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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水火无情，火灾一旦发生，可以毁掉大片森
林，所以森林防灭火是林业工作的重中之重。目前森林火
灾在世界各国仍然相当严重，特别是森林资源较多的国家
更是如此。全世界每年发生森林火灾几十万起，被烧林地
面积几百万公顷，有的年份竟达千万公顷，约占世界现有
林地面积的 0.2%以上。每年被山火烧死的人员达千人以
上。所以，森林火灾的后果非常严重，不但会损失大量的
林木资源，甚至会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对于我国来说，
实现“绿水青山”是我们当下的奋斗目标，那么，森林资
源就极其可贵，如何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通过哪些措施
来减少森林火灾的危害，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探讨。

下面就火灾对森林所造成的危害及森林防灭火两方面
措施（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一、森林火灾对森林的巨大危害
（一）火灾对林分造成的危害
林火能烧毁森林，破坏森林结构，降低林分密度，降

低森林价值。林火烧死幼苗、幼树，延长森林更新期。林
火会引起树种更替，常常是低价值的灌木林或次生阔叶林
更替珍贵的针叶林或常绿阔叶林。

（二）火灾对森林生态系统造成的危害
1.严重的火灾不仅烧毁森林，破坏郁闭度，烧毁地被

物，使土壤裸露，而且大大降低了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调节气候的作用。

2.火灾危害林内动植物，林火烧毁林下经济植物和药
用植物，烧死或驱走林内珍贵鸟兽。

3.林火使森林贮存的大量能量突然释放，破坏了森林
生态系统，造成生态系统内生物因子、生态因子的混乱。
此混乱往往需要经过几十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恢复。林火产
生大量烟雾，污染环境，引起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大量
烟（CO2）与水发生化学反应，在水中产生大量碳酸气，对
鱼类不利，也影响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推迟成熟期，影响
产量。

（三）火灾对林木造成的危害
火灾产生高温，使林木细胞原生质凝固而死亡。火对

林木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达到温度和持续时间。不同温度的
持续时间与针叶树受害死亡的关系如下表：

温度 持续时间死亡
49℃ 一个小时死亡
52℃ 几分钟死亡
60℃ 半分钟死亡
64℃ 立即死亡

（四）火灾引发森林病虫害
林火过后，未烧死的林木生长衰退，为大量病虫提供

了有利的生长环境。如小蠹虫以火烧迹地为发源地，以受
伤生长衰退的林木为寄主，使大量林木受害枯死。由于大
量枯立木的存在，林地容易再次发生火灾，造成恶性循环。

森林火灾后，树干基部和树木根部被烧伤，极易感染

关于火灾对森林的危害及其应对措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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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森林火灾的发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从林业行业角度看，会对林分、对森林生态系统、对林木、对林业土壤等造成极大的危害。应对

森林火灾，在技术手段上，可以通过划分火险区、开设防火线、营造防火林带等措施来预防和扑灭。在管理方法上，可以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加大森林防火

执法监督力度、探索实施“林长制”管理模式等措施来预防和扑灭。我们充分运用这些措施，可以达到杜绝或减少森林火灾发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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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朽病菌，造成干基腐朽和根基腐朽。这不仅影响木材的
工艺价值，而且还会引起树木干枯而死亡。

（五）火灾对森林土壤造成的危害
1.对土壤物理性质的危害。林火烧掉土壤有机物质，

破坏土壤团粒结构，降低土壤保水性，使土壤结构变得紧
密，大大降低土壤的渗透性，导致水分和空气不能渗透。
由于立木烧毁，土壤下层水分无法被吸取使之蒸发，破坏
了土壤下层水分的平衡，因而使低洼处地下水位升高，引
起沼泽化。火灾破坏了森林，使林地裸露，造成严重的表
层土壤冲刷。火灾促使林地干燥，非常不利于森林涵养水
源。

2.对 土 壤 化 学 性 质 的 危 害。 林 火 的 温 度 可 达
800 ～ 900℃。林火烧掉了土壤腐殖质，造成氮全部损失，
使无机盐钙、磷、钾变为可溶性物质，易被雨水冲走或被
淋洗到土壤下层，土壤营养成分受到损失。

3.对土壤微生物的危害。林火可使土壤表层 3 ～ 5cm
内温度高达 90～95℃，此温度使大量生物和微生物死亡。

（六）火灾促使林地草原化、草甸化
火灾降低了森林郁闭度，破坏森林结构，有利于阳性

杂草生长，促使火烧迹地草根盘结紧密，不利于森林更
新，可能导致反复发生林火，使林地演变为荒草坡，林地
草原化、草甸化日益严重。

二、森林防火技术措施
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其蔓延速度是很快的，即使发生

时燃烧面积不大，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扩散至很大面
积，比如经过一昼夜后增加的火烧面积情况如下表。

火燃烧面积

（公顷）
5 24 44 69 98 139

一昼夜后增加

面积（公顷）
19 20 25 29 35 48

所以，我们必须在预防森林火灾和及时控制森林火灾
上下功夫，通过技术措施来防范和控制森林火灾的发生与
蔓延。

下面是几种具体的防治森林火灾的技术措施。
（一）划分火险区
首先要了解整个规划地区内，各地段范围的森林火灾

危险程度，分别确定容易发生火灾和不容易发生火灾的地
段范围，并根据有资料以来发生森林火灾的地点，编制出
火灾发生地点图和火烧面积分布图。再按照林火损失、社
会情况、森林燃烧性和气象情况等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
级火险区。一级火灾危险性大，二级火灾危险性中等，三
级火灾危险性小。

（二）开设防火线、隔离区（带）
防火线是阻止林火蔓延的有效设施，可做为灭火的控

制线，有些还可做为运送人力物资的通道。
1.林内防火线。设置在针、阔叶林内或针阔混交林

内。为防止树冠火的蔓延，其宽度不应该低于平均树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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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倍。
2.林缘防火线。设在森林边缘与草原交界处，防止森

林与草原火灾相互蔓延，林缘防火线的宽度，要根据当地
地形、植被和气候条件而定，一般为 30 ～ 100m。

3.幼林防火线。宽 10m以上，要求在造林时就应规划
好。

我们应在林内、林缘等易于发生蔓延火灾的地段，结
合河流、道路等自然隔火物，开设战略性防火线，并尽可
能从一个隔火物开始到另一个隔火物为止，使其形成隔火
封闭线。

隔离区（带）也是有效的防火措施。我国相关部门应
在进行勘探考察的前提下，依据当地实际条件，如地势、
河流、山脉等的分布情况来划分区域，区域由若干个林场
来组成，每个林场之间要设置隔离区。而具体到林场要进
行防火设施建设，即林场内的一些区域要设立防火隔离
带，一般设置在山脚山脊、林地边缘、道路两侧。

（三）营造防火林带
在针叶林内、林缘、铁路两侧及重点火险区，用耐火

树种营造防火林带，对防止林火蔓延，尤其对阻止树冠火
的蔓延，能够起到比设置防火线更好的防火效果。密集的
耐火灌木可以阻止地表火。因此，营造防火林带，极为重
要。

营造防火林带，应选择枝叶茂密，生长迅速，郁闭
快，耐火性强，树木本身含有大量水分的树种。可选用的
主要树种有水曲柳、黄波罗、杨树、椴树、榆树等。防火
林带一般设在山脊或林区的道路两侧，主干线宽度不应低
于 100m，支线至少为 30 ～ 50m。防火林带应密植，一般
株行距 1m×1m，营造混交和多层林，林带应与当地防火
季节主风向相垂直。种植后应促进防火林带尽快郁闭，以
尽早发挥阻火作用。

（四）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林分抗火性
森林火灾是失去人为控制的森林燃烧现象，而发生燃

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可燃物、氧气和一定的温度。若
三者缺一，燃烧就会停止。而森林中所有有机物质均属于
可燃物，如枯枝落叶、树根、树叶、林下草本植物、地
衣、腐殖质等，尤其是枯草、枯枝落叶属于易燃物，又称
为引火物，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应加强森林抚育，清
除林内倒木，改善林内卫生状况，尽量减少可燃物，提高
林分抗火性。同时应及时造林，减少无林地、荒山荒地。

森林防火既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又是一项技术工
作。具体实施防火技术时必须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地特
点，充分利用现有防火条件，采取综合措施。

三、森林防火的管理措施
（一）制定和贯彻防治森林火灾方针政策
护林防火是群众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好这项工

作，方针政策很重要，对路的方针政策，才能调动群众护
林防火积极性。因此，为了实现护林防火的具体目标，在
进行规划时，首先要考虑如何制定和贯彻有关方针政策问
题。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要将防治森林火灾等应对大自然
灾害的内容纳入进去，使预防灾害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加大森林防火执法监督力度
近 10 年来我国查明火因的森林草原火灾，由人为原

因引发的占 97%以上。人为引发大火列前四位的是：祭祀
用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炼山造林。因此，要加强管
控各种情况的野外用火，严厉打击人为纵火。不能让随意
野外用火者心存侥幸，要防患于未然，在执法力度上要进
一步加强，在执法管控上要持续加深，要做到依法快速查
处、严惩故意纵火。

（三）尽快明确相关部门职责
2019 年笔者所在城市响应国家机构改革精神，重组

建立了应急管理部门、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林
业和草原部门、公安部门等，这些部门应就森林火灾如何
预防、如何扑救等具体事项划分好职责，各司其职，勇于
担当，通力合作。相关部门应制定应急预案，建立联动机
制，积极有所作为，尽快建立起大应急管理体制，切实提
高森林火灾防治力量。

（四）开发应用现代科学技术
我国科技强大，已取得很大突破，如研发的“北斗

星”定位系统已经开始投入使用。所以，我们应积极开发
应用先进现代科学技术如遥感卫星、无人机等，将这些科
技手段运用于森林火灾的防治工作中。对火灾情况进行监
测、预防、统计等，然后将搜集数据运用计算机软件进行
分析整理，建立火灾预防数据库，实行大数据管理。

目前，我国在护林防火研究方面的力量还很薄弱，存
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科技问题，如高效能的灭火机具及其配
套设施的研制、适合林区特点的越野性能极强的运输工具
的开发等，应积极开展相关科研工作，除现有科研单位
外，联合那些重点林业院校、有护林防火职能的部门等共
同攻关，尽快取得成果。同时推进最先进科技成果在护林
防火实践中的应用，切实提高护林防火工作效能。

（五）探索推进“林长制”管理模式
对于河流河道领域管理，我国已建立“河长制”，并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联系到森林保护，为确保“青山绿水”
长在，在森林管理领域也应探索“林长制”模式，按森林
的面积、地理位置等划分区域，设立“林长”对此区域森
林防火、林区保护等来负责，制定奖惩措施，与年末绩效
考核挂勾，对于成绩突出的给予相应的奖励。

在“林长制”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索是否设立“林
班长”，即对该森林区域内的各个林班安排负责人，在
“林长”下设立“林班长”，进一步细化各负责人的工作
职责，层层管理，层层把关，切实保证森林火灾零事故。

（六）加强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我们要结合森林分布、气象条件、火源特点等要素，

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林区是加强森林火灾风险隐患排查的
重点，每 10 千米必须设置一个检查站，生活在林区的县
（市）、乡镇、村、屯居民，如若进入森林林区，都要进
行登记、检查，宣讲林区防火相关规定，严禁下葬、上坟
时用火行为的发生。林业部门设立检查站工作人员巡防职
责，在所管辖区域每天都要巡护山林，填写巡护手册，对
巡护情况建立定期抽查制度。坚决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
安全风险，将森林火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森林火灾严重的危
害，人人都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同时注重做好森林防火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相应措施，
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监测工作，
灾情无小事，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保护好森林资源，使中
华大地处处“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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