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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材检验是木材生产、加工、经营与进出口贸易等企业，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重要环
节。
也是维护木材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重要手段。
我国十分重视木材检验管理工作，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局于2005年制定并发布了《木材
检验师国家职业标准》。
各省区均制定有相关的木材检验管理条例或管理办法。
对木材检验方法、检验队伍的管理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木材检验基础知识》是木材检验技术培训教材之一，共分7章和1个附录。
绪论为木材识别概论，重点介绍木材识别的意义与木材名称；第1章木材的宏观构造特征，重点介绍
木材的三切面、管孔、胞间道、轴向薄壁组织等宏观特征；第2章为木材微观构造特征，重点介绍细
胞壁结构、针阔叶树材微观构造特征；第3章木材树种识别，重点介绍木材识别方法与常见商品木材
的识别技巧；第4章木材基本性质，重点介绍与木材生产、保管有关的木材理化性质；第5章合理造材
与木材科学保管，重点介绍原条造材、原木归楞以及木材保管方法；第6章木材出入库管理，重点介
绍木材出入库账务管理与木材营销理念。
附录为国家及国际贸易公约重点保护树种。
本书定位为《木材检验师国家职业标准》中规定的助理木材检验师要求达到的基础与技能。
木材检验员岗前培训使用本教材时，可适当减少木材微观特征与木材基本性质方面的内容。
如果木材检验师或木材检验咨询师培训使用本书时，则应加强木材微观特征、木材鉴定技巧与木材基
本性质方面的内容。
本书由徐峰教授、万业靖高级讲师担任主编。
罗建举教授、符韵林副教授、张世富高级工程师担任副主编。
参加编写的人员还有：吴汉阳、许斌、容锡业、张雨、牟继平、廖晓梅、胡汉志、陈桂丹、覃引鸾、
莫引优等。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书中部分照片和资料无法考证或没有注明出处，疏漏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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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木材识别概述、木材的宏观构造特征、木材显微构造特征、木材树种识别、木材基本性质、合
理造材与木材科学保管、木材出入库管理、国家及国际贸易公约重点保护树种几个方面介绍了木材检
验的基础知识。
     本书可作为木材检验员和木材检验师执业培训教材，林业大中专院校有关专业学生教材或教学参考
书。
也可供木材质检人员、检验检疫人员、木材生产与加工人员，木材经营与贸易人员自学参考书或工具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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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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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第1章　木材的宏观构造特征　1.1　木材的三切面　1.2　边材与心材　1.3　年轮或生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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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第3章　木材树种识别　3.1　木材识别的方法　3.2　常见国产商品木材识别　3.3　常见进口商品木
材识别　复习思考题第4章　木材基本性质　4.1　木材的化学性质　4.2　木材的物理性质　4.3　木材
的力学性质　复习思考题第5章　合理造材与木材科学保管　5.1　原条造材　5.2　木材科学保管　复
习思考题第6章　木材出入库管理　6.1　木材入库管理　6.2　木材出库管理　6.3　木材销售附录　国
家及国际贸易公约重点保护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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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结果检索与判定用工具检索表、穿孔卡片、模式标本、木材识别的各种参考资’料及数
据库系统应用软件。
所谓模式标本，就是经过正确定名的标本，它相当于工厂生产的“产品样本”，应注意搜集和积累，
采集一套某地区所产木材的模式标本，建立标本档案，于教学、科研、木材识别均具有极为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般制作成长（12～15）cm×宽（6～8）cm×厚（1.5～2）cm的光面长方体，最好带有树皮，要求不
含缺陷，心边材区别明显的应同时具备，窄面（标本厚度面）贴上标签，标注产地、中文名称、拉丁
文名称等内容，条件许可时应与树木蜡叶标本配套。
相关文献资料对鉴定结果的顺利得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很多，如全国木材志
、地方木材志、木材标准、进口木材的文献资料等，既有木材识别特征的记载，也有区域性的木材检
索表。
3.1.3 木材识别步骤3.1.3.1 试样选取与制作现场识别一般对试样的形状要求不严，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具
体对待，但应本着尽可能挖掘记载其所能体现的特征的原则，将表面削平后观察，如外形、颜色、气
味、流胶（脂）等，甚至木材端头部位出现的菌丝、变色或层析的晶体形态也能为识别提供重要依据
。
实验室识别则对试样要求相对较高，不论是宏观识别与微观识别比较注重于木材的三个切面的截取与
刨平，体现新切切面的特征，尤其微观识别一定要选取切面标准的健全材，否则所得切片不仅会影响
构造特征记载，还会导致部分需定量测定的指标结果不准确，如管孔直径、胞壁厚度等。
3.1.3.2 识别原则与结果判定要准确迅速识别木材，应在熟练掌握木材构造特征内涵的基础上，把握先
宏观后微观、先看共性后查特性、先显著特征后潜在特征、先横切面后纵切面、先判定结果后做出结
论（与模式标本对照后）、边观察记载边查找核对的原则，根据鉴定目的要求，观察、记载、检索、
结果判定、对照模式标本、得出鉴定结论、出具鉴定报告，从而完成整个鉴定过程。
实际工作中，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步骤，如根据管孔有无区分针阔叶材（某些科属例外），根
据有无正常树脂道判定是否为松科六属木材，根据波痕有无判断其进化程度。
另外木材特征性颜色和气味、内含物特征性颜色和性状等都可为木材识别提供直接依据，能大大缩短
鉴定周期。
在具体工作中逐步积累经验，灵活运用，就能达到事半功倍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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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木材检验基础知识》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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