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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与ID R C的合作在不断扩大

如拿大川际发展研究
‘; J心 (ID R C )

,

是 1Jll 拿大政府支援的
、

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科学率业

发 )民为
_

仁要 日的的川际援助组织
。

自1 9 8 1年 ID R C 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以来
,

双方的合作逐

渐扩
一

大
,

特别是在 体业
、

农业
、

渔业和医学等方而开展了一批我国所迫切需要的
、 , j生产紧密

结合的项 目
。

该组织不但 为项 目提供无偿的资助
,

而且还聘请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同行专家 为

项 目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

采用清进来派出去的办法为我国培训人才
。

在项 目取得成果之后
,

他们 以举办困际学术讨论会
、

[ti1 际训练班
、

拍摄电影
、

电视片
、

向第三世界派出专家等多种

形式 向国内外推广 已取得 的成果
。

林业科学研究是 ID R C 重点支持的领域之一
。

自1 9 8 2年以来
,

ID R C 根据我国的要求
,

先后资助了我院林业研究所的《泡桐人工林培育》
、

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的《竹类研究》
、

热带林业

研究所的《棕搁科藤类植物研究》和《薪炭林》
、

木材研究所《小径材加工利用》
、

林产化学工业研

究所 的《亚硫酸盐造纸液制刨花板胶粘剂.)) 和《木材气化》
、

情报研究所的《竹 子情报中心》共 8

个项 目
,

其中《竹类研究》和《泡桐人
一

〔培育》项目已经进夕
\第二期

。

一批新的项 目正在审议之

中
,

预计今后ID R C将资助更多的中国林业研究项 目
。

《泡桐人工林培育》项 目从 1 9 8 3年 3 月至 1 9 8 7年 3 月为第一期
,

主 要 内 吝 为 泡 桐 良 种

选 育
、

农桐间作了扫只模式及其效益的研究
。

从 1 9 8了年 4 月开始
,

进入第二期
,

为期三年
, :

仁

要研究内客除继续第一期的内容以外
,

还增加泡桐生物量利声lj
,

组织培养
,

多种农用林业结

构模式研究和泡桐经济
一

评价等
。

通过近五年来的努力已经全部完成了项目中所规定的各项研

究任务
:

全国泡桐丛因资源的调查收集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人工墓因库和一批泡桐 良种试验

基地
; 全国泡桐 优树的选择

; 通过多年 人工控制授粉选择测定评 L匕和区域化 试验
,

已 选 育

出一批泡桐 良种
,

其中一部分 已经鉴定推广
; 在栽培和农桐研究方面

,

通过多年试验已总结

出一整套高干壮苗培育技术
,

该项技术获林业部三等奖并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
,
通过对农桐

间作条件下生态效应
、

生物效应和经济效应的观测和调查
,

对农桐间作的合理模式提 出了一

些新的见解
。

此项研究成果 已在不少地区的农林业 中得到推广
。

5 年来
,

ID R C 为泡桐项 目邀请世界著名育种学家和生物气象学家对项 目进 行 技 术 指

导
、

资助项 目科研人员出国长期进修或攻 读学位 4 人次
,

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 讨论会 」人次
,

出国考察 5 人次
。

为了推广项 目已有成果
,

ID R C 还为资助项 目拍摄电影
,戈电视片

,

出版宣

传画册和《中国泡桐的找培和利用))( 英文版 )一 书在世界各地发行
,

该书的法文和西班牙文版

即将 于!{j减
。

一9 5 7年 S J]受 ID R C 和林又l二部的委托
,

我们还举办了国I示农川林业培口1.班
,

有 10

个 L司家 2 7位专家参加
。

通过 上述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
,

对饱桐研究小组人员业务 素 质 的 提

高
,

促进成果的推广和扩大我们在国际林业 界的影响等方面起了显著的促进 作川
。

ID R C 在提供研究资金的同时
.

还向我们提 供了一批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
。

通过
一

与 ID R C

的 汽年合作和交往
,

使我们有机会学到一些先进课题 的管理经验
。

因为 ID R C 从科研项 目的
,

山 f}
’

}
、

论 i!〔
、

i} ’(lj 建设 I. 的完成
、

经费补呷
、

后勤服务到项 门检查和评价都有一立严格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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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有效的措施
,

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

(中国林科院林研所
、

ID R c 项目协调员 竺旅华)

《竹类研究项目》从 19 82 年 3 月开始直到现在
。

项 目的总目标是通过对我国现有竹林集约

经营措施的探索
、

高产优质乡土竹种的开发和竹材
、

竹笋理化性质的研究
,

达到提高竹林生

产力并经济合理地利用竹林产品的目的
。

全部研究内容分两期执行
。

第一期为
: 1

.

竹种园建设和抗寒竹种筛选
, 2

.

施肥对竹林生

产力的影响
; 3

.

主要乡土竹种的理化性质和食用竹笋的营养价值
。

重点为竹种园的建设
。

第

二期 为
: 1

.

不同用途毛竹林的养分循环及施肥对竹材理化性质和竹笋营养成份的影响 ; 2
.

竹种

园的充实完善
,

优 良竹种的生物学特性研究和竹种抗寒性生理指标的选择
; 3

.

竹材的防霉
、

防腐和防虫
。

重点为竹林的养分循环研究
。

通过这些研究
,

可望对我国现有竹林从原料生产

到产 品利用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

通过六年的辛勤劳动
,

已取得了可喜成果
:

1
.

建立了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
、

竹种最多的以 鞭生竹类为主的安吉竹种园
。

该

竹种 园由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

浙江省安吉县林业局和安吉县灵峰寺林场三单位 共 同 营 建
,

1 9 7 4年开始筹建
, 1 9 8 2年成 为项 目的一个部分后发展迅速

,

现 已保存竹种2 20 个
,

面积 Z oh a
。

几年来
,

已提供优 良母竹近二万株
,

每年有数千人次的专家学者和学生前往参观学习或从事

研究
。

2
.

筛选 出一批抗寒性较强的竹种
,

扩大我国北方地区的竹林生产
。

用直接 冷 冻法和生

理指标法对 68 个竹种的抗寒性进行了研究
,

认为生理指标法是简单易行的抗寒竹种筛选的方

法
,

选出了 13 种较为抗寒的竹种
,

对发展我国北方的竹林生产有一定意义
。

3
.

在我国亚热带主要竹产区的浙江省安吉
、

富阳县
,

江西省分宜县
,

福建省连江县
,

建

成四个试验点
,

共有竹林7 oh a ,

开展了不同用途的竹林施肥及竹林养分循环的研究
。

通过研

究表明
,

要使竹林高产稳产
,

除集约经营管理措施外
,

必须予 以施肥
,

并初步获得了不同用

途竹林的施肥方法
。

4
.

对竹林内养分循环模式
,

即林内凋落物的分解
,

大气降水的养分输入和地表逼流的养

分输出有了初步了解
,

为合理经营竹林提供了科学依据
。

5
。

测定了我国10 种主要经济竹种竹材的物理化学性质和 10 个主要 笋 用 竹种竹笋的营

养成分
。

了解了不同竹种竹材最佳机械力学的年龄
,

不同年龄竹材的纤维素含量
,

以及食用

竹笋富含糖分
、

食用纤维素及人体所必需的17 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等情况
,

为竹材竹笋的

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

随着项 目的开展
,

逐步增加了较先进的仪器设备
,

改善了研究手段
,

提高了科研人员的

素质
,

还创造了较多的对外交流机会
。

至今项 目的主要研究人员已前往新加坡
、

日本
、

泰 国
、

印度等国考察了竹子生产或参加国际竹子学术会议 ; 参与了 1 9 8 5年10 月在杭州召开的
、

由我

国林业 部 和 ID R C 共同主办的国际竹子讨论会的筹办工作 (与会代表 1 00 余人
,

来自世界 1 6

个国家 )和 1 9 8 7年 5 月由中国林科院和南京林业大学联合主持的国际农 用 林培训班的教学工

作 (27 名学员来自世界n 个国家 )
。

这些活动使我们和世界上的同行专家建立起 了 广 泛 的联

系
。

为推广项目的研究成果
,

经林业部批准
,

由ID R C给予部分资助
,

项目将举办数期竹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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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开发技术培训班
。

第一期培训班已于 1 98 7 年10 月在福fJl {市举办
。

;又对于传播竹林丰产技

术
,

增强竹区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

(中国林科院亚林所 ‘愁旅 )

《稼桐科称类植物研究》第一期项 目从1 9 8 5年 5 月 19 日开始
,

为期三年
。

研究 目标
:
在华

南大规模推广藤类植物的人工栽培
,

i周查
、

鉴定和选择优 良适生藤种及进行栽培 技 术 的研

究
。

研究内容
:

进行华南藤种资源的调查和鉴定
,

建立藤种基因库
; 进行主要藤种植物学

、

生理学
、

生态学的观察及壮苗培育和栽培技术试验
, 进行藤材解剖和物理力学性质试验等

。

项 目开展以来
,

在 4 个试验基点进行研究
,

现 已完成了广东
、

广西
、

云南
、

福建和江西

省藤种资源调查采集和初步鉴定
,

建立了完整的藤类植物标本库和 2
.

3 h a 的藤种园
,

收集国

内外藤类植物40 种
,

已定植25 种
; 完成了主要藤类的苗期生长

、

光照
、

水培营养液配方选择

的试验及藤茎解剖特性观察
、

物理力学性质的测定
,

建立了Io
.

sh a的栽培试验林
。

两年多来
,

先后派出 4 人次参加在马来西亚
、

泰囚举行的国际藤类学术研讨会
,

巳出版

或即将出版的研究报告共 n 篇
,

接待了加拿大
、

英国
、

泰国和马来西亚专家的访问
,

广泛开

展了学术交流
,

促进了我 国藤类植物的研究
。

(中国林科院热林所 许注灿 )

《热带
、

南亚热带优良速生薪材树种选择及薪材培育技术研究》项 目
,

从 1 9 86 年 6 月开始

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 R C ) 资助
,

分别在广州郊区的花县和海南岛的琼海县建立试

验点
。

一年多来 已营造了国外优良薪材树种筛选试验林 4
。

Z ha ,

篱笆格利利豆 种 源 试 验 林

o
.

4 h a ,

密度试验林 2
.

2 h a ,

施肥效果试验林 5
.

12 h a ,

不同树种混交试验林5
.

sh a ,

个体户试

验林 o
.

sh a ,

共营造了各种不同试验林 22
。

4 ha
。

同时对两广及云南
、

福建南部地区的乡土薪

材树种进行了调查
,

选 出 6 个种于今春进行育苗造林试验
。

课题工作进展较好
,

各项工作均按计划进行
,

目前幼林生长良好
,

平均高约Z m
。

1 9 8 8年 1 月 7 一 15 日
,

课题顾问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遗传育种教授Z s uf fa 先生来华检查

了本课题工作
,

并视察了两个试验点
,

对课题工作表示满意
。

(中一林科院热林所 郑海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