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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史（1958－2008）（简本）》不仅可以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和在工作中得
的启迪和借鉴，有助于促进中国林科院科技事业的发展，而且可以分析过去的不足，吸取精华，弃其
糟粕，更好地耕耘中国林科院这块园地。
编写院史对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研究林业科技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对激励后人见
贤思齐、去攀登新的高峰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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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中国林科院建院5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代序）前言第一篇 发展历程第一章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前身（1912-1958年）第一节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简称中林所）成立之前阶段（1912-1951年）
第二节 中林所至中国林科院成立阶段（1951-1958年）第二章 中国林科院创建与发展阶段（1958-2008
年）第一节 机构变迁第二节 科研工作第三节 成果推广与科技产业第四节 国际合作与交流第五节 人才
队伍建设与研究生教育第六节 院地合作第七节 科研条件第八节 体制改革第九节 党建与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篇 学科发展第三章 森林培育学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四章 森林生态学第一节 发展历
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五章 林木遗传育种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六章 森林经理学第一节 发
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七章 森林保护学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八章 森林植物学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九章 森林土壤学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章 园林植物及观赏
园艺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一章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
就第十二章 林业资源昆虫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三章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第一节 发
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四章 防护林研究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五章 木材科学与技
术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主要成就第十六章 林产化学加工工程第一节 萜类及松脂应用化学第二节 制
浆造纸及环境保护第三节 植物资源提取物化学与利用第四节 生物质／高分子复合新材料第五节 活性
炭制备及应用第六节 生物质能源开发与利用第七节 生物质化学工程与设备第十七章 林业机械⋯⋯第
三篇 研究机构第四篇 人物与成果附件大事记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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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林所分为林研所和森工所时期（1956～1958年）　　林业部1956年8月28日第9次部务会议决
议，为了适应林业部已分为两个部的情况和工作需要，林业科学研究所决定分为两个所[林业研究所（
简称林研所），森林工业研究所（简称森工所））。
林研所设有4个研究室，1957年增加到11个研究室。
森工所从林研所分出后研究单位由原来两个室扩建为三个室、两个组，即：木材构造及性质研究室、
木材机械加工研究室、林产化学研究室、木材采运研究组、森工经济研究组。
林研所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扩大和保护森林资源，提高森林生长率。
森工所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研究木材采运、木材基本性质及其使用与加工，并研究林产品的加工
利用，达到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森林资源的目的。
　　1957年7月成立的国家科委林业组，是这个时期领导和协调全国林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机构。
林业组组长：邓叔群；副组长：张昭、郑万钧、周慧明；组员：王恺、朱惠方、刘慎谔、李万新、齐
坚如、侯治溥、陈嵘、陈桂陞、秦仁昌、韩麟凤，秘书组设在林研所。
　　两所分开不久，1957年即开始整风反右，部分工作停顿。
后根据领导和群众提出的意见，两所重新研究了工作任务与重点。
其指导思想是：科研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生产，解决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使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中
去，并对生产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发展和丰富科学理论。
　　林业与森工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任务是：　　（1）有关重要造林地区的树种特性，造林和营
造技术，提高造林成活率。
　　（2）防止和消灭森林主要病虫害和火灾的有效技术措施，保护现有森林资源。
　　（3）主要林区森林的主伐方式和更新方法，以保证合理经营和森林更新。
　　（4）鉴定国产主要建筑用材性质，以指导造林树种的选择，找出木材合理使用的科学依据。
　　（5）研究利用阔叶树材、废材、等外材制造各种人造板及延长木材寿命，改良木材性质，以提
高木材利用率。
　　（6）研究木材废料及主要森林副产品的化学加工利用，以增加各种工业原料。
　　（7）对不同林区木材采运生产方式的研究，积极建立科研基地。
　　从中林所到分为两个所，取得的主要成就有：一是注重野外调查，总结群众经验。
中林所成立后，在野外进行调查和总结群众经验成为风气，大多数科技人员在点上工作，结合调查和
研究群众经验，如对秦岭森林植物群落的调查研究，西北防护林营造技术、北京西山造林技术、长白
山林区主要树种更新技术、黄河中游永定河上游造林技术和水土保持技术的调查研究等等。
二是开展科学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1953一1958年这一时期，科学研究工作走向正轨，并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林业发展的需要，用科研与
生产结合的思想进行选题。
如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洪水灾害，组织人员灾区深入调查树木受淹后的生长情况，写出了《1954年
长江流域洪水后树木淹水力强弱的调查报告》，这对洪涝灾害后造林树种的选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依据杉木的生态特性和生长发育规律，提出多种栽培措施，为南方杉木林区提供了栽培技术，编制了
杉木等树种的材积表；开展对马尾松毛虫的防治研究。
森工方面，木材物理力学试验得出一批数据，被生产单位广泛应用。
这个阶段，课题组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1953—1956年共发表51篇。
三是采取各种措施培养科技人员。
1953年以后，培养人才力度进一步加强，主要采取举办培训班；聘请国外著名专家来所讲学；邀请国
内如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等单位的专家共同调研；选派人员出国深造；积极争取国外学成归来的
人员，从其他有关部门调来一批科技骨干人才，建立科研基点、基地、工作站等方式，让科技人员在
第一线蹲点搞科研。
1957年，为适应科技发展的形势，向苏联派出一批人员，取得较好效果。
四是加强科研管理，完善规章制度以及征购土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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