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 特别关注特别关注
2013 年 12 月 5 日

星期四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 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总编室：58884048 58884050（传真） 广告部：58884124 广告许可证：018号 本报激光照排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每月定价：24.00元 零售：每份 1.50元

“这是国际木材科学界对我过去 50 多年

研究工作的肯定。”

2013 年 10 月 17 日，极其普通的一天，

却迎来了一位蜚声世界的杰出女木材科学

家，她在荣获国际木材科学最高荣誉——

“国际木材科学院杰出贡献奖”，成为摘取该

学科领域有“诺贝尔奖”之称的第一人时如

是说。

她，就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 副 主 任 、 国 际 竹 藤 组 织 董 事 会 联 合 主

席、国际竹藤中心主任、国际木材科学院

院士江泽慧。

“国际木材科学院杰出贡献奖”由国际

木材科学院首次设立并将其授予杰出院士成

员，作为国际木材科学领域最高学术荣誉，

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目前全球有 375 名，其

中，中国有 15 名。江泽慧教授于 1999 年被

推荐成为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

一块木头 结下不解之缘

50年前，在中国木材科学的奠基人成俊

卿的引导下，江泽慧迈进了木材科学殿堂的

大门，从此与木材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刚开始，我并不想学习木材这门

学科，什么都不了解，也不知道，甚至没听

说过。”今年，已经 74 岁的江泽慧，精神矍

铄，在回忆当初的选择时坦言，自己心里十

分抵触。“亲朋好友鼓励我‘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他们用言行教会我要服从祖

国的分配，既然国家设立了，那就是需要这

样的专业人才。”

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期间，经过老师严

谨指导，江泽慧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木材科

学专业学习中后，这才深刻感受到木材科学

的博大精深，兴趣盎然。

“在大学里学习木材科学，需要研究显

微镜下的木材细胞结构是怎么样的，这就要

求一边看显微镜一边画出木材细胞结构，每

次我画出的图都受到老师的好评，这都要感

谢在扬州中学接受的美术教育。”

18 岁高中毕业后就离开扬州的江泽慧，

回望人生，起点总是家乡，至今，仍对她在

母校扬州中学的六年求学时光念念不忘。

在提起少时求学经历，眼中满是沧桑的

江泽慧娓娓道来，“扬州中学的教育理念是

文理并重，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给了

我很好的教育，并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打下坚实基础。”

由于在大学期间学业出类拔萃，毕业后

被留校任教的她，在教学工作中，恪尽职

守，严于律己。

遭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或毁损的一

些珍贵书籍和实验材料，现回想起来都让江

泽慧心痛不已，“我被下放到农村十年当

中，不仅学校的木材科学专业取消了，就连

自己小心谨慎收集的标本，也被当做柴火付

之一炬。”

经历文革之后，江泽慧又重新回到了教

师的工作岗位，由于没有现成教材，一切都

要从头开始，她不但自己编写讲义，还走访

全国各地采集植物样本。

“曾在小兴安岭和牡丹江一带连续工作

了一个月，”江泽慧回忆说，从上午六点坐

车到下午六点，12个小时才到一个林场，凑

合着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六点就跟工人们

上山采集样本，一直到晚上再坐森林小火车

回林场……就这样，重复往返。

随后，她将采集到的各种树种木材，制

作成木材标本和切片，作为教学工具，更加

直观地讲授树木结构的宏观和微观特征，使

很多学生对木材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钻”进去才知乐趣无穷。对于江泽慧

来讲，这个在别人眼中的“冷门”学科，已

变得趣味盎然。“古筝用什么木材制作最

好？钢琴制作最好的木材是啥？选择何种木

材制作小提琴最佳呢？”

一连串的问题抛出来后，江泽慧笑语盈

盈地介绍，“别看这是‘冷门’学科，其实

与生活息息相关，它有声音、有温度、有情

感。用泡桐制作古筝最好，因为其在传声

性、共振性、共鸣性有很大优势。”随后，

又仔细介绍了钢琴、小提琴的选材。

付出就有回报。不仅创新的教学方式和

科研成绩的突出，让江泽慧成为教育部评的

“巾帼建功标兵”，还有她长年累月、坚持不

懈的潜心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她和同事合著 《东南亚木材识别及用

途》 一书，成为当时中国木材学教学和科研

的主要工具书之一；与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

合作，开展了“中国主要商品木材计算机识

别”研究，在中国最早实现了木材计算机快

速分类识别。

同时，江泽慧还针对我国珍稀树种开

展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尤其是对五针松的

木材结构形态、材性和用途进行了一系列

科学探索，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 《大别山

五针松及起源》 一书，对于生产、教学和

科研单位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并被英国

皇家图书馆收藏。

进入新世纪，基于长期对国内外主要树

种特性的研究成果，江泽慧和她的团队系统

总结了前期研究成果，历时五年完成了 《世

界主要树种木材科学特性》 一书，其第一次

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世界各地的木材科学特

性，并对每一个树种都做了精细的横切面、

径切面和弦切面图，仅木材三切面解剖图就

有 1388 幅。目前，此书的英文版也正式出

版了。

此外，根据我国林业现状，她编著了

《中国林业工程》 一书，被选入中国现代科

学全书，是林业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该

书系统地阐述了林业工程的内涵、研究现

状，以及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个平台 占据一席之地

50年来，江泽慧始终坚持不懈努力，潜

心研究，在木材科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

1999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

科委主席、前国际木材科学院院长周石榕博

士等同仁的推荐下，江泽慧被推荐为国际木

材科学院院士。这为她荣获国际木材科学最

高荣誉，摘取该学科领域的“诺贝尔奖”奠

定了基础。

利用国际木材科学院的这一平台，她

的研究视野从此更加开阔，始终瞄准该学

科的前沿，更加紧密地与世界同行开展合

作交流。

1994年，在她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与

南开大学共同主办，首次在中国召开了国际

木材解剖大会。

2003年，以她为院长的中国林科院承办

了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大会，让国际木材科

学界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木材科

学的发展，这不仅为中国木材科学家在国际

木材科学院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坚实基础，尤

为重要的是，对于木材科学后备人才培养和

学科团队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

虽然，江泽慧已是我国木材学科领域

最杰出的女科学家，但她的科研脚步并没

有停息，而是开辟创新，推动我国竹藤产

业发展。

上世纪 90 年代初，德国汉堡大学的沃

特·李斯教授到安徽农业大学做了一次关于

竹子的生动演讲，使江泽慧初步了解竹材，

从而引发她对竹材科学的研究，并为其后来

的科研给予了重要的启示。

为积极倡导重视和高效利用我国丰富的

竹藤资源，江泽慧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我国第

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竹藤组织，总

部设在北京。

作为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江

泽慧积极推动把亚、非、拉生产国和欧盟消

费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吸纳进来，在保持竹

藤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联合、协

调和支持竹藤的战略性及适应性研究与开

发，增进竹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福利。

“国际竹藤组织为我国稳定亚、非、拉

友好关系、开展政协公共外交、扩大国际交

往话语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江泽慧主编了目前竹藤材科学

领域的重要工具书— 《世界竹藤》 中英文图

书，这也是我国关于竹材和藤材基本特性和

应用研究较为全面的丛书。

2006年，又和她的团队完成“竹质工程

材料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并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7年，在她的倡导下，国际竹藤中心

在北京承办了竹质工程材料研究的国际会

议，与会代表就竹质工程材料研究问题进行

了很好的研讨，美国农业部邦办皮尔森与江

泽慧教授就“细胞壁计划”研究前沿课题进

行了交流。

为弘扬竹文化，发展竹产业，江泽慧多

次到浙江、湖北、江西、湖南、江苏、安

徽、福建等地调研，并提出加强优质品种资

源培育研究、应用高新技术发展竹材深加工

等建议，在国家采纳后，已上升为国家重要

产业战略规划。

国际竹藤组织成立 15 年来，江泽慧的

研究工作重点逐渐从木材转向竹材，并积极

提倡“以竹代木”，用丰富的竹子资源加工

成竹质工程材料，来替代优质木材，既节省

了宝贵的森林资源，还对促进我国林业和生

态建设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目前，江泽慧和她的团队主要致

力于竹质工程材料的开发及应用研究，主要

是在竹子结构与性能、竹质工程材料开发与

应用、竹材防护和竹子增值利用四个方向开

展工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半个世纪的辛勤付

出，江泽慧站在了国际木材研究领域的最高

舞台，“国际木材科学院杰出贡献奖”这一

枚勋章，当之无愧。

授奖仪式上，国际木材科学院主席雷

纳·沙门教授高度评价了江泽慧教授过去 50

年来在木材科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

就，以及在促进中国与国际同行在该领域学

术交流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国际木材解

剖学会前任主席彼得·巴斯教授热情地称赞

她是“国际木材科学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女科

学家”。

“江泽慧教授获此殊荣，不仅是中国林

业的光荣，也是中国林业综合科技影响力的

体现，”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说，要在林

业战线，特别是青年林业科技工作者中，大

力弘扬她奉献林业事业的精神，为推进生态

林业、民生林业新发展做出贡献。

回顾自己走过的 50 多年研究历程，江

泽慧谦虚地说，自己在某一个学科中，并不

是最优者，并寄语年青一代，“一个人要想

获得成功，不付出辛劳是不可能的，要热爱

自己的专业，有奉献精神，能吃苦耐劳、坚

持不懈。”

建言献策 收获累累硕果

坐在京九线的列车上，沿途望去，我们

会看到铁路两侧郁郁葱葱，林木茂密，景色

宜人。

这就是江泽慧倡导发起的“京九铁路沿

线绿色经济带”建设成果。当年，经过反复

调研和论证，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后，被国

家发改委采纳立项，才有了这铁路沿线两侧

各 50 公里的生态经济带，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达到双赢。

自 1998 年，江泽慧担任第九届全国政

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以来，

认真履职，全面完成政协交办的各项重要调

研课题，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

的实现，发挥了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积极

作用。

当问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国家该有何

担当？对建设美丽中国又有怎样的贡献？

“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乐于奉献的

精神。”江泽慧铿锵有力地说。

为摸清我国湿地现状，她多次赴湖南

洞庭湖、江西鄱阳湖，从黄河三角洲东营

到 连 云 港 、 盐 城 丹 顶 鹤 和 大 丰 麋 鹿 栖 息

地，再从常熟沙家浜到上海崇明岛东滩，

进行调研工作，并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上发言，对我国湿地保护和工程建设发

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2005年初，中央作出“加快治理京津冀

风沙源”的战略部署。为支持以科技支撑为

主体的京津冀风沙源治理工程，江泽慧带领

调研组从北京城区至怀柔、河北怀来、丰

林、御道口直至塞罕坝，深入到小坝子乡风

沙源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材料。提出以

“网格绿化+财政扶持”的治沙模式，被国

家采纳推广后，经过五年努力，京津冀风沙

源得到有效控制。

同时，还率团深入到广西、贵州石漠化

地区进行调研，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了石漠化

综合治理的概念和具体建议，得到国务院的

高度重视，并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在她的建

议下，国家发改委专门对广西、贵州、云南

等石漠化地区实施了生态治理专项工程，成

效显著。

我国花卉产业起步晚，技术含量低，为

研究国外先进培育经验，江泽慧多次组织专

家论证，运用调研报告、专项建议、提案等

多种形式，向国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同

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成功举办了第四、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中国花卉博览

会，推动我国花卉产业快速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国花卉种植面积居世

界第一，已成为农民致富的朝阳产业。在江

泽慧的领导下，成功取得了青岛、唐山世界

园艺博览会 （A2 类） 的举办权，并正积极

推动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A1 类）

的成功申办工作。2013 年 9 月，经国务院批

准江泽慧担任 2019 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组委会副主任和执委会副主任。

森林是地球之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

能。我国森林资源相对不足，城市森林建设

滞后，江泽慧就提出在切实保护好我国东

北、西北、华南及长江中上游原始森林的基

础上，率先倡导发起了“关注森林、保卫绿

色”行动，继而又提出“建设国家森林城

市”、“建设国家木材战略储备基地”、“提高

退耕还林补助标准”、“天然林保护补偿机

制”、“兴林抑螺”等若干建议，均被国家采

纳，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

2006年，在江泽慧的组织下中国设计并

建造的“中国唐园”，运用中国传统的江南

园林造园手法，融合唐代园林风格与佛教文

化，将自然山水风景浓缩其中，经国务院批

准参加了在泰国举办的 A1 类世界园艺博览

会，获得室外国际展园评比一等奖，已捐赠

给泰国作永久保存。

“许多高层美籍华人感叹，美国素以融

汇世界文化而著称，然而提到中国，许多美

国人仅仅想到唐人街，提到亚洲文化就是日

本的樱花节。美国需要一座真正反映中国园

林艺术的‘中国园’。”

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园林文化，打开一

扇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窗口，

中国要在美国建造一座能真正折射出中国园

林艺术的经典园林。

作为中美共建中国园项目中方总执行人，

江泽慧从立项到现在，十年中，一直殚精竭

虑、坚持不懈做了大量工作，使中国园得到中

美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连续被纳入第二、第

三、第四、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

单，赢得了“生态外交大有可为。”

如今，为建设美丽中国，江泽慧又积极

地奔波在生态文化建设大道上，并成为其倡

导者。

“必须弘扬传统文化，繁荣先进文化，

大力推进生态文化。”江泽慧认为，以文化

为纽带，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

在她的积极倡导和筹备下，经中央批

准，成立了中国生态文化协会，她担任该协

会会长，并开展了“全国生态文化村”、“全

国生态文化示范企业”和“全国生态文化示

范基地”，受到广泛欢迎，让弘扬生态文

化、树立生态意识、增强生态责任渗透到全

社会各个领域和行业，为建设美丽中国、建

成小康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我国第一本生态文化期刊 《生

态文明世界》 杂志最近发行，江泽慧与我国

著名生态学教授彭镇华先生合作编著的一部

中国万首咏竹古诗词 《绿竹神气》，中英文

版一百首古诗词已发行。同时，还开展“丝

绸之路生态文化万里行”活动，让中国的生

态文化走出国门。

（本版组稿 胡利娟）

江泽慧：推动绿色事业的践行者

江泽慧获得国际木材科学杰出贡献奖

2002年6月11日，江泽慧获加拿大Alberta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合影留念

江泽慧到中科院基因研究中心实践交流

江泽慧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江泽慧在竹藤生物质新材料研究中心指导科研骨干工作 江泽慧在兴林抑螺试验基地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