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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包括五部分的内容：第1 章作为木材物理学的基础部分，
讲述了木材的细胞壁与空隙构造方面的知识；第2 章讨论了木材中的
水分，包括木材中水分的类型、木材的水分吸着热力学量、水分吸着
理论及水分吸着动力学等方面的内容；第3 章进一步介绍了木材的干
缩湿胀性质，包括干缩湿胀的影响因素、特征、干缩湿胀各向异性的
模型和机理等方面的内容；第4 章讨论了木材的粘弹性，包括木材的
蠕变、应力松弛、粘弹性的力学模型和动态粘弹性等方面的内容；第5
章介绍了木材的介电性，包括木材的介电参数、介电松弛及其研究方法、
介电松弛与水分等方面的内容。
书中各章节不但讲解了相关的基础理
论，还介绍了包括编者本人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除了用于木材
科学与技术学科的研究生教材外，也可作为木材科学与技术及其相关
领域科学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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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图3-3的a、b、c中，由粗实线围成的内部正方形代表干燥状态下某部分细胞壁的原有尺寸（从
细胞腔内看过去），其细胞长轴垂直于水平方向；a中竖直的细实线及b、c中的斜细直线均代表该部分
细胞壁中微纤丝的排列方向。
若假设细胞壁中不含微纤丝，则当木材吸收水分时，无定形的基体物质将发生各向同性地膨胀从而
使a、b、c中各部分细胞壁的原有尺寸都扩大到由虚线所围成的外部正方形的位置（设应变为80），而
在实际情况中三者变形后的尺寸则由a、b、c中的矩形所代表。
以下对a、b、c三种情况分别加以讨论：　　在a中，微纤丝平行于细胞长轴排列，由于微纤丝的存在
使本该进行各向同性地膨胀的基体物质发生变形，从而其形变后尺寸偏离了由虚线围成的正方形；又
由于微纤丝对细胞长轴方向膨胀的抑制作用，细胞的纵向膨胀（设应变为8x）要小于其横向膨胀（设
应变为）；同理，由于在细胞壁的厚度方向上不存在微纤丝的抑制作用，因而可以推测，在壁厚方向
上也应该存在着较大的膨胀量（设应变为8z）。
　　在b中，微纤丝与细胞长轴的夹角为300（0=300），而膨胀变形后微纤丝的排列方向发生了变化
（b中虚斜线所示）从而使微纤丝角增大。
因此，微纤丝长度的垂直分量减小而水平分量增加，这本该造成细胞壁纵向膨胀的相对增加和横向膨
胀的相对减少，而b中却呈现出了相反的趋势。
实际上，由于微纤丝的弹性模量远远高于其周围基体物质的弹性模量，因而它可以承受足够大的张力
而不伸长，而同时横向膨胀又要求微纤丝角增大，于是便导致了纵向膨胀负值的出现。
也就是说，在b情况下，木材在横纹理方向上发生膨胀，而在顺纹理方向上发生微小的收缩，这
被Barber和Meylan称为“lazytongs”效应。
　　在e中，微纤丝与细胞长轴的夹角为450（0=450），因而细胞壁的膨胀行为类似于只有基体物质存
在时的各向同性情况，但由于微纤丝在纵向、横向两各方向上对膨胀的等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该膨胀
量偏小，而可以想象细胞壁厚度方向上的膨胀量较大。
并且，还可以看出，在c情况下，微纤丝的排列方向不发生改变，从而没有“lazytongs”效应，细胞壁
的纵向膨胀和横向膨胀均为正值且大小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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