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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农林业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林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推荐和专家
评审，经教育部批准，编者严格按照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编写本书。
　　“生物质工程”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其中，生物质复合材料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为我国生物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开创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我国生物质复合材料的研究起步较晚，与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必须瞄准国际科学研究前沿，针对我国国情，审时度势，认真规划，凝练研究方向，创新研究
方法，提升产品质量，构建理论体系，标新研究成果，进而全面提升科技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生物质复合材料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是推动行业进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
争力的关键。
对此，教育部十分重视。
作者期望通过本书的讲授与学习、讨论与延伸，使广大师生在辛勤耕耘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本书内容广博，涉及诸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大大拓展了“木材科学”的内涵。
在编写过程中，在理念和立意上特别注重生物质资源的广泛性、复合材料的多样性、复合方法的先进
性、生产应用的指导性、知识的综合性。
由于篇幅有限，有关生物质与复合材料的现代分析方法，请阅读《木材波谱学》一书（李坚等，2003
），在此不再赘述。
　　本书由李坚教授任主编，王清文教授任副主编。
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李坚（东北林业大学），前言、第1章、第7章；王清文（东北林业大学），
第2章、第4章、第6章、第8章；许民（东北林业大学），第3章；杨文斌（福建农林大学），第3章；
宋永明（东北林业大学），第4章；刘一星（东北林业大学），第5章；王立娟（东北林业大学），第5
章；张显权（东北林业大学），第5章；韩福芹（东北林业大学），第6章；李建章（北京林业大学）
，第6章；邱坚（西南林学院），第7章；王伟宏（东北林业大学），第8章。
　　本书是生物质复合材料领域中的第一部教材。
限于编者水平，欠妥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读者不吝赐教，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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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书共8章，主要介绍了生物质复合材料与生物质资源、生物质的结构与理化性质，以及生
物质-聚合物、生物质-金属、生物质-无机质特别是采用纳米技术等复合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制
法和应用，并介绍了生物质复合材料的耐久性。
本书既注重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的学习，又紧密结合本学科的前沿进展和应用前景。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木材科学与工程、林产化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化学、环境科学等专
业学生学习，也可供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学习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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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材料性能的影响8.5　生物质-无机质复合材料耐久性的长期考证实例8.6　DMA技术在生物质复合材
料耐久性研究中的应用参考文献附录A　纤维长度比较表附录B　我国造纸原料化学成分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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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生物质复合材料与生物质资源概述　　本章重点阐述生物质材料的资源状况及其自然属性，
为人们采用高新技术、科学的加工方法来创生新型生物质复合材料并进行合理利用提供技术依据。
　　21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十分注重生物质材料的开发与利用。
我国林木资源短缺，因此将视角扩展到农作物秸秆、竹材、野生植物茎秆以及木质废弃物的再加工和
循环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物质”泛指以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并使用后，能够在自然
界中被微生物或光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或通过堆肥作为肥料再利用的天然聚合物。
它们的主要化学组成与木材相同，是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紊组成的天然有机复合体，是具有众
多细胞组成的生物结构。
　　现在，人们愈来愈关注生物质复合材料的研究和实践，以生物质为原料，采用合理的加工和复合
方法，将获得一系列高性能、多功能和高附加值的新型复合材料，应用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各部门
。
　　1.1生物质复合材料概述　　21世纪，世界普通关注的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焦点之一就是新型材料
的创生。
研究者已经将以木材为原料制造复合材料拓展到全部生物质材料，包括野生禾本科植物、农作物秸秆
、竹材以及木质废弃物等。
　　21世纪，全球木材供给量仍少于需求量，因此更有必要创生一些高性能、多功能、高附加值的新
型材料，来满足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中，木质复合材料既可弥补各自的缺点，又可实现木质资源的高效利用，将备受青睐。
木质材料自身复合或与其他材料复合的形态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层积复合、混合复合和渗透复合。
　　下面就以木材为主要原料加工制得木质复合材料的方法、产品性能和应用价值予以描述，这些类
型和方法也可作为除木材外其他生物质材料试制复合材料的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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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质工程”已列入国家“十一五”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其中，生物质复合材料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为我国生物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开创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我国生物质复合材料的研究起步较晚，与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必须瞄准国际科学研究前沿，针对我国国情，审时度势，认真规划，凝练研究方向，创新研究
方法，提升产品质量，构建理论体系，标新研究成果，进而全面提升科技发展的国际竞争力。
 生物质复合材料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是推动行业进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
对此，教育部十分重视。
作者期望通过本书的讲授与学习、讨论与延伸，使广大师生在辛勤耕耘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本书内容广博，涉及诸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大大拓展了“木材科学，，的内涵。
在编写过程中，在理念和立意上特别注重生物质资源的广泛性、复合材料的多样性、复合方法的先进
性、生产应用的指导性、知识的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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