1 9 8 2 ) , 木质部机能解剖 ( M
.

H
.

Z i m m er m
~

1 9 8 3 ) , 树木年代学

( Y
.

T r e n a r d 2 9 5 2 )或年轮气候学 ( H
.

0
.

F r i七七5 1 9 7 6 )
。

( 4 ) 必须重视质量
,

才能作

出贡献— 发现
,

发明 ; 创造
,

前进
。

( 5 ) 个人谦虚谨慎
,

留有余地 , 开展广泛联系
,

争

取支持
。

( 6 ) 学无止境
,

努力攀登 !

此外
,

我们还须经常记住
,

木材构造的变异性
: 物种遗传性 , 生态上影响

。

青年学者们卫 中国木材解剖学的领域一定是属于您们的
。

希望您们在这块地 方 纵 横 驰

骋
,

为弘扬中华文化多作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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