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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昌站盐源直升机场对森林航空消防

全面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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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阐述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工作现状和取得的成绩，剖析目前森林航空消防还

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探讨建设中的西昌站盐源直升机场在森林航空消防工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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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的回顾

南方航空护林总站西昌站( 以下简称西昌站)

自 1986 年建站以来，一直使用西昌青山机场开展森

林航空消防工作。先后使用了 10 余家通用航空公

司的 9 种机型，以西昌青山机场为作业机场、攀枝花

机场为备降机场，对攀西地区开展巡逻报警、林火卫

星热点核实核查、火情侦察、机降灭火、索降灭火、吊
桶灭火、机腹洒水灭火、火场服务和森林防火宣传，

以及载运各级领导空中检查森林防火、空中直接指

挥扑火救灾等多项工作，多年来的森林航空消防实

践，在空中巡逻报警和直接灭火相结合方面做出积

极的贡献。［1］
截止 2013 年，西昌站共累计飞行3 968

h 38 min，其中固定翼作业飞行 969 架次，2 385 h 04
min;直升机作业飞行 506 架次，1 583 h 34 min。空

中发现和侦察火情 878 起，对 68 个火场开展了机

降、索降、吊桶灭火，洒水 669 桶，机( 索) 降扑火队

员 151 人次;各级领导视察重要火场 63 个，并在 50
多个重要火场中机降扑火指挥员 146 人次，空投物

资6 000余 kg;空中抛撒森林防火宣传单 10 万余份。

2 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工作现状

2． 1 西昌站护区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西昌站航护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金沙江、雅砻

江、大渡河流经此区域，航护区总面积 992 万 hm2，

其中林 业 用 地 面 积 550. 5 万 hm2，有 林 地 293 万

hm2，森林覆盖率为 45. 23%。活立木蓄积为 3. 95
亿 m3。护区内有 18 个一级火险重点林区县，占整

个护区总面积的 68%。［1］

西昌站航护区是维持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稳定的

重要地区之一，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是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该区域干热河谷气

候特征明显，森林火险等级偏高，森林火灾频发，火

灾损失惨重，由于这一区域的气候、地形、植被的自

然条件所在，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具有过火面积大，

蔓延速度快的特点。如果不能在初发阶段将其控

制，就极有可能酿成重特大森林火灾，是全省森林防

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1］。

2． 2 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已成为当地森防工作中

坚力量

西昌站承担了整个攀西地区航护任务，森林航

空消防工作已成为当地森林防火体系建设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在林区防火、扑火中，特别在

扑救重要火场、关键火场和危险火场中，森林航空消

防的空中优势、机动灵活特点、快速出击能力和高效

扑救效果都得到了充分彰显，发挥了关键作用，已完

全被当地政府、各级森防指挥部和林业主管部门充

分认识、肯定和依赖。目前，已将西昌站森林航空消

防工作纳入到当地森林防火体系进行统一部署、统
一组织、统一调度和统一安排，使森林航空消防和当

地森林防火工作真正融为一体。一旦重点林区发生

火灾、地面无法靠近的火场，当地森林防火指挥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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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指挥部就非常迫切需要依靠空中灭火措施，依

赖直升机吊桶灭火，森林航空消防已成为当地森防

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

3 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工作存在的问题

3． 1 作业机场难以完全按需求保障森林航空消防

飞行

西昌站目前只能依附西昌青山民航机场开展森

林航空消防作业，飞行指挥、通信导航、航油供应、气
象保障等都是该机场提供，航站缺乏自主性，一切工

作受制于人。加之森林航空消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涉及的保障单位多，需要协调请示的事项

多，组织工作非常复杂，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

影响航护工作开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昌青山民

航机场航班数量逐年快速增加，森林航空消防飞行

时常与空军飞行、民航航班发生空域冲突，出现等待

飞行、延迟飞行和贻误飞行情况发生，民航机场难以

保障森林航空消防飞机的正常飞行，往往延误森林

火灾的扑救;二是有些保障单位个别人员思想意识、
救灾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对森林航空消防飞行保

障有时不作为、不积极，直接影响了森林航空消防的

正常飞行。
3． 2 同一机场不能有两架通航飞机同时作业

多年来，森林航空消防正常作业，按飞行保障相

关部门规定:同一机场不能有两架通航飞机同时作

业，需双机或多机作业时，协调难度极大。这一规定

不但制约了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事业的进一步发

展，也直接影响到了我站的工作安排和飞行计划。
目前已多次出现一架飞机在执行航护任务时，另一

架飞机即使要扑救火灾也不能按需要组织飞行。例

如，2011 年航期，国家林业局赴火场第一梯队工作

组乘坐 Y － 12 固定翼飞机空视和指导扑救木里鸡

依火场飞行中，冕宁县江口火场前线又紧急需要 K
－32 直升机空中支援灭火。但因 Y － 12 飞机还未

落地，K －32 直升机不能同时灭火飞行，由此延误了

最佳的灭火战机。2012 年和 2013 年的春航工作

中，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该规定和航站

业务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已经严重阻碍

了森林航空消防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面对如此

严峻的形势，必须正确分析问题所在。一旦发生火

情，及早发现，及时扑救，将森林火灾损失降低到最

低限度，充分发挥航空护林“早发现、行动快、灭在

小 ”的空中优势。
3． 3 偏远重点林区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西昌青山民航机场位于航护区中心地带，该

机场距西部重点原始林区的距离较远。由于受灭火

直升机自身续航时间和商载量的影响和制约，直升

机仅能到达西部重点林区边缘地带开展吊桶灭火作

业，而无法满足西部主要林区直接灭火的需要，造成

了航护范围内一些国家重点林区和重点森林火险区

无法纳入航空灭火的范围，阻碍森林航空消防措施

的有效实施，导致这些地区森林火灾的危害程度和

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例如，2005 年木里东子、水

洛、唐央火场，2009 年木里白碉、盐源大坡乡火场，

2010 年木里俄垭、三桷垭、母猪龙、盐源梅子坪、洼

里火场等重要森林火灾扑救过程中，由于这些火灾

距离西昌青山机场超过 130 km 以上，受灭火直升机

航程性能的限制，无法快速、有效对火灾开展吊桶灭

火作业，延长了地面扑救时间，造成了较大的损失。

4 森林航空消防的发展趋势及对策

森林航空消防是体现一个国家航空护林水平高

低的标志之一，据资料显示，俄罗斯森林航空消防卫

队每年有 240 架各种型号的飞机用于森林火灾扑

救。加拿大每年用于森林防火的飞机超过1 000架。
美国农业部拥有 146 架专用防火、灭火飞机。韩国

专用的灭火飞机有 40 多架。［2］
随着我国林业事业的

发展，要确保实现“促进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发展现代林业”的林业建设总的目标。并将这个理

念引申到森林航空消防之中，具体化就是航空直接

灭火的能力提高，森林防扑火队伍将更加专业化，防

扑火装备趋于现代化。［1］
不断地提高森林航空消防

空中直接灭火的能力应是我国森林航空消防事业发

展方向。［2］
一个基地，多个机场作业和集中优势兵

力打歼灭战已成为机动灵活、提高飞机利用率的有

效途径。而采用大型直升机灭火和运输将有效地促

进扑火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直接灭火能力的提高。［1］

5 西昌站盐源直升机机场修建的必要性

为充分发挥森林航空消防直接灭火的作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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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打早、打小、打了”的灭火方针，实现人机结合和

快速、高效的灭火作战的目的。在西部原始林区、重
点林区建设直升机机场，也就是体现一个基地，多个

机场作业，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提高飞机利用

率的有效途径。［1］
实现立体监测，立体灭火，以人为

本，科学扑救。
西昌站自 2009 年使用 K － 32 直升机成功对冕

宁里庄火场实施吊灭后，在管护区高山峡谷地带的

森防工作就由巡逻报警向航空直接灭火转变。西昌

站盐源直升机场作为森林航空消防专用直升机机场

属于通用航空机场的一种类型，该机场的建设和使

用，对推动攀西林区森林航空消防事业健康发展、持
续发展和有效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

解决目前制约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业务发展的诸多

问题，提高西昌站森林航空消防的综合能力，使森林

航空消防空中优势和不可替代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二是可以实现森林航空消防机场设施现代化、管理

工作规范化、队伍建设专业化，扑救工作科学化，全

面提高攀西地区航空直接灭火能力，充分发挥灭火

直升机的空中优势和快捷、高效的灭火作用;三是可

以扩大航空灭火覆盖范围，将西昌站航护区西部、北
部的盐源、木里、九龙、冕宁等大部分重点林区及火

险区纳入森林航空消防直接灭火范围，明显增强航

护区内森林火灾的综合扑救能力，加强森林航空消

防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火灾损失，确

保西昌护区的航护任务得到及时、高效、顺利的完

成。

6 西昌站盐源直升机机场的作用

西昌站经过长达两年的严格调研、分析和论证，

“十二五”期间，决定在位于西部重点林区腹地的盐

源县建设全功能直升机机场，机场建成可以更加有

效地对西部原始林区、重点林区实施预防、监控和扑

救工作，最大限度提升直升机灭火能力和效果，使森

林航空消防更好地参与护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6． 1 提高森林航空消防的整体效益

西昌站盐源直升机机场投入使用后，一是从根

本上解决制约森林航空消防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飞行保障、调度指挥、航站布

局、航空灭火、应急反应、航站科学化管理、后勤保障

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二是避免了西昌青山机场空

域管制问题和航班冲突问题，减少航空灭火无效飞

行和低效飞行，缩短直升机起飞、降落和避让等待时

间;三是扩大了航空灭火飞行作业范围，填补了西部

偏远重点林区航空直接灭火空白，提高了灭火直升

机的有效利用率，从而大幅度提高森林航空消防的

灭火能力和经济效益。
6． 2 直升机作业范围全面覆盖重点林区

西昌站盐源直升机机场投入使用后，可有效延

伸和扩大直升机作业范围，有效延长吊灭时间，提高

航空直接灭火的效果。航护区内的盐源、木里、冕宁

县区域的林区均是森林火灾多发区，也是森林防火

工作的重点区域。但是受地形、交通、通讯等条件的

限制，造成灭火组织人员抵达现场困难，地面灭火难

度大，极易延误最佳灭火时间，造成重大火灾事故。
按照目前使用的直升机性能，以盐源直升机机场为

中心，直升机作业范围:东面覆盖西昌、德昌县飞播

林区，南面可延伸到攀枝花市重点林区，西面可扩大

到盐源、木里县的原始林区和风景区，北面可延长至

九龙、冕宁两县的重点林区和重灾区进行飞行作业，

使航护区内的重点林区和火险区实现航空直接灭火

的全面覆盖，由此大力提升航空直接灭火、航空巡护

的范围和能力。
6． 3 进一步推动高山峡谷林区吊桶灭火工作

近年来，西昌站虽然在离青山机场近距离的高

山峡谷林区开展吊桶灭火作业，获得了成功，有了突

破性进展，并在扑救森林火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西昌站护区西部、北部的盐源县、木里县、冕宁

县和九龙县等大部分高山峡谷林区，远离西昌青山

机场，这些地区海拔一般在2 000 m 以上，地形、气

候条件极为复杂，是世界上开展航空护林难度最大

的地区，这一直是西昌站吊桶灭火空白点，也是西昌

站下一步森林航空消防工作开展的重点和发展方

向。在盐源直升机场投入使用后，一是森林航空消

防工作将深入到航护林区腹地，针对西部、北部高山

峡谷重点林区开展直接灭火作业，填补这些区域吊

桶灭火的空白;二是在现使用的直升机性能范围内，

可以进一步探索、拓展高山峡谷林区吊桶灭火途径，

将高山峡谷吊桶灭火工作向纵深发展，切实解决当

地森林防火工作、抢险救灾工作的实际困难和需要，

使吊桶灭火措施能在更多林区、更大区域和更加需

要的地方得到运用和发展。
6． 4 有利于开展直升机野外流动加油作业

西昌站盐源直升机机场建成并投入使用后，一

(下转第 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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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不食尽苞虫竹叶又另作新苞，至 6 龄时每天要

转换一次新苞，因此多数时间只见苞不见虫。老熟

幼虫吐丝坠地，在杂草根部入土结茧。被竹螟幼虫

啃食过的竹林，竹叶大量脱落，新竹容易因此而死。
实生苗造林楠竹幼林地新竹多，有利于初龄幼虫的

取食，所以虫灾重。
4． 2 天敌

竹织叶野螟有多种自然天敌，捕食类的如画眉、
燕子、长尾蓝雀、肯蛙、蟾蜍、蜘蛛、蚂蚁、步行甲、草
蛉幼虫等;寄生类的如赤眼蜂、竹螟绒茧蜂、长距茧

蜂、甲腹茧蜂和白僵菌等。
4． 3 防治方法

为了控制竹织叶野螟的蔓延，保证实生毛竹苗

造林幼林地能成林成材，防治方法如下:

4． 3． 1 营林措施

4． 3． 1． 1 秋季抚育:在秋末冬初进行刀抚，砍除竹

林林内及周边的杂草、藤蔓及灌木清除并烧成草木

灰，可以肥地;这样可以破坏竹织叶野螟越冬环境。
4． 3． 1． 2 冬季翻地:在冬季将林地深翻 30 cm 以

上，将土中幼虫虫茧翻到土表，冻死，为消灭翌年害

虫打下基础。
4． 3． 1． 3 施肥:在冬季翻地的同时增施复合肥及生

石灰，由于造林的是酸性山地黄壤，普遍缺氮磷、钾、
钙，每年每 667 m2

施复合肥 300kg，生石灰 100kg，

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子增强竹鞭吸收能力，提高抗

逆能力，增强对病虫的抵抗能力。

4． 3． 2 保护利用天敌

保护林内及周边画眉、燕子、长尾蓝雀、青蛙、蟾
蜍、蜘蛛等，因为鸟类大多喜欢吃虫，所以我们人工

设置鸟巢，让候鸟有栖息的场所。
4． 3． 3 物理措施

5 月中旬到 6 月初成虫产卵期，在竹林周围设

置蜜源植物或利用灯光诱杀成虫;6 月初虫苞出现

时人工摘除虫苞，将虫苞内的幼虫弄死，注意把握时

机，应在幼虫转苞前，否则对竹林危害严重。
4． 3． 4 生物防治

幼虫期林间喷 Bt、白僵菌或竹腔注射杀虫双原

液 1 mm ～2 mm。幼虫期林中施放赤眼蜂。5 月底

幼虫孵出时，喷洒白僵菌高孢粉剂;

4． 3． 5 化学防治

5 月中旬到 6 月初成虫产卵期，在附近的蜜源

植物上喷 80 ﹪敌敌畏乳油1 000倍液以清除附近蜜

源植物上摄食的成虫，可有效减少种群数量。也可

用 98%晶体敌百虫 1∶ 50 倍液喷施，施用后 1h 幼虫

挂丝垂地，挣扎翻滚，次晨即大量死亡。或 50% 杀

螟松乳油1 000倍液，或 1% 灭虫灵2 000倍 ～ 3 000
倍液;也可用 40% 氧化乐果原液每株 1 mm ～ 1. 5
mm 注射入竹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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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在偏远重点林区发生森林火灾时，盐源直升机机

场可充分利用自身空中管制权、调度指挥权和通信

导航、航油保障能力，及时将航油车和直升机组织到

火场附近，开展直升机野外流动加油灭火作业，最大

限度提高直升机灭火能力和效果。因此，依托盐源

直升机机场开展野外流动加油作业，一是可以充分

利用直升机的有限飞行时间;二是间接延长直升机

的灭火时间;三是有利于赢得扑火时间，抓住灭火战

机;四是能够充分发挥森林航空消防的优势，改变目

前单一扑救森林火灾的模式，真正做到机动灵活、靠
前指挥，高效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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