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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比分析了攀枝花市历年森林火灾发生次数与为害面积的季节分布、月份分布和市县分布以及影响攀枝
花市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的气候、地形和人为等因素。结果表明：人为因素是影响攀枝花市森林火灾发生与发展关

键因素，在考虑森林火灾发生的自然属性外，要着重考虑人为因素的影响，旨在为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

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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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地区
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和损失不同程度地呈上升趋

势［１－４］。研究森林火灾的时空分布，寻求森林火灾

发生发展规律，研究其与环境的关系，为分析森林火

灾分布规律提供科学依据，为森林火灾预防以及预

测预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５－７］。对小范围森林火灾

的时空分布与环境关系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掌握

林火的蔓延和扑救规律，为林火扑救指挥服务；对大

区域森林火灾的时空分布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

主要是为了掌握林火发生的自然属性，为有针对性

的制定防火规划服务［８］。

攀枝花市是四川省林火多发区域［９］，有着独特

的气候、地形和区域民族特征。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攀
枝花市共发生森林火灾４６９次，占四川省森林火灾
总次数（２１３８次）的２１９％；森林火灾火场总面积
５４９２１９ｈｍ２，占全省（２２９２２５２ｈｍ２）的 ２４０％；
森林受害面积 ５６７６３ｈｍ２．占全省总受害面积
（６３８３８１ｈｍ２）的８９％。由于攀枝花市火场次数、
面积和森林受害面积占全省比重大，有必要对攀枝

花市一般森林火灾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为今后林



火预防和预测提供工作的科学依据。

１　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季节分布与月份分
布

　　根据四川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２００８年 ～
２０１３年森林火灾的统计数据分析，攀枝花市森林火
灾主要发生在冬季（１２月～翌年２月）和春季（３月
～５月），分别占总次数的２１５％和７７８％；；夏季
（６月～８月）很少发生，占总次数的０６％，秋季（９
月～１１月）未发生火灾。按火灾面积统计，冬季火
灾面积占１３８％，春季占８５１％，夏季占１１％。

攀枝花市火灾发生次数全年以４月份最多，占
全年总次数的３５０％，其次是５月份，占２３０％，３
月份占１９８％，２月份占１８６％；火灾次数最小是６
月份，占０６％，其次是１月份，占３０％。

攀枝花市火灾面积全年以４月份最大，占全年
总次数的４０６％，其次是５月份，占２６０％，３月份
占１８６％，２月份占１２２％；火灾面积最小是６月
份，占１１％，其次是１月份，占１７％。

２　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逐月乡镇分布

１月份火灾次数以格里坪镇、普威镇最多，分别
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１４３％和１４３％；火灾面
积以普威镇、红格镇最大，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

积的４０３％、１０９％。
２月份火灾次数以红果乡、桐子林镇和格萨拉

乡最多，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 １１５％、
８０％和６９％；火灾面积以桐子林镇、红格镇和银
江镇最大，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积的１４８％、
１５７％和１７９％。

３月份火灾次数以丙谷镇、草场乡和红果乡最
多，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６５％、６５％和
６８％；火灾面积以格萨拉乡、仁和镇和红格镇最大，
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积的 ８５％、１０７％和
２３４％。

４月份火灾次数以丙谷镇、草场乡和攀莲镇最
多，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６１％、６１％和
７３％；火灾面积以格里坪镇、银江镇和红格镇最大，
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积的 ９７％、９８％和
１３５％。

５月份火灾次数以丙谷镇、永兴镇、桐子林镇和
攀莲镇最多，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５６％、

５６％、７４％和１２０％；火灾面积以红格镇、攀莲镇
和银江镇最大，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积的

８４％、１３９％和３６４％。
６月份火灾次数仅有３次，惠民乡、垭口镇和仁

和镇各 １次，分别占该月全市总火灾次数的
３３３％、３３３％和３３３％；火灾面积以仁和镇最大，
占该月全市总火灾面积的９５２％。

３　影响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因素

通过对攀枝花市森林火灾季节分布与月份分布

数据的统计分析，结合攀枝花市森林火灾发生特征，

该区域森林火灾的发生是气候、气象、森林植被、地

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１０～１２］，林火

的频率和强度显著不同［１３］。

３．１　气候气象因素
气候气象因素是影响攀枝花市火灾的重要因素

之一。攀枝花市气候独特，属南亚热带亚湿润气候，

从河谷到高山具有南亚热带至温带的多种气候类

型。火灾主要发生在干旱河谷区域，具有夏季长、温

度日变化大，四季不分明，降雨少而集中，日照多，太

阳辐射强等特点，全年日照时数长达 ２３００ｈ～
２７００ｈ。年总降水量在７６０ｍｍ～１２００ｍｍ之间，
分干、雨两季，降水量高度集中在雨季（６月 ～１０
月），雨季降雨量占年降雨量的９０％左右，攀枝花市
火灾具有季节集中性，主要发生在春季（３月 ～５
月），降雨少，且日照长，易发生火灾。

３．２　植被因素
受森林资源分布的不均匀［１４～１５］特点影响，从植

被来看，攀枝花市的一般森林火灾多发于干热河谷

区的荒草地和稀疏灌丛。易燃稀疏灌丛多为针叶

林，主要为云南松、云南油杉林，这可能是因为针叶

林的油脂含量比较高，森林可燃物比较多。一旦有

火源介入，很容易发展成为较大的森林火灾。

３．３　地形因素
地形通过气流和局部小气候直接影响林火发生

与蔓延，其影响主要与坡向、坡度和海拔高度有关。

从坡向来看，一般森林火灾多发于东南坡、南坡、西

南坡和西坡，以南坡的次数最多；而东南坡、南坡、西

南坡和西坡为向阳坡，光照充足，植被生长较快，可

燃物较多，较易发生森林火灾。从海拔高度来看，一

般森林火灾多发于海拔高度 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之
间地区。可能是因为农业区海拔在 １０００ｍ～１８００
ｍ，人为干扰大。同时，海拔低于１５００ｍ为独特的

５９５期 陈德朝，等：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干热河谷地带。火灾次数较多和火灾面积较大的丙

谷镇和攀莲镇位于安宁河边，铜子林镇位于雅砻江

边，格里坪镇、红格镇、和银江镇，多为干热河谷稀疏

灌丛。从坡度来看，一般森林火灾多发于６°～３５°
之间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坡度６°～３５°之间的区域
为人类活动频繁的地区，人为火源较多，易发生森林

火灾，表现出严重的区域聚集特征［１６］。

３．４　人文因素
结合国内外森林火灾的火因来看，人为影响在

森林火险评价中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１７－１８］。

乡村公路及过往车辆人员丢弃的烟头、痴呆弄火、小

孩玩火、上坟、农牧业用火、烧荒烧灰、炼山造林、旅

游和开矿活动等，都会成为威胁森林安全的火

源［１９］。在居民地周边的山林也属于人员的活动范

围，一些林内吸烟、野炊、篝火等野外火源点也会增

加。由于攀枝花市的森林火源基本为人为火源，人

为因素是引起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２０～２１］，人文因素

中，从经济方面来看，攀枝花市一般森林火灾多发于

人均ＧＤＰ小于１万的地区；从道路和居民地距离来
看。一般森林火灾多发于距离道路和居民地 １０００
ｍ以内的地区。人均 ＧＤＰ小于 ｌ万的地区和高程
在 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ｍ之间的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
集地。经济较为落后，整体素质不高，防火意识不

足，生产和生活用火较多，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４　结论

森林火灾对森林凋落物和养分造成巨大损

失［２２］，但火灾有其自然属性，是森林演替过程中的

重要影响因子［２３～２５］，森林防火部门要着重考虑人为

因素对攀枝花市森林火灾的影响。森林防火部门可

将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林区人民的森林防火意

识、加强主要道路和居民地附近的森林防火设施建

设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心。同时，通过林火空间

分析并采用分区管理模式，对提高林火管理水平、节

约防火资源都是十分有利的［２６］。此外还需要加强

森林灭火队伍建设，提高对森林火灾的及时响应和

扑救能力，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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