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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资源的安全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
一。森林是基因宝库，是许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森林
是地球之肺，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森林也有助于防
风固沙、涵养水源、发展农牧业等。

森林火灾屡见不鲜，是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之一。全
世界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 22 万次，受灾面积达 1000 万
公顷。而且，森林火灾极具破坏力，且这种损害是难以逆
转的。以 2019 年的澳大利亚山火为例，火灾烧毁约 1900
万公顷深林，约 30 亿只动物受到影响，损失达到约 220 亿
人民币。总之，森林防火问题不容懈怠。

我国越来越重视森林资源保护工作，并提出新时代的
新要求。近年来，我国也日益重视森林保护工作，开展了
多项林业建设项目，森林资源世界排名日益靠前。而且，
针对全球变暖危机，我国也在国际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中国碳中和的目标，强调在增加森林
资源面积的同时，加强森林资源管理。在这种情势下，我
国于 2020 年正式实施了新版《森林法》。中央提出林业部
门需协同多个部门以科学的策略共同提升森林防火水平，
以满足人民对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系统安全的新要求，为
我国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基础保障。

总之，森林的重要作用，森林火灾的危害和森林管理
的新要求都需要更加科学高效的森林防火手段，更加科学
有效的监测手段。

一、奉节县森林防火工作概况
（一）森林资源现状
奉 节 县 位 于 重 庆 市 东 部， 东 邻 巫 山 县， 南 界

湖 北 省 恩 施 市， 西 连 云 阳 县， 北 接 巫 溪 县。 地
跨 东 经 109 ° 1 ′ 17 ″ ～ 109 ° 45 ′ 58 ″， 北 纬
30° 29′ 19″～ 31° 22′ 33″，面积 4087 平方千米。
森林面积 251281.68 公顷，森林覆盖率 61.3％，辖区内有
1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1 家国有林场，2 个风景区，1 个森
林公园。

（二）森林火灾概括
奉节森林火情一般多发生在春节前后和夏末秋初。春

节前后，人们多进行祭祖活动，再加上冬季气候较为干
燥，就很容易引发森林火灾。而夏末秋初，正值当地人所
说的“秋老虎”时段，气候炎热，伏旱明显，干燥的森林
就成了火灾的温床。由此可见，人为原因和气象因素（气
温、降水、空气湿度等）是当地森林火灾的两大重要诱因。

（三）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长处与不足
目前，奉节森林防火重点在抑制人为因素方面。一是

从管理方面压紧压实干部责任，强化督导检查；二是加强
舆论宣传，提高民众意识；三是严格火源管控，推进风险
普查。森林防火工作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是仍然存在不
足，缺乏对另一大诱因气象因素的细致分析。作为与森林

试论气象对奉节县森林火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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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火灾防控是重要的森林管理工作之一。新版《森林法》为森林防火提出来更高的工作要求：多角度、多方面、综合防控森林火险。除了传统

的火源因素，气象因素因其对森林火灾的重大影响也成为最近的研究热点，气象预报工作也成为新时期森林防火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以气象对奉节县

森林防火工作的影响为对象，首先阐述了森林防火重要性，再简单概述奉节县森林防火工作的现状和气象防火分析的必要性，然后探讨气象对森林火灾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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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的密切相关的因素之一，气象因素不能够被忽视。因
此，在当前的森林防火工作之上，还需要结合森林火灾
历史经验，分析气象因素与森林火灾发生的内在关联，探
寻森林火灾和气象因素之间的规律，构建森林火灾和气象
因素的模型，从而更好地对森林火灾防控进行预测预警，
为森林火灾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森林火灾防控整体水
平，保障森林资源安全。

二、气象对森林火灾的影响分析
作为森林火灾诱因之一，气象因素具有规律性和普适

性，是每个森林区域都应重视的。虽然气象的临界值和影
响的程度可能会随森林所处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从
气象的要素类型上去分析对森林火灾影响是一致的。比
如，在干旱少雨的气候下，树木、草被往往极易成为可燃
物，森林的防火等级总是不断攀升。经过对历史森林火灾
的研究，在众多气象因素中，气温、降水量、湿度以及风
速是最为突出的四个因素。

（一）气温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气温是森林火灾发生的重要气象因素之一，与森林火

灾发生概率有密切联系。气温升高过快导致森林水分蒸发
速度加快，森林环境更加干燥，为火焰燃烧创造有利条
件。历史火灾统计数据表明，一天中最容易发生火灾的时
间段是 10 ～ 16 点，而夜晚到凌晨时间段内，不容易发生
火灾。这是由于白天光照导致森林温度比晚上温度高，森
林湿度白天比晚上低。即使在夜晚到凌晨时间段内发生火
灾，火灾蔓延的速度较慢，人工灭火难度较小。另外，火
灾的发生需要可燃物吸收一定的热量达到着火点，为了满
足这一条件，必须有热量来源。而森林火灾发生时，热量
主要来源于森林中的空气。森林的高温会导致森林空气中
的热量升高，为可燃物燃烧提供的热量越多，更容易促进
燃烧。这样的情况下无疑会更容易导致大型火灾发生。总
之，温度通过操控水分蒸发速度和空气热量对森林火灾产
生影响。

（二）降水量的影响
降水量主要是通过影响森林中植物的生长状况以及森

林地面的湿度来影响森林防火。降水量大可以促进森林植
物生长，使植物的枝叶饱含水分。这就导致森林可燃物水
分较高，火灾发生概率低，火灾发生后容易灭火。再者，
降水量大可以使森林地表更加湿润，增强森林整体湿度。
在降水量很大的季节，即使气温较高，森林火灾也不容易
发生。而降水量小的季节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森林火灾发生
率。

（三）风速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风也是森林火灾的一大帮凶。它的作用主要集中帮助

火势移动，提供氧气，增加新火源这三个方面。风的存在
可以增加空气热对流和热平流，因此当森林火灾发生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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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往往会加速火势蔓延。而且，风的对流会增加环境
中的含氧量，为燃烧提供有利条件，从而加大火势的燃烧
强度。此外，风和火将产生“飞火”，加速火源的迁移。
燃烧物极容易形成新火源在新的地点引发燃烧，很多本不
相关的火区极其容易连成一片，不断增加森林火灾面积，
加大灭火救灾难度。

（四）相对湿度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空气相对湿度是指环境干燥程度。相对湿度与降水

量、森林可燃物的含水率有紧密关系，一般来说，相对湿
度越高，可燃物的含水率越高；反之，相对湿度越低，可
燃物的含水率越低。当相对湿度低于 55%时，森林中可燃
物的含水率也较低，此时属于容易发生火灾的相对湿度环
境。当相对湿度低于 30%时，森林中可燃物的含水率极
低，造成易燃植被的状况，此时发生火灾的概率很高。

三、气象分析对森林防火工作的启示
（一）气象因素对森林火灾灭火的影响
温度、降水量、风速、湿度等气象因素对森林火灾发

生的影响，为了避免这些不利因素对森林带来的危害，我
们应当充分利用气象信息的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森林火
灾灭火工作，提高防火灭火效率。

温度是森林防火中重要的气象因素，高温会增加森林
火灾发生的概率。因此，奉节县在全年温度高的时间段，
特别是 6 ～ 9 月（如表 1 所示），应做好森林防火工作。另
外，应尽量采取措施避免森林地区持续高温干旱，例如：
合理兴修水利设施，伏旱前注意山塘水库的蓄水，人工增
雨等。

表 1  奉节县全年平均气温分布表

月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最

高气温

（℃）

9 11 16 22 25 29 32 32 27 21 16 10

平均最

低气温

（℃）

3 5 9 13 17 21 24 23 19 15 10 5

数据来源：天气网

风的形成特征与地理自然面貌有关。奉节县地处四
川盆地东部，年平均降雨量 1116mm，以丘陵山地地形为
主，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山地丘陵地貌容易产生四种类型
的风，一种是谷风，由山谷吹向山顶方向，这种风是由山
谷和附近空气之间的热力差异引起的。第二种是山风，这
种风是由山顶向山谷方向的风。针对谷风和山风，为了避
免森林发生火灾，需要及时控制火源，切断火灾蔓延的
途径，避免火势愈演愈烈。第三种是焚风。气流在经过山
丘的时候在背风坡下沉，然后变得干热，由于背风坡的下
部温度偏高，相对湿度较低，因此遇到这种风时，一旦发
生森林火灾灭火难度较大，重点应当抓好火灾防控工作。
第四种是林风。林外气温在白天的时候比林内气温高，而
夜晚的时候林外气温比林内气温低。这种风一般发生在春
秋季节，在大气环流的晴天是最容易出现。这种气候条件
下，同样应当抓好火灾防控工作。尤其是针叶林最容易受
到这种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火灾，因此应重点防护好针叶
林，避免火灾发生。

相对湿度和降雨量是影响火灾中火势蔓延速度的重要
因素。在森林防火工作中，工作人员应把握好相对湿度和
森林火势蔓延之前的规律和关系，根据气象台站统计数据
得到的地区降水量高低时间段，对降水量少的时间段进行
重点防控，避免森林火灾发生。奉节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

风气候，雨水丰沛，四季分明。如表 2 所示，降水量集中
在夏季和秋季，气候比较湿润，需要利用有利的湿度条
件，做好森林火灾灭火工作。而冬季则降水量较少，空
气干燥，森林火灾发生概率大大增加。应加强森林防火工
作，避免森林火灾发生。

表 2  奉节县全年平均降水情况表

月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平均降

水天数
2 2 4 7 11 11 11 8 9 7 4 2

平均降

雨量

（mm）

14 23 50 98 160 161 182 127 137 98 47 19

数据来源：天气网

（二）气象设备
虽然气象复杂多变，但是却有规律可循。这启示我们

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对气象信息进行捕捉和归纳，提高火
灾险情预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多种多样的气象设备便利了气象观测。雨量计、雨滴
谱测量，雨雪传感器的使用提高了观测的频率和精确度；
土壤分析仪，干度湿度计等可以有效测量湿度。风速计和
风向标帮助工作人员了解风的变化；还有一些其他的气象
监测设备，包括气压表、太阳辐射传感器、紫外线传感
器，史蒂文森式百叶箱等，帮助记录一些重要的气象要素
和数据。

气象设备在森林火灾救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多
方面。一方面，利用气象设备可以对森林火灾发生地点或
火灾发生现场进行实时观测，通过采集现场气象信息，将
森林火灾的现场信息传输到火灾防控指挥中心，为火灾的
防控救援工作提供最新的气象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气象
设备可以对影响森林火灾的气象因素进行监测，收集相关
气象资料，及时对当地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报，预测未来的
天气变化趋势，提前通知林业相关部门做好森林防火准备
工作，力争避免森林火灾的发生，一旦发生将森林火灾的
损失降到最低。

四、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林业工程项目增多，森林面积增大，随之而

来的是森林防火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气象因素在森
林防火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森林火灾发生和森林灭
火有着紧密关系。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逐步在森林
防火工作中，融入林业信息技术，构建分析模型、搭建森
林火灾预警平台、结合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当地气象条件，
应用无人机等，建设智慧型防火管理综合平台，提升森林
资源保护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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