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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院 以来 科研 工 作 的

主 要 成 就 和 基 本 经验
矢

一纪念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成立三十周年

刘于鹤 黄鹤羽

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中国林科院)于 1 9 5 8年10 月 27 日成立
。

三十年来
,

在林业

部的领导下
,

经过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
,

在坚持贯彻党的科技发展方针
,

坚持科研与生产相

结合
,

在出成果
、

出人才
、

出效益上取得了较大成绩
,

为发展林业作出了贡献
。

值此三十周
,

年之际
,

总结科研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把我院的科学研究和各项工作进一步搞好
,

『 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林业现代化服务
。

一
、

主要研究工作及成果

三十年来
,

经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
,

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

1 9 8 7年底统计
,

全院共取得较大

的科技成果 4 68 项
,

其中在国家科委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公报颁布的83 项
; 荣获全国科学 大 会

奖
、

自然科学奖
、

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奖励的共 27 项
; 荣获有关部委级奖励的共 97 项

,

还有一批成果获得地方的奖励
。

不少成果填补了我国的空 白
,

有的成果达到国际水平
。

还写

出著作近40 篇
,

发表论文1 6 00 多篇
。

这些成果概括起来
,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营林研究方面
1

.

林木育种及引种驯化 我院起步较早
,

涉及的树种主要有杨树
、

杉木
、

泡桐
、

白榆
、

刺槐
、

油松
、

马尾松
、

落叶松
、

华山松
、

国外松
、

油茶
、

油桐
、

核桃
、

文冠果
、

袖木
、

按树
、

沙棘等
。

从 50 年代起
,

开展了以杨树为主的杂交育种
,

选育出 的北京 杨
、

群 众 杨
、

合 作

杨
、

小黑杨
,

自 60 年代广泛栽培以来
,

在三北地区种植
,

效果显著
, 1 9 7 8年获全国科 学 大

会奖
。

以林科院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协作进行的杉木
、

马尾松
、

油松
、

华山松
、

落叶松
、

湿地

松
、

火炬松
、

柏木
、

黑荆树等种源研究已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

提出了杉木
、

油松等 14 个树

种的种子区划
。

杉木地理变异及种源区划分的研究和油松种源研究分别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和二等奖
。

主要树种的选种
、

基因资源的收集和种子园的研究
,

也取得可喜成绩
。

浙江

地区杉木种子园亲本选择及其育种程序的研究
,

获浙江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

林木组织培养分

别从杨树属的 7 个种
,

以及白榆
、

泡桐
、

杉木
、

抽木等树种的形成层
、

嫩茎和茎尖
,

培育出

·

本文根据《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建院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中的
“

回顾历史
,

展望未来
,

开创科研工 作 新 局 面
”

一文 摘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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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植株
,

已进行大 田栽植的
,

长势喜人
。

杨树杂交胚胎学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
。

林木引种

早在 50 年 代就开始进行
, 1 9 8 0年以来发展更快

。

我院与 30 多个国家建立了林木种子交换关

系
,

从 19 6 5年至 1 9 8 7年共引进 4 5 50 号次种子
。

仅杨树就引进了近 40 。个新无性系
。

引进 的国外

松类
、

相思类
、

柏类
、

杨类等在大面积人工造林和城乡四旁绿化中已发挥了很大作用
。

编有

《国外树木引种概论》
、

《杨树》和《杨树选种学》等重要著作
。

2
.

育苗
、

造林技木研 究 在育苗研究方面
,

拟定了30 多个主要用材和经济树种的 育 苗

技术
,

近几年来又进行了容器育苗的研究
。

A B T 生根粉及立体扦插育苗技术的成功
,

为无性

繁殖闯出一条新路
。

A B T 生根粉(膜)的推广开发和应用成果
,

获林业 部 科 技进 步一等 奖
。

松针叶束嫁接技术和油茶芽苗嫁接技术
、

泡桐壮苗培育技术分别获林业部科技进 步二等奖和

三等奖
。

在造林技术上
,

先后总结和研究出一些新的造林方法
,

如南方浅山丘陵区撩壕
、

三

深栽杉法 , 西北黄土干早区 反 坡 梯 田整地造林
;
华北石质山地造林

; 飞机播种造林等均获

重要成果
。

南方丘陵栽杉的研究获全 国科学大会奖
,
河北 山地油松飞播造林技术的研究获国

家科委
、

农委科技推广奖
。

袖木培育技术的研究获林业部科枝进 步二等奖
。

杨树深栽技术的

研究
,

为千旱地区发展杨树提供了重要的造林技术
。

3
.

森林经 营和经理的研 究 1 9 5 8至 1 9 61 年组织 了10 多所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 60 多 名 科

技人员参加的西南高山林区综合考察
,

共写出 18 篇论文
。

1 9 6 4年初
,

开展了大兴安岭林区采

伐更新的调查研究
。

还开展了长白山林区森林植物群落及迹地更新
、

云南松林采伐更新及海

南岛热带 林的采伐更新及演替等研究
,

取得了一批成果
。

对不同起源籽木人工林的生长
、

密

度
、

造林及经营作了研究
,

提出了杉木产区区划立地类型划分及立地评价
,

该成果获林业部

科技进步三等奖
。

第一次编制了杉木林分密度管理图
。

完成了长白落叶松坑木林林分密度控

制图的编制
。

开展了小陇山
、

西秦岭林区次生林综合培育的研究
,

为我国北方次生林经营提

供了行之有效 的途径
,

获林业部科技成果兰等奖
。

总结提出了毛竹低产林改造 的八项措施和

速牛丰产往术
。

森林经理的研究有了校大发展
,

承担了各种材积表的编制和研究
,

其巾杉原

条材积丧的制定
,

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

《原木 材积表》作为国家标准颁布实施
。

林场施

业案和经营档案的研究
,

为提高森林经营水平提供了依据
。

中国林学介与我院合 作 的勺 0 00

年我国森林资源发展趋势的研究
”

获中国林学会首届梁希奖
。

编写了《栏木》等重要著作
。

4. 农田 防护林及 固沙造林的研 究 对防护林带的规划
、

设计
、

树种配置
、

营造 技 术
、

防护效益等作了大量调 查和试验观测
,

为我国防护林建设提供了科学技术
。

黄淮海平原中低

产地区综合防护林体系配置和结构研究
,

对农牧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获林业部科技进步

二等奖
。

建院前后
,

在西北进行了水土保持定位试验
,

合作编 写了 《黄河中游的林业》
、

《黄

土高原水土保持手册》
,

为水土保持工作提供了重 要 依据
。

在 治 沙 方 面
,

对沙 漠 成 因 类

型
、

沙丘移 动规律
,

干旱
、

半干旱沙地的特征等方面的研究
,

取得较大成绩
。

为
“

三北
”

防护

林建设提供了大量科学数据
。

对治沙灌木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以 及沙丘植物园的建立取得初步

成效
。

主持编写了《治沙造林学》等著作
。

70 年代以来
,

我国农用林业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

桐粮间作效益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
。

5
.

森林生 态及生理生化的研究 森林生态研究密切结合森林经营进行
。

对杉木
、

油松等

重要树种的生物学
、

生态学特性进行系统的研究
,

取得重要进展
。

对黄淮海平原及长江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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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土壤条件与林木生长关系
,

袖木
、

母生
、

石梓
、

花梨等珍贵树种林木生长和生态因子

的关系
,

对长白山森林植物条件的研究等
,

为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

海南岛尖峰岭热带林业

生态系统研究
,

一些研究方法在国内属领先地位
,

并取得应用上的突破
。

树木生理生化研究
,

开展了赤霉素为主的激素应用
,

杨树丰产生理基础
,

树木解剖生理以及同位素的应用研究 ;

开展了种子生理
、

水分生理
、

抗性生理
、

代谢生理以及生理活性物质的研究
。

有关树木次生

物质代谢的基础研究结果开始应用于生产
。

编写 了《中国森林土壤》等著作
。

6
.

森林死虫和病理研 究 进行了膜翅 目广腰亚 目
、

蚂蚁及肿腿蜂的分类区系研究
,

鉴定

出一批新种和新属
。

对与松类
、

杨类
、

竹类
、

油茶
、

油桐等有关的40 多种害虫和益虫的生活史及

生产防治进行了深入研究
,

取得了成效
。

对竹蝗的研究取得重大成就
。

通过马尾松毛虫发生规

律的研究
,

提出了预测预报试行办法
, 1 9 64年被国家科委列为科研成果

。

对松干纷等虫害采用

营林技木进行防治
,

取得重要进展
。

1 97 7年在国内首次进行了应用松毛虫赤眼蜂防治试验
,

效果较好
。

1 9 7 6年以来
,

共发现具有病毒病的森林昆虫近20 种
,

从 中分离出核型多角体病毒

(N PV )
、

质型多角体病毒 (CPV ) 和颗粒体病毒 (G V ) 三个类型
。

经系统研究
,

杨尺蟆核型

多角体病毒通过部级鉴定
,

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

马尾松毛虫综合防治及日本赤松毛虫

C P V 研究
,

分别达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

1 9 6 1年在院举办了森林病理 进修 班
,

为我国

培养了一批林病界的骨干力量
。

在林木真菌
、

病毒
、

类菌原体
、

线虫病害和菌根等方面的研

究已取得成效
。

泡桐丛枝病的研究
,

从理论到生产上提出了一整套综合防治方法
,

获林业部

科技进步三等奖
。

选出和引进了一批杨树抗病新品种
。

对鼠类和野生动物的研究也取得一定

成绩
。

主持编写了《中国森林昆虫》
、

《中国森林病害》等重要著作
。

7
.

树木学的研 究 我院在树木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

著名林学家陈嵘先生毕生从事

树木分类研究
,

对发展我国树木学起了重要作用
。

我国著名林学家
、

树木学家郑万钧命名发

表10 0余个树木新种和三个新属
,

郑老倡导全面研究树木分类
、

地理分布
、

适生条件
、

生长发

育规律和经济价值
,

为正确选用造林树种
、

发掘并充分利用我国森林树种资源提 供 理 论 依

据
。

对发展我国树木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

(二) 木材加工利用方面

1
.

材性研 究 对我国主要用材树种约500 余种木材进行 了构造
、

材性和用途的研究
,

其

中研究了 1 00 余种木材的超微结构
,

测定了300 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
,

并分析了80 余种木

材的化学成分
,

为合理利用木材提供了科学依据
。

《中国热带和亚热带木材》这一著作获林业

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

《木材学》专著
,

获中国林学会首届梁希奖
。

2
。

木材干燥
、

防腐
、

防虫研究 对我国最常用的近40 种用材树种的木材提出了干 燥 基

准
,

已在生产单位使用
。

70 年代中期以后
,

除 了窑干技术继续得到发展外
,

并 开 展了几 种

新干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

近几年研制的用于控制木材千燥过程的 L K 一 1 型微机自动控制系

统
,

可以收到保证干燥质量
、

缩短干燥周期
、

减轻劳动强度等明显效果
,

该系统采用的应变

式称重传感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还制订 了质量国家标准
。

在木材保护中
,

原 木 保 管 和防

腐
、

防虫处理技术
,

延长了木材使用年限
,

木材保管技术得到林业部的奖励
。

在防治白蚁等

科研工作上也取得一定成绩
。

3
.

人造板研 究 围绕提高纤维板质量
,

增加品种
,

从原料的形态和组成对产品质量的关

系
,

热压温度和压力的确定
,

成型方法的对比
, 2 OO0t 规模的定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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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纤维板工业的技术进步
。

70 年代首先开发成功干法纤维板
,

获得全国科 学 大 会 奖
。

8 0

年代初
,

首次研究开发成功了中密度纤维板
,

有的指标达到和接近美国国家 标 准
,

填 补 了

我国纤维板产品的空白
。

嵌近
,

又研制成功了浮雕纤维板
。

纤维板长网废水循环回用技术
,

已有30 余家工厂 (车间 )应用
,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随后又试验研究成功用预压
、

超过滤

法处理热压废水
,

并进行了综合利用
。

研制成功的航空胶合板
,

在北京光华木材厂试产质量

符合使用要求
,

与此同时研制成了合成树脂(主要是酚
、

豚醛树脂)
,

使仅能生产蛋白质胶合

板转 为均能生产高级胶合板
。

航空胶合板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

共同研制成的 纸 质 装 饰

板
,

扩大了人造板的用途
,

也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

近年来研制的湿粘性封边胶纸带
,

已经

投产
,

代替了进口胶纸带
,

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三 等奖
。

与此同时
,

还开发了内贴式胶纸带
、

拼接薄板用胶线
,

已经鉴定的低压短周期工艺及树脂提高了人造板饰面技术
,

将进一步推广
。

新开发的刨花模压制品
,

将要形成生产力
。

正在发展中的刨花板工业上
,

木材胶粘剂用睬醛

树脂标准的研制
,

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胶粘剂检验方法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其应

用基础的研究
,

居国内领先地位
。

(三 ) 林产化学工业方面

在树木提取物
、

天然树脂
、

木材水解
、

木材热解
、

木材制浆造纸
、

合成胶粘剂
、

新资源

开发利用
、

专用化工设备等领域开展化学性质
、

化学工艺
、

化学工程
、

生物工程技术及其新

产品应用的专题研究
,

取得一批重要成果
。

其成果在全国 2 4个省 (区 ) 150 多个企业推广应用
,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1
.

松 香的研 完 研究了松树泌脂生物学
、

采脂技术
、

松脂加工技术
、

脂松香和脂松节油

化学及其精细化工产品的加工利用
、

生产工艺和设备
。

松香连续氢化中间试验
,

建立年产 1 00

一 15 o t 的连续高压氢化装置
,

采用如电感加热等先进技术
,

产品质量达到标准
,

该成果获林

业部科于妇戈果一等奖
,

后以氢化松香及其连续生产工艺的研究获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亚硫

酸造纸废液洒精浓缩液化学采脂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

2
.

拷胶 的研 完 研究单
’

J“

的提取
、

工业利用价放
、

生产工艺与设备等
。

拷胶平转型连续

褪提工 艺和没备的研究
,

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

橡碗拷胶生产新工艺的研究
,

获林业部科技成

果二等奖
。

CT
一 2络合剂的研制与应用

,

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

3
。

林化资源开 发 矛
!

1用的研 完 以木本植物和非木质部分和其他植物资源为主要对象
,

研

究其 f七学成分的分离和鉴定
、

开发利用价值和生产技术
。

原胶直接制脱色紫胶的研究
,

获林

业部科技成果
一

二等奖
。

马尾松针粉和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
,

其松针粉和生物活性物质达到苏

联同类产品质 从指标
,

获 林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

4
.

木材 水解的 研 完 研究其水解工艺与水解产物应用以及工业生产技木
。

糠醛连续精馏

技术成果
,

对扩大{f
_

}口 丸t
、

巩固国际市场起了重要作川
,

山西寿阳 有机化工厂产品荣获 1 9 8 3

年 I司宋银质奖
,

该成果获国家科委
、

农委
、

农牧渔业部
、

林业 部科技推广奖
。

工业糠醛国家

标准
,

提简了 J占耐
:

质址
,

19 76 一 19 8 7年 全国生产优级品约增收 3 0 0 。余万元
,

获国家标准总局

三等奖
。

5
.

木材 热解的研 完 LH 一 02 型氧化活性炭 和 JH 一 工型电镀液净化器的研制及其在电镀

工业上的应用
,

氧化锌法木质活性炭生产废水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研究和应用等成果
,

均获林

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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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粘剂及林化设备的研究方面
,

也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

(四 ) 林业资源昆虫研究方面

进行了紫胶 虫和角倍蚜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

对远距 离引种和适时采倍提供了科学依据
。

紫胶虫越冬保种取得突破性进展
,

摸清了引种区冬代胶虫大量死亡与多种生态因子的相互关

系及其危害过程和机理
,

并以此为依据
,

规划种胶基地
,

提高了保种率
,

扩大了产区面积
。

通过对 40 多种紫胶 虫寄主栽培和放 虫试验
,

使全国的优良寄主达十余种
,

在紫胶生产 中起着

极其重要的作用
,

紫胶寄主树良种选育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

紫胶虫寄主种类的调查研

究
、

优良寄主繁殖栽培技术研究
、

紫胶园树种配置技术的研究
、

倍蚜寄主植物繁殖栽培技术

研究
、

胶虫引种及繁殖技术研究
、

五倍子产区分布及资源的调查研究
、

病虫害 的研究
、

制定

五倍子
、

紫胶 虫种胶和紫胶原胶标准等研究成果
,

对紫胶
、

白蜡和五倍子生产 的发展起了较

大的推动作用
。

(五 ) 林业经济研究方面

60 年代初
,

先后选定黑龙江省双子河和带岭林业局
、

哈尔滨香场木材厂
、

北京木材厂
、

辽宁省五龙实验林场
、

河南省唯祀林场为科研
、

生产相结合的研究点
,

使林业经济研究走上

正轨发展的道路
。

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林业经济研究获得一批重要成果
。

关于林业发

展战略问题的研究
,

在总体上对指导林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

关于林业发展模式与经营方针的

研究
,

林经所与我国林业经济界先后提出了
“

经济论
” 、 “

生态论
” 、 “

经济生态协调论
”

和
“

林

业分工论
”

等多种发展模式
。

关于林业商品经济问题的研究
,

提出在我国建立林价制 度 的理

论依据和实施方案
,

发展林业必须遵循商品经济规律
,

我国林价问题及序列林价的研究获林

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
。

关于林业所有制与经营方式的研究
,

早在 60 年代中期
,

试办 了
“

营林

村
” ,

取得可喜成果
。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
,

出现 了家庭林场经营
、

林业专业户经营等多种经

济方式
,

对其经营方式的研究
,

取得可喜进展
。

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
,

于60 年代后期
,

在伊春林区开始在造林中推行承包作业
,

近几年来普遍试行承 包责任制
,

对承包问题的理论

研究也相继开展
,

取得了有益的成果
。

国有林区林业企业经济责任制问题获林业部科技成果

三等奖
。

森林保险的研究成果也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六 ) 科技情报工作方面

情报科技工作
,

为林业建设服务起了积极作用
。

1 9 6 2年编写了《国外林业和森林 工 业发

展趋势》
,

受到了国务院和林业部领导的好评
。

1 9 7 2 年编写了 《国 外 林业概况》
。

1 9 8 6 年 上

述两项成果获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成果三等奖
。

1 9 78年编写了《国内外林业现代水平及 赶 超设

想》
,

为制定发展规划提供了依据
。

1 9 7 9年以后
,

先后编写了《中国林业科 技 三 十 年 )}
、

《国

外林业发展战略调研文集})( 获 1 9 8 6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

《七十年代一八十年代初国外

林业技术水平文集》
、

《关于林业技术改造问题的研究报告》
、

《世界林业》等
。

三 十 年来
,

还

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检索
、

报道和研究三大类情报刊物体系
,

先后创办了近 20 种林业情报出版

物和数百种专题情报资料
。

《中国林业文摘》获得 19 8 6年全国科技情报检索刊物三等奖
。

开展

了《全国林业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的研究》
。

1 9 7 8年至 19 8 6年编 写了 《林业汉语主题 词 表))o

三十年来
,

仅情报所利用各种载体传递了30 多万条信息量和近 1 亿字报道量
。

图书馆已收藏

了30 万册林业科技图书
, 6 万册特种文献资料

, 2 2 0 0种国外期刊
。

目前院及有关研究所办有

《林业科学研究》
、
《木材工业》

、

《林业经济》
、

《林产化学与工业》等 9 种公开发行的刊物
。

一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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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声相业务
,

巳拥有一支较强的录相
、

摄影
、

摄制1 6m m 科技电影片的技术力量和相应 的

配套设备
,

摄制了 8 部影片和30 多部幻灯片
。

(七) 计算机及遥感方面

我院应用计算机是林业系统最早的
, 1 9 6 2年在 103 电子计算机上编制原木材积 表

。

70 年

代初
,

对纤维板生产流程进行过程控制
。

近几年来
,

计算技术有了
一

长足的发展
。

从罗马尼亚

引进 了中型 电子计算机
,

各所
、

局
、

中心先后购置 40 多台微型机
,

研制开发了一批应用软件
。

据 初步统计
,

我院已有70 多个课题应用 了计算机
。 “

全国用材林资源发展趋势的 研 究
” 、 “

微

机在贮木场管理中的应用
”

获林业部科技进 步三等奖
。

林业 i旦感研究始于阳年 代后期
, 一

}
·

年来已取得重要进 展
。

CA FIP S系统用于航天资源调

查的研究
,

取得初步成果
,

先后在临江林业局
、

乔山林业局等地应用
,

效果较好
。

1 9 8 6年起以

肮天遥感饮术为主
,

配合超小比例尺航片的航空遥感应用的研究
,

首先用于
“

三北
”

防护 t水遥

感综合调 查平原试验区
,

取得了一定 成果
,

显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

J比外
,

分析测试等工作完成了大量分析测试任务
,

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承安夫达据
。

二
、

基 本 经 验

总结 _ :
一

1
·

年来的实践
,

要加速发展科学技术
,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林业生产服务
,

基本

经验有以下几点
:

(一 ) 林业科学研究必须面向生产
,

为生产服务
,

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早在建院v)] 期
,

针讨林业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间题进行了科研工 作
。

组织和参加了西南
、

东北的二次大会战
,

开展了营林村和小工队的研究等
,

我们紧紧抓住生产 的需要
,

组织协作
,

解决了一批生产问题
。

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
,

根据
“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伎 术
,

科 学

技 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的战略 方乍}
1

,

调整了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
,

积极承担
一

r国家攻 尺项

目
,

仅
“

六五
”

期间承担的攻关项目有5 4项
, “

七五
”

期间正 在执 行的攻 关项 目6 9项
。

这些项目

中
,

有的已取仁少钦少:进 展
。

实验基地进行的成果组装配套工作也取得一定进展
,

为出配套的

大 成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三
一

}
·

年来的实践表明
,

要使林业科研为生产服务
,

必须针对林业

的周期
一

L之
、

具有 多种功能
、

多种效益和制约因素多的特 以
,

要求林业科研工作在认真进行生

产 和市场调六的毕础上
,

从选题
、

立题起就要进行反复论证
,

使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更加叨

合实际
,

了L至取得 戊
,

{飞
,

然后
,

积极搞好成果推广应川
,

环环扣紧
,

才
‘

能解决生产中的关键

技术问题
。

(二 ) 制定发展规划
,

使林业科学研究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为
一

r做到 f曰狡使时科技力量
,

有部署
、

有重点
、

有目标地攻克科技难关
,

解决生产关键

技术问题
,

必须搞好科佼发展规划
。

我们根据 国家科委和 沐业部的统一部署
,

先后参加和组

织 了四次 科技发展规钊
:

即《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
、

《林业 科 技

十年规划》
、

《林业 阵伎六五规划》
、

《一九八六至二 0 0 0 年林业科技发展纲要》
。

如在 科 技

发展十二年规划中
,

捉出林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是解决扩大森林资源
、

森林合理利用等科

技问题
。

达 个规戈
l

)}均天现
,

为我院林业科 研工作奠定了基础
,

主今仍有重妥的指导意义
,

又

如《六五科技规划》
,

确定的发展方向明确
,

使我院科研工作有一个大发展
,

共取得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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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项
,

有 8 项成果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
。

(三 ) 围绕生产关键进行协作攻关是科技与生产结合的重要途径

早在 50 年代末
,

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林业生产中的重大技术间题
,

就组织了多学科 的协

作研究
,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60 年代初
,

在造林研究
、

次生林综合培育
、

采伐更新 研 究 等

方面
,

广泛开展大协作
,

加快了出成果 的步伐
。 “

六五
,

期间
,

对承担的攻关课题的 目的
、

内

容
、

技术路线
、

社会经济效益等进行论证
,

然后分工协作
,

组织实施
,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

成绩
。

如
“

杉木地理种源研究
” ,

由中国林科院林研所牵头
,

组织13 个省(区 )林研所以及63 个

地县林科所和林场的20 0多名科技人员进行协作攻关
,

选出的一个杉木优良种源 区
,

其 平 均

材积比对照增
一

长20 %
,

使这项工作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水平
。

根据 国家对林业提出的要求
,

我院进一步调整和加强了攻关项 目的科技力量
,

并积极与有关单位进行协作
,

使我院主要科

技力量进入林业建设的主战场
。

一批重要项目取得明显进展
。

(四) 狠抓成果推广
,

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建院以来
,

特别是近几年来
,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采取的方法大致有三个方面
:
一是在

林区
、

山区
、

农村
、

工厂建立基点
,

让科技人员在生产第一线推广现有的科技成果
。

如泡桐

课题组
,

先后在有关省 (区)建立十个基点
,

科研和推广结合
,

对我国平原绿化工作起了有力

的推动作用
。

二是建立示范样板
。

我们充分利用实验基地的有利条件
,

建立了一批示范林和

试验林
。

目前正在大岗山局进行的杉木为主的用材林组装项 目
,

对南方用材林基地建设将提

供成套的技术措施
。

三是进行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活动
。

特别是在实行 科 研 体

制改革的近几年有了新的发展
。

A B T 生根粉的推广应用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

目前已在全国26

省(市 )区
, 4 0 0 0个单位进行 了推广试验

,

建立了全国性的推广
、

试验
、

推销技术和咨询宣传

四位一体的协作网
。

三年来生产单位创纯收益3 7 0 0多万元
,

直接社会效益 1
.

4亿元
。

事 实 表

明
,

林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工作
,

是把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
,

是林业

建设依靠科学技术最重要的标志
。

(五 ) 大力培养人才
,

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
,

是出成果的关键

没有一支优秀的科技队伍
,

就不可能出第一流的成果
。

我院有一批老科学家
,

他们具有

较高的学术水平
,

为林业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的成就
。

如已故的前院长
、

著名林学家
、

树木

学家郑万钧
,

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门》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

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
; 《中国主要造林树种》一书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

并为我国林学界培养

了大批优秀人才
。

目前我国林学界唯一的中科院学部委员吴中伦
,

是一 位学术造诣深的科学

家
,

为林业科研工作和培养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

我院早在50 年代就有计划地把一批优秀科

技人员派到国外学 习
,

现在他们都是一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

们狠抓了现有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
,

培养了一批研究生
,

调整人员的结构
,

有计划地派到国

外学习
、

进修和考察
,

提高了他们的业务素质
。

如在 1 9 8 7年我院破格晋升的三名研究员都在

科研工作上做出较大成绩
。

大量事实说明
,

抓住培养人才
,

是多出成果
、

快出成果的关键
。

(六 ) 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发展林业科学技术的有效途径

为了学 习各国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 1听 8年以来

,

广泛开展了国际合作与

交流工作
。

我们先后与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美国
、

日本
、

联邦德国
、

联合国粮农组织
、

其他国际

组织和公司等进行合作
,

合作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
,

目前正在执行的18 个国际科技合作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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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其中泡桐和竹子等研究项目取得较大进展
,

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

我院泡桐课题组竺肇华同

志
,

被加拿大贝克墓金会授予首届
“

树木之人
”

奖
。

通过各种渠道
,

仅 1 9 8 7年向10 个国家和地

区派出考察团组 78 人(次 )
,

接待来华考察团组和人员78 批 2 50 人 (次)
。

我院
“

厂
、

五
”

期间
,

与38

个团家建立了资科交换关系
,

与39 个国家和地 区有合作与交流关系
。

所有这些
,

为科技工作

面向世界
、

走向世界
,

迈出可喜一步
。

(七 ) 加强科研管理
,

做好后劫服务
,

基搞好科研工作的孟要保证

近 几年来
,

已荃本上建立 了科研管理系统
。

为了提高管理人 员的素质
,

曾先后举办培训

班和参加有关报告会等
。

还制定了有关规章制度
,

如科研计 戈lJ管理办法
,

科研成果管理办法

和实行所长负责 制的三个配套文件等
,

对确保正常的科研秩序
,

提高针刊水平和保证改革工

作的顺利进行
,

起到 了重要作用
。

后勤工作树立 了为科研服务和为职
_

J’. 生活 服 务 的 指导思

想
,

进一步完善 了各种形式 的承包责任制
,

为出戍果
、

出人才作出了贡献
。

今后我院的利研工作要把改革放在首位
,

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 和不斗研人员
。

要 更好地完

成国家攻关项目和林业部重点项目
,

在保证完成重点的前提下
,

加强横向联系
,

搞好科技开

发
,

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
。

要继续重视从础研究和软科学研究
,

为科研工作打好 从础
,

增 强

后劲
,

并为领导部门决策服务
。

要加强 科技队伍建设
,

搞好继续教育
,

培养一批
「;石水平的学

术带头人
。

要搞好实验基地的建设
,

抓紧成果的组装配套
,

建立示范样板
。

要继续加强国际

合作与交流
。

我们要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
,

通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
二

苦苔曰
,

使我院以

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得到新的
、

更大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