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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众所周知，滔滔黄河孕育了山西沉甸甸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浇灌了太行山、吕梁山
的广袤森林。
提起山西，人们常常把眼球聚焦到地下森林&mdash;&mdash;煤炭身上，却往往忽略了山西地上现存的
、绿油油的森林。
其实，正是这片森林，像士兵一样日夜守护着山西这块宝地的绿色生态屏障。
　　在山西，古往今来，无论从佛教圣地&mdash;&mdash;五台山，还是太原的晋祠，乃至王家大院、
乔家大院&hellip;&hellip;木材，木构造建筑都在述说着山西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沧桑
巨变，也记载着一段段神奇的传说、故事。
可以说，木材与山西人的生活格式和生活实态是密不可分的。
木文化在山西地域文化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
　　多年来，山西农业大学郭来锁教授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收集了山西本土大量木材标本，在长期
木材学教学和科研过程中不断提炼、加工、整理，并最终形成了《山西木材》这本书。
读了这本书，深感其特色所在：书中除了木材解剖构造外，（1）附加了各种树木的生物学特性，如
此，能够方便木材科学与工程专门人才去了解树木学基本知识的途径；（2）附加了各种树种的自然
区域分布，如此，能够方便资源使用者有的放矢，有路可寻；（3）附加了木材物理力学性质与用途
，如此，能够方便木材使用者有据可查，有理可依。
　　总之，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中国木材学界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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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山西境内主要商品材树种，从树木的生物学特性与分布，木材的宏观、微观构造特征，主要
的物理、力学性质和木材的主要用途等方面，系统地进行了描述，并配以每一种木材的微观图片。
书后还附有木材的基础知识和一些相关内容。
该书把树木与木材进行了有机结合，解决了既认识树木，又识别木材和合理利用木材的目的。
这是一部全面了解山西及华北地区树木与木材资源、木材构造、性质和用途的工具书，具有重要的实
用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林业工作者和木材加工、建筑、木材商品流通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以及高等
中等院校师生使用，对于林业行政管理、木材生产企业管理和有关技术人员来说也是很好的学习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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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来锁，男，1956年2月生，汉族，硕士，山西交城人。
1978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林学院；留校任教。
1980年在福建林学院进修木材学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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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主持木材科技资源研究等省级课题多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省级科技进步奖3项，中国“九五
”优秀科学技术成果1项；合编“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木材学》一部，合编《农业产业化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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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著作2部；在核心期刊以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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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研究木材的吸湿性、吸湿滞后现象及平衡含水率，在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木材的吸湿性，在利用上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它会使木制品的尺寸、形状随大气干湿状态的变化
而变化，尤其是某地生产的木制品运到另一个地方使用时，若两地气候条件相差较大，就会产生变形
。
特别是从南方运到北方时，则木制品变形程度更大，甚至根本不能使用。
因此，在加工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把木料的吸湿能力降低到最小程度，如通过人工干燥办法
，把木料干燥到使用地点的平衡含水率再低2.5 ％（吸湿滞后现象），才不会引起木材尺寸或形状的变
化，可以保证木制品的质量。
　　（4）木材的吸水性　　木材浸于水中吸收水分的能力，称为木材的吸水性。
单位时间内木材吸水的数量，称吸水速度。
木材吸水的最大数量占干材重量的百分率，称为水容量或最大含水率。
　　木材吸水性与树种、木材在水中停留的时间有关。
不同树种木材孔隙度不一样，木材吸水的最大数量不一样。
在相同含水量情况下，单位体积木材越重，其密实程度越大，木材密度大，孔隙度小，吸收的最大含
水率就越小。
　　此外，木材的吸水性，还与木材构造和内含物状况以及顺纹理方向有关。
针叶树材含有树脂或阔叶树材内含有树胶的树种，都因此而减少其水容量。
心材树种的水容量，一般心材往往因存在数量较多的侵填体或其他内含物，而使其水容量小于边材。
就吸水速度而言，密度小的树种快于密度大的树种。
含水率高的木材，其吸水速度显然低于含水率低的木材。
径面和弦面通过吸水明显小于端面。
　　5.2.4 木材透水性　　木材的透水性又名木材的液体渗透性或液体贯透性。
液体或水借其本身的吸力或外界的压力渗入木材内部的能力称为木材的透水性。
透水性与木材防腐、注入阻燃剂、油漆、着色、涂胶、树脂的浸出和纸浆的蒸解等关系密切。
木材透水性大，有利于木材防腐、油漆、着色、涂胶、树脂的浸出和纸浆的蒸解等。
对于木制水管、水桶和船舶用材等为不利的条件，水桶用材应选用渗透小的木材。
　　水分或液体渗入木材的深度，因压力大小、加压时间、液体性质、温度、树种、心材、边材、纹
理方向及木材干燥程度等而异。
欲使液体在一定时间内渗入木材一定深度，必须加压；压力愈大，则液体透入木材越深。
但压力过高，易破坏木材结构降低力学性质。
若减轻压力延长加压时间，可避免损伤木材强度的情况下，使液体透入所需深度。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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