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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会东县森林防火工作的现状，分析了森林火灾发生的原因，结合森林防火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

相应预防对策，以期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参考，全面提高当地森林防火工作整体水平，有效保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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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会东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山地、金沙江中游西

侧，凉山州最南端。会东县气候以典型的干热河谷

气候为主，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干湿季节分

明，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16. 1℃，年平均日照

2 323 h，大于 10℃积温5 120℃，无霜期 262 d，年平

均降雨量 950 mm ～1 053 mm，平均相对湿度 65%。
会东县山地占全县总面积的 96%，全县林业用地面

积逾 21 万 hm2，占县国土总面积的 64. 8%，各类森

林、林木活立木总蓄积 560. 86 万 m3，森林覆盖率

42. 5%，森林植被多以云南松和华山松为主，间有桤

木、栎类、杉木等分布。该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其

主要特点表现为: 气候干燥，水热矛盾突出，水土流

失严重，人为活动频繁，植被群落一旦破坏恢复难度

很大。
会东县作为凉山州重点林区县之一，其生态区

位十分重要，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是四川省

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重点地区之一，是国家天

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率先启动地区之一。森林防

火方面，会东县属于国家区划的二级森林火险县。
该县通过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
森林植被恢复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实施，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现代林业产业建设的持续稳

步推进，林区资源保护和防火形势也随之发了明显

变化，对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森林防

火所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困难更

多，责任更大。结合新时期林区实际，采取更有效的

森林防火对策措施，做好森林防火工作，保护好森林

资源，对于维护区域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状况、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2 森林防火现状

近年来，会东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

工作，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机构、层层落实

防火责任，加强宣传教育、火源管理、防火值班和火

情报告制度，加强队伍建设、抓好森林火灾扑救，加

大火灾案件查处力度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使会东

县全民防火意识普遍得到提高，防火组织体系逐步

趋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和

扑救综合能力得到提高［1 ～ 3］。从近年来全县森林防

火工作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森林火灾发生率、受害

率、控制率均在省、州政府下达的全年控制指标内。
但是，全县森林防火工作总体上水平，仍然还处于一

个较低的水平，火灾发生的频率仍然处于频发、高发

的态势，给森林资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4 ～ 7］。
2． 1 森林面积蓄积增加，防火任务艰巨

近年来，随着全县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

林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和封山育林等国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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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项目的实施，森林面积和蓄积逐年增长。根据会

东县林业局统计，与工程实施开始相比，截止 2013
年底，全县森林面积由 1998 年的 9. 8 万 hm2 上升到

11. 63 万 hm2，净增 1. 83 万 hm2 ; 活立木总蓄积量由

492. 8 万 m3 增加到 569. 3 万 m3，净增 6. 5 万 m3 ; 有

林地的林地生产力从 0. 23 m3·hm －2 增加到 0. 26
m3· hm －2，净 增 0. 03 m3· hm －2 ; 森 林 覆 盖 率 由

36%提高到 42. 5% ; 有林地覆盖率由 33% 提高到

36%。森林植被林木郁闭度已大幅度提高，林区形

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对森林管护和防火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森林防火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

表 1 不同时期会东县森林资源统计

森林面积
( hm2 )

活立木
蓄积量
( m3 )

林地
生产力

( m3·hm －2 )

森林
覆盖率
( % )

有林地
覆盖率
( % )

1998 年 98 000 4 928 000 0． 23 36 33
2013 年 116 300 5 693 000 0． 26 42． 5 36

增加幅度( % ) 18． 67 1． 32 13． 04 18． 06 9． 09

2． 2 林内可燃物增多，森林火灾隐患突出

会东县森林类型属于亚热带植物区系，植物生

长旺盛。植被类型主要以针叶林云南松、华山松、杉
木为主，间有部分阔叶林桤木、栎类等及其它多年生

草木植物，针叶林面积占 80%，阔叶林占 20%，多年

积累的可燃物十分丰富。特别是农村燃料结构调整

后，天燃气、太阳能、沼气、电器化、燃煤的使用日益

普及，人为对森林植被获取逐渐减少，如林下植被、
枯枝落叶等森林可燃物大幅增多、增厚，林内可燃物

的增加，具备了发生火灾的物质基础，极易引发森林

火灾，自然因素造成森林火灾发生的形势越来越严

峻。
2． 3 气候条件偏温暖，森林火险指数偏高

会东县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水热时空分布

不平衡，干湿季节分明，雨季集中在每年 6 月 ～ 10
月，1 月 ～ 5 月属干旱季节，一般没有降雨。受近年

全球气温变暧，气候异常，持续高温、干旱、大风天气

等因素影响，极易引发森林火灾。加之由于商品林

采伐的实施，散落在林区的残枝落叶增加了堆积物、
可燃物迅速增厚，森林火险隐患加重，林区一直保持

较高的森林火险等级，极易因野外用火引发森林火

灾。
2． 4 林区生产生活动频繁，火源管控难度很大

会东县是农业生产大县，是四川省烤烟生产第

一大县，林区生产生活农事动频繁。一是农民烧玉

米干、煤烟、杂草等秸秆还田积肥等传统生产性用火

普遍存在，火源比较集中的区域主要是城镇周边、公
路沿线、田边地埂等重点地段。二是长期以来广大

群众有上坟烧纸、烧香祭祖、燃放烟花爆竹、点蜡烛

的习俗，这类火源相对集中在“春节”、“清明节”等

防火期内。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山区通乡、通村的公路逐渐增多，林区机动车

携带的火源、行人乱丢烟头、进入林区游玩、烧烤食

物等，进入林区旅游休闲的人员乱扔烟头、容易引发

森林火灾。三是相关企业在林区内进行矿产资源开

采、水电站建设、修建公路等工程建设较多，施工作

业用火、林区机动车辆携带的火种、电线老化等，点

多、线长、面广，火源管理任务十分繁重。四是对痴

呆聋哑、精神病等特殊人群的监管难以到位，火源监

管难度大，森林火灾隐患增多，容易引发森林火灾。
各类野外火源常年存在，防不胜防，使森林防火工作

任务十分艰巨。
2． 5 森林与农田交错分布，防火任务十分艰巨

会东县属山地类型，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平坝

较少，森林与农田交错分布。多数依山而居的农民

生活在林区，山区群众传统的生产性用火习惯，如烧

荒、烧地埂草、烧灰积肥等，粗放生活生产习惯，极有

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防火任务十分艰巨，扑火工作极

其艰苦。
2． 6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严重制约火灾的有效扑救

受自然条件、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林区道路不畅，森林防火基础设施薄弱，防控森林火

灾的能力不高，加之森林火灾的发生逐渐向交通不

便的偏远林区发展，重点林区多分布在边远山区，地

形复杂，林区年轻力壮的人员大部分外出打工、经商

赚钱，在家的基本上是留守儿童、老年人，一旦发生

森林火灾，很难组织足够的扑救力量，加之林区交通

不便，扑救人员很难及时赶到火灾现场，开展及时有

效的扑救，食物、饮水等后勤保障难以跟进。

3 引发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会东县近 5 年来森林火灾发生的情况进

行调查、统计显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因农

民烧玉米秆、烧烤烟秆、杂草、烧地埂和烧灰积肥等

传统生产性用火现象普遍存在，野外用火不慎引起

的林火较多，约占 30%。二是广大群众吸烟、“春

节”、“清明节”上坟祭祖，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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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炮，进入林区游玩的人员煮食物、烧烤食物等不当

行为，引起的森林火灾的情况也较多，约占 65%。
三是痴、呆、聋、哑和精神病等特殊人群引发森林火

灾，约占 3%。四是不法分子故意纵火，导致发生森

林火灾，约占 2%。

图 1 会东县森林火灾诱因示意图

4 加强森林防火的对策建议

4． 1 统筹兼顾，综合防治森林火灾

一是全面落实防火责任制，健全责任追究制。
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更加重视森林防火工

作，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制，由县委、县政府统一领

导，切实落实好县、乡( 镇) 、村、组、农户以及各相关

部门的防火责任制。同时，公安、法院、检察院等政

法部门要强化依法治火的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及时

查处违法违章用火案件，依法严惩森林火灾肇事者，

并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加强对

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森林防火的意识和自觉

性。二是实施综合治理工程。积极向国家和省州森

林防火指挥部汇报，争取森林火灾综合治理工程项

目资金。通过项目的实施，加强会东县林火预测预

报、监测、通讯、交通、扑火工具、运输车、基础设施和

扑救等网络建设，提高综合防控的能力。三是建立

健全森林防火机构。从县到乡镇均应该成立森林防

火指挥部办公室，单列机构，并落实人事编制、经费

和专职工作人员，保证机构和人员稳定，各级指挥机

构成员定期研究区域防火重工作。四是加大对森林

防火工作经费投入。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深

化，森林防火工作任务的日益艰巨，县、乡镇财政要

加大防火经费投入，并根据林地、林木权属和经营情

况，按照“谁受益，谁投入”、“谁管辖，谁组织”、的

原则，建立相对稳定、主体明确、多渠道、多形式的森

林防火投入新机制，确保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

展［8］。
4． 2 创新机制，分类管理野外火源

一，充分利用好非防火时期。会东县森林防火

发生期限主要是每年 1 ～ 6 月，其间: 又重点突出在

“春节”、“清明”两个节日期间，各乡镇、村组、林业

站、林场和森林管护点可根据本区域森林防火与天

气的关系，在分析所在区域火灾发生规律的基础上，

明确防火重点时期，要大力提倡文明祭祖，规范祭祀

用火，在重点区加强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抓好预防

和扑救。要积极动员农户秸杆还地，以增加土地肥

效，在进入森林防火期前的非重点时期和戒严期，应

该积极组织农民实行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的生产

性用火，保证农业生产的需要。二，严格野外用火审

批制度。高火险天气，林区一切生产用火都要严格

审批、严格控制，规范农( 林) 事用火，实行“五禁止”
和“六不烧”，“五禁止”即禁止在距林边缘 200 m 范

围内烧草烧灰积肥，禁止在林区吸烟，禁止在林区烧

煮食物，禁止在林区燃放烟花爆竹和烧香、烧纸钱，

禁止在林区用火。“六不烧”即未开设完全有效防

火线不烧、未组织足够的人力和打火工具不烧、森林

火险三级以上不烧、没有用火负责人和监督员在场

不烧、傍晚和夜间不烧、未经防火办批准不烧。县防

火办对批准用火进行全程跟踪监督，确保用火安全，

对农事生产用火地，采取“疏、堵、导”相结合的管理

方法，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防范的用火，消除火灾

隐患。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用火，尤其是在高火险期，

在重点防范区，要实行严防死守，严防山火发生。
三，强化宣传教育。乡镇和村组干部，对群众要宣传

好森林防火重要性加强年老人和小孩管理，特别是

要对痴、呆、聋、哑、傻人落实专人看护，从源头上杜

绝火源［9］。
4． 3 加强营林防火措施，提高森林自身的防火性能

首先需要转变营林生产方式，将营林工作与森

林防火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营林措施不断调

节森林的结构与森林的组成，改善森林的抗火性。
在森林火灾易发、多发地段建设好生物防火带，营造

林以桤木、核桃、栎类等阔叶林及抗火力强的树种为

主，以生物防火林带控制阻隔森林火灾发生与蔓延、
提高森林抗火能力和防控能力。其次，在防火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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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要加强对幼树的抚育间伐，调节可燃物的载

量，减少森林的物质基础，以改变森林生态环境。在

条件具备的地方，还可以采用计划清除林下可燃物

或实施计划烧除的方法来预防森林火灾［10］。
4． 4 建立森林防火应急队伍，落实防火扑火力量

首先，建立县、乡镇、村森林防火应急队伍。会

东县有 318 个村，在每一个村需建立以青年民兵、共
青团员、党员、干部、农民为主体的村级护林防火扑

火队伍，每个村分别配备 50 到 100 人护林防火人

员，并给予配备迷彩服、胶鞋、电筒、水壶和常用的扑

火工具; 县林业局应该组建一支约 50 人的常年性的

森林防火专业队伍，在重点林区乡镇也应该建立一

支约 30 人的季节性的森林防火专业队伍，一但发生

森林火灾，这些护林防火人员才能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为灭火赢的时间。此外，加强防火扑火知识和技

能培训。积极加强对各级扑火指挥员、扑火队员的

知识和业务技能培训，提高防火、扑火能力，确保人

身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三是落实工作经费。县财

政每年安排一定额度的专项经费用于森林消防，保

障工作正常开展［11］。
4． 5 全面推行森林火灾保险，减轻林农风险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深化，林业产业结构

发生变化，给山区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

题。一旦发生火灾，会使林农的生产、生活陷入困

境。应该在全县全面推行森林火灾保险，发挥其有

效的防御和分担风险的作用，发生森林火灾，由保险

机构负责理赔，及时地对火灾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

减少林农受灾损失［12］。
4． 6 建立健全森林防火责任体系，严格实行责任追

究制

建立健全森林防火责任体系，逐层落实防火责

任，实行森林防火指挥长包片、指挥部成员单位包乡

镇、乡镇领导包村，村组干部包农户，一级对一级负

责的森林防火责任体系和全方位抓防火的格局。

县、乡镇、村三级逐级签订《森林防火工作目标责任

书》，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片区林业站、林业职

工、看山护林人员，要逐层签订《森林防火工作目标

责任书》。在森林防火期内，严格坚持值班制度，值

班人员保持 24 小时开机。一旦发生火情，主要领导

要亲自己赴现场指挥扑救，对因工作失职、管理不

严、措施不力、行动迟缓，对发生大的森林火灾，不及

时组织有效组织力量扑救、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

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13］。

参考文献:

［1］ 段辉． 滇中林区林火特点及防火对策［J］． 林业调查规划，2009

( 增刊) ，34: 47 ～ 49．

［2］ 马岩，张明松，杨春梅，等． 森林火灾的危害及重要灭火手段的

分析［J］． 森林工程，2013，29( 6) : 25 ～ 27．

［3］ 傅俊卿，傅饶． 新形势下森林防火问题的探讨［J］． 森林防火，

2010( 1) : 21 ～ 25．

［4］ 邸雪颖，隋堃，蔡慧颖，等． 林木资源损失评估方法的实证研究

［J］． 森林工程，2014，30( 3) : 14 ～ 17．

［5］ 黄小银，徐爱俊，张晨辉． 森林防火监测型资源配置评价及优

化方法［J］．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1，28( 4) : 583 ～ 589．

［6］ 李建刚，李云秀，边华，等． 浅谈泸定县森林防火［J］． 四川林业

科技，2012，33( 6) : 124．

［7］ 龙汉利，覃志刚，刘福云，等． 四川干旱河谷地区植被恢复研究

进展［J］． 四川林业科技，2013，2013，34( 6) : 27 ～ 32．

［8］ 刘远愧，徐绍梅，张世平，李兴发． 景宁县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及

对策［J］． 现代林业科技，2010，7: 246 ～ 248．

［9］ 熊定伟，李梅，王腊梅，等． 凉山州干热河谷地区森林火灾成因

及防控措施探讨［J］． 四川林业科技，2014，35( 5) : 94 ～ 98．

［10］ 万守泉，冯文贵． 长宁县森林防火形势及对策分析［J］． 四川

林业科技，2012，33( 5) : 115 ～ 117．

［11］ 吴建国． 浅谈森林防火工作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路［J］．

国家林业局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0，9( 1) : 56 ～ 59．

［12］ 张思玉． 森林火灾分区分类施治理论研讨［J］． 安徽农业科

学，2009，37( 31) : 15561 ～ 15562．

［13］ 张文楚，潘颖瑛，贾伟江． 浙江省森林火灾高发期特征分析

［J］． 浙江林业科技，2010，30( 4) : 47 ～ 49．

011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