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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川西北高原地区森林火灾发生和发展特点，初步探讨了该区域森林火灾防控的难点，并结合川西
北高原地区森林火灾防控存在的困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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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火灾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具有自然、人
为灾害的双重性，其发生原因与天体演变、气候变化

和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川西北高原地区特殊的气

候、地理特征，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极易酿成森林大

火，防控难度极大［１～２］。正确了解和掌握川西北高

原森林火灾发生发展的特点、难点，探索适合川西北

高原森林火灾防控思路，对正确实施有效指挥、高质

量完成防火灭火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４］。

１　基本情况

川西北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位于中国四

川省西北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区境内。面积约１６６万ｋｍ２。平均海拔在 ３０００ｍ
～４０００ｍ以上，是四川省地势最高地区。年均气
温０～６℃，极端最低温 －２０℃以下。１０℃以上活动
积温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全年长冬无夏，春秋相连，
为四川热量最低地区。

２　川西北高原地区森林火灾主要难点

川西北高原地区森林防火期为每年１１月１日
至次年５月３１日，其中１２月至４月是森林防火高
危区，森林防火责任大、任务重，森林防火工作压力

大，当前迫切需要加强高原地区森林火灾防控工作

和提升防火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是做好森林防火工



作的前提。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抓

实、抓细、抓好森林防火各项措施，确保森林资源安

全和人民财产安全为根本。现浅析川西北高原地区

森林火灾防控存在主要难点：

２．１　防火战线长、通讯、交通不便，火灾潜在性突出
川西北高原地区地广人稀，属高山峡谷地段，民

族宗教信仰浓厚，游牧不定居，防火战线长，衔接、协

调、联防不便；加之人员活动频繁，宗教信仰有差异，

火源管理不一，经济发展落后，通讯、交通不畅等不

利因素，森林火灾隐患较为突出，易发生人为森林火

灾潜在性特别突出［５～６］。

２．２　极端天气及地理因素，森林火灾防控困难
川西北高原峡谷地区平均海拔在 ３５００ｍ以

上，冬季水位下降、水源较少、加之冬季高原较为寒

冷，基本气温在－１０℃至－２５℃之间，高原地区水源
封冻结冰，发生森林火灾后人员背水或水泵、飞机吊

桶［７］等作用取水困难，防火机具无法发挥应有的作

用，延误扑火最佳时间，无法实现“打早、打小、打

了”的目的，既有可能小火酿成大火，扑救工作更为

艰难。

２．３　林下可燃物增多，易发森林火灾
随着林业两大工程的实施，川西北高原地区森

林资源的采伐得到有效控制，森林资源存贮总量大

幅提高，森林郁闭度大，藤蔓交错，枯枝落叶长年累

积，腐殖质厚实，导致火险等级升高，山火发生概率

增大，增大了防火难度。与此同时，区域纯林较多，

川西北高原地区森林植被以云杉、冷杉、白桦、红桦、

油松、高山柳、沙棘为主，而且多数为纯林林分，其中

云杉、冷杉、白桦、红桦、油松［８－９］等高火险树种为主

的纯林占森林资源的７０％以上，发生大面积森林火
灾难以控制。

２．４　林区输电线路繁多，防火隐患突出
林区输电线路大多跨越高山与林区，属大跨距

电力输送，输电线路铺设环境较为复杂，由于在春夏

两季，线路旁边的树木生长较快，树木的枝叶有的会

无限接近甚至压迫着输电线路，防火期天气十分干

燥，风力较大，一旦遇到风雪天气，就很容易造成导

电或线路被压断现象，从而引发输电线路故障，发生

森林火灾潜在性很大。

２．５　防火意识淡薄，侥幸心大于责任心
按照《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工

作实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就明

确了责任主体，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林业主管部门全

力执行具体事项，这样很多部门、很多人认为森林防

火工作是林业部门的事，安排事宜不关心、不落实、

不贯彻、不执行，森林防火执行力度大大折扣，增大

了防火工作难度；还有有些地方，未发生森林火灾，

从而放松了森林防火工作的警惕性；有些地方领导

干部始终关心天气变化大于工作安排部署和督促检

查，存在靠天、靠运气的侥幸心理；总之在森林防火

工作中还是存在责任不到位、落实不得力、执行力不

够等情况，从思想上就放松了防火这根弦，放松了防

火的责任心，人为思想上的松懈，导致森林防火管理

难度加重。

２．６　扑救队伍素质不高，不能达到科学扑救
森林扑火队伍建设是森林防火工作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森林扑火队即是生态建设的参与者，更是

生态安全的保护者。但我们很多地方因各种原因，

目前未组建起专业扑火队伍，一般都是村民义务扑

火队。文化、体能、技能等各方面差异很大，导致扑

救效果、安全方面存在严重滞后。但群众扑救队伍

在扑救森林火灾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存

在群众扑救队伍在火场扑救、自救等基本常识不清、

不明、不懂等现象，存在发生扑救人员伤亡事故隐患

偏大。

３　川西北高原地区森林火灾防控的建议

３．１　应用现代森林防火科技技术，维护防火设备
针对防火战线长、通讯、不便，极端天气等问题，

建议将电子监控、地理信息系统、ＧＰＳ遥感技术、计
算机等先进的科技逐步运用到森林防火工作之中，

对重点林区、重点公益林区、名胜风景区推广安装电

子监控系统，一旦发生火情，通过数字、图像传输于

防火指挥部，及早组织人员进行扑救。

同时，定期检查维修防火检查站、值班室、望

台（防火哨），维护防火和起隔离作用的林区道路，

及时补充各类防火设施设备，保证森林火灾早发现，

早到达，早扑救。

３．２　完善防火管理体制和培训机制
针对川西北高原地区火灾扑救队伍素质不高。

建议上级按照《森林防火条例》、《四川省森林防火

条例》有关规定设立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和人员编

制，负责组织、协调和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森林防火

工作，确保政令畅通、行动一致。并建立防火物资管

理及使用维护人员培训机制，组织有针对性短期培

训，提高防火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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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加强防火工作人员待遇，提高防火积极性
针对森林火灾潜在性强、防控困难等特点，森林

防火工作要求加强值班制度，坚持２４小时值班，确
保政令畅通。森林防火工作于气象、应急、地震等部

门有同样、同等的工作责任和要求，但在值班补助、

轮休等待遇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大大降低了防火值

班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建议上级有关部门

出台相同的待遇政策文件，增强防火工作人员的责

任心。

针对森林防火期时间长，任务重。一旦有火情，

防火工作人员不分昼夜第一时间赶扑现场，了解、掌

握火情动态，及时反馈，为指挥扑救和趋势研判提供

依据。火情发生后防火工作人员出勤后家人和领导

经常是提心吊胆。建议对森林防火工作人员购买人

身意外保险等，加强特殊岗位待遇，提高森防火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

总之，加强预防高原地区森林防火工作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在森林防火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

“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加强对林区群众和

外来人员的宣传教育力度，切实贯彻落实“既要金

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的理念，从群众、从小孩、从

外来人员、从机关干部、从单位、从企业等不同人员、

不同群体抓好森林防火这项长期性、复杂性、突发性

大的生态工作。始终牢记通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

力量做森林防火工作，才是永保高原森林生态资源

安全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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