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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寒温带林业研究中心

为加强以寒温带林业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基础科学研究，进一步完善林业科研创新体

系布局，2014年 6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研究决定，依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

研究所成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寒温带林业研究中心，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

械研究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寒温带林业研究中心的成立，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

械研究所实现了从“单一性研究所”向“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机构”的转变，强化了社会公益性，

促进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同时，也进一步完

善了我国林业科技创新体系的布局，加强了以寒温带林业生态建设为重点的林业基础科学

研究。

自中心成立以来，通过接收优秀毕业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内部科研人员调整等途径，积极加强创新团队建设，争取多方面支

持，创造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目前，中心下设林木遗传育种、森林培育、森林生态和

森林保护 4个学科，并配备分析实验室、育苗实验室和组培实验室。中心还从中国林业科

学研究院、东北林业大学等单位聘请林学、生态学、林木遗传育种和森林保护等学科知名

专家（客座研究员），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近几年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央级公

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学科群等科研项目，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绩。

中心还与大、小兴安岭有关林业企业、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经济合作关系。

为了适应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学科的调整，更好地开展寒温带林

业研究工作，《温带林业研究》期刊应运而生。《温带林业研究》的创刊必将在充分发挥普

及林学专业知识、搭建理论与实践沟通桥梁的基础上，加强温带林业科研成果宣传的科学

性和针对性，为广大林业工作者提供一个专业的、有针对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力争在我国

生态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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