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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问题及有效灭火对策探讨

鹿德林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Ǔ河北Ǔ承德Ǔ067000

摘Ȟ要：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面临气候变暖、地形复杂、基础设施不足、违规用火增多及消防队伍老龄化等问题。

对策包括建立预警监测机制、加强通信网络建设、加快应急通道建设、落实责任制度、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及宣传工

作。通过科技支撑、基础设施完善、责任明确及公众意识提升等措施，旨在降低火灾风险，提高森林防火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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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有林场作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其森林防火工

作关乎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然而，在全球气候变

暖、人为活动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森林防火形势日

益严峻。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国有林场森林防火面临的问

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提高森林防火水

平、保障森林资源安全提供参考。

1��国有林场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问题

1.1  全球气候变暧，森林防火形势更加严峻
随着全球平均气温的逐年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变得

愈发频繁和剧烈。干旱，这一森林火灾的天然催化剂，

其发生频率和持续时间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显著增加。

长时间的干旱导致土壤湿度下降，植被枯萎，森林中的

可燃物变得异常干燥易燃。一旦遭遇火源，即便是微小

的火星也可能迅速引发大规模火灾，火势蔓延之快、破

坏力之强，令人触目惊心。高温天气也是加剧森林防火

形势的重要因素。高温不仅加速了可燃物的干燥过程，

还提高了火势的蔓延速度，使得火灾扑救工作更加困

难。在高温的炙烤下，消防队员的体力消耗加剧，灭火

设备的效能也可能受到影响，这无疑给森林防火工作带

来了更大的压力。

1.2  地形环境复杂，可燃物数量持续增加
国有林场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资源宝库，其地形环

境的复杂性为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诸多难题。这些林场

往往地处偏远，山高坡陡，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使

得防火巡查、火源监控以及火灾扑救等工作难以有效开

展。尤其是在雨季过后，山林间的小路变得泥泞不堪，

更是增加了人员进出的难度，限制了防火措施的实施。此

外，森林中可燃物的持续累积也是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的另

一大挑战。随着树木的生长和季节的更迭，枯枝落叶、杂

草灌木等可燃物在森林中大量堆积。这些可燃物不仅数

量庞大，而且分布广泛，一旦遇到火源，便能在极短的

时间内形成熊熊大火，迅速蔓延至整个林区。特别是在

干旱季节，由于降水稀少，空气干燥，可燃物的含水量

降低，更是大大增加了火灾发生的概率和危险性[1]。

1.3  基础设施不完善，森林防火难以有效开展
首先，防火通道作为火灾发生时快速进入火场、实

施扑救的关键路径，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火灾扑救的

及时性和有效性。在一些林场中，由于地形复杂、资

金匮乏等原因，防火通道建设滞后，甚至存在被植被覆

盖、杂草丛生的情况，导致消防车辆和人员难以迅速到

达火场，错失了最佳扑救时机。其次，消防设备是扑救

火灾的重要工具，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扑救效果。

在一些林场中，由于投入不足、维护不善等原因，消防

设备数量有限且老化严重，难以满足火灾扑救的需求。

一旦火灾发生，这些设备往往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给

扑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4  违规用火增多，火源管理难度增大
一方面，随着户外休闲活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进入林区进行野炊、露营等活动。这些活动往往伴

随着违规用火的行为，如未经许可点燃篝火、乱扔烟蒂

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可能瞬间引发森林火

灾，给森林资源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此外，一些不法分

子为了个人私利，在林区进行焚烧垃圾、非法狩猎等活

动，也极大地增加了火源管理的难度。另一方面，传统

文化习俗中的用火行为也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不小的

困扰。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群众在祭祖时习惯于烧

纸、烧香等传统方式，这些行为不仅污染了环境，更增

加了森林火灾的风险。尽管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加强

了对这些传统习俗的宣传和引导，倡导文明祭祖、绿色

祭祀，但部分群众仍难以转变观念，违规用火行为时有

发生。

1.5  森林消防火队老龄化问题严重
在国有林场森林防火的艰巨任务中，森林消防队伍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4� 第3卷�第8期

77

作为一线守护者，其战斗力与效能直接关系到火灾的防

控与扑救效果。随着队员年龄的增长，体能和反应能

力的自然衰退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在高强度的森林防

灭火工作中，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队员的行动速度、耐

力以及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老龄化的消防队员在长时

间、高强度的作业中更容易感到疲惫，这不仅影响了工

作效率，也增加了个人安全风险。年龄较大的队员在新

技术、新装备的学习和应用上也可能存在困难，难以跟

上森林防火工作现代化的步伐。此外，森林消防队伍的

老龄化还可能引发人才断层的问题。随着老队员的逐渐

退休，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力量补充进来，将导致

队伍整体战斗力下降，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森林防火形

势。这不仅会加大火灾发生的概率，也会在火灾发生时

增加扑救难度和成本[2]。

2��国有林场森林防灭火工作的对策建议

2.1  建立森林防灭火预警监测机制，提高预警监测
水平

首先，卫星遥感技术作为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具有覆盖范围广、监测频率高、数据更新快

等优势。通过定期或实时的卫星遥感监测，可以对林

区的植被覆盖、火点分布、火势蔓延等情况进行宏观把

握，为防火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结合地理信息系统技

术，可以将卫星遥感数据转化为直观、易懂的地图信

息，便于防火人员快速定位火点、规划扑救路线。其

次，无人机巡护作为一种新兴的森林防灭火手段，具有

灵活性强、监测精度高、成本低廉等特点。通过无人机

搭载的高清相机、红外热成像仪等设备，可以对林区进

行全方位、无死角的巡查，及时发现并报告火情。特别

是在地形复杂、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无人机巡护更是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无人机还可以搭载灭火

弹等装备，对初期火情进行快速处置，有效遏制火势蔓

延。最后，在林区关键区域、重要节点安装高清摄像

头，实现24小时不间断监控。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可以
实时掌握林区动态，及时发现并处置火情。还可以将视

频监控系统与智能分析技术相结合，利用算法自动识别

火点、烟雾等异常现象，提高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2.2  加强通信网络建设，提升森林防灭火通信水平
第一，完善林区通信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

在林区关键区域增设通信基站，扩大信号覆盖范围，确

保在偏远、复杂地形下也能实现稳定通信。利用现代通

信技术，如4G、5G等，提升网络传输速度和带宽，为
高清视频传输、大数据实时分析等提供有力支撑。此

外，还应考虑建设应急通信系统，作为常规通信手段的

补充，以应对极端天气、设备故障等突发情况。第二，

通信设备是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能和稳定性

直接影响到通信质量。因此，必须定期对通信设备进行

巡检和维护，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也要及时更新换代通信设备，采用更先进、更可靠

的设备来替代老旧设备，提升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第三，通信人员是通信网络的使用者和维护者，他们的

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到通信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因此，必须加强对通信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

们的专业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还要建立健全的通信管

理制度和流程，确保通信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2.3  加快森林防灭火应急通道建设，编制应急预案
首先，林区道路作为连接内外、输送物资和人员的

重要通道，在火灾发生时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

此，必须加大投入，加快林区道路的建设和改造步伐，

确保其畅通无阻。防火隔离带作为阻止火势蔓延的重要

屏障，其建设同样不容忽视。通过合理规划、科学施

工，可以在林区内构建起一道道坚实的防火屏障，有效

遏制火灾的蔓延势头。其次，应急预案是指导火灾扑救

工作的重要文件，其编制质量直接关系到应急响应的效

率和效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

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深入调研和论证，确保预案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预案中应明确各级职责和任务

分工，细化应急响应流程和措施，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

够迅速启动预案、有序开展扑救工作。最后，应急演练

是检验应急预案可行性和提高应急响应能力的重要手

段。通过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活动，可以让相关人员熟悉

预案内容、掌握应急技能、提高协同作战能力。还应加

强对林区居民和游客的防火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防火

意识和自救能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森林防火的良好

氛围。

2.4  落实防灭火责任制度，加强细化管理
首先，明确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作人员的

防火职责，将防火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通过建立

防火责任书、签订责任状等形式，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

精神，确保防火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建立

健全防火工作考核机制，将防火工作成效纳入单位和个

人绩效考核体系，对防火工作不力、造成火灾事故的责

任人进行严肃追责。其次，防火工作的细化管理是降低

火灾风险、提高防火效果的重要途径。从源头上抓起，

加强对林区可燃物的清理和管理，定期组织人员清理林

下可燃物、修剪树枝等，减少火灾隐患。加强火源管

理，严格控制林区内的用火行为，禁止一切非法野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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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3]。对进入林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严格检查，防止携带

火种进入林区。此外，还要加强对林区基础设施的维护

和管理，确保防火设施完好可用，为防火工作提供有力

保障。最后，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宣

传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防火知识，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加强对林区居民和游客的防火宣传教育，

引导他们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共同维护林区安全。

2.5  加强森林消防隊伍建设，加大队伍更新力度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森林消防事业的财政支持，确

保消防队伍有足够的经费用于日常训练、装备更新和设

施建设。要引进先进的消防装备和技术，提升消防队伍

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第二，消防队员是防火工作的直

接执行者，他们的体能和专业技能直接关系到防火工作

的效果。因此，必须加强对队员的培训和演练，提高他

们的体能素质、专业技能和应急反应能力。通过定期组

织体能训练、专业技能培训、模拟演练等活动，使队员

熟练掌握各种消防技能和战术，确保在火灾发生时能够

迅速、准确地开展扑救工作。第三，随着时代的发展，

消防工作对队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

此，必须注重消防队伍的更新换代，吸纳年轻有为的人

才加入消防队伍。通过招聘、选拔、培养等方式，引进

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年轻队员，为消防队伍注入

新的活力和动力。也要加强对老队员的关怀和保障，确

保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性。第四，加强消防队伍与

其他部门的协作与配合。森林防灭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多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因此，消防队伍要加强

与其他部门如林业、气象、交通等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火灾挑战。

2.6  做好森林防灭火宣传工作
强化森林防灭火宣传，是构筑绿色生态安全屏障的

关键一环。需多维度、全方位推进宣传工作，借助电

视、广播、网络等现代媒体矩阵，以生动的公益广告、

详实的防火知识、震撼的火灾案例警示，深入人心地传

播森林防火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同时，深入基层，面对

面交流，通过发放宣传册、设立宣传栏等形式，将防火

理念植根于民众心田，确保防火意识深入人心，不留盲

区。针对不同受众，实施精准化宣传策略，如针对林区

居民与游客，强化火源管控、火情识别与紧急避险技

能；对青少年学生，则采用趣味横生的教育方式，培养

其从小形成尊重自然、安全用火的良好习惯。此外，紧

跟防火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以案说法，提升公众应急

响应能力。各级政府及林业部门应强化领导，将防火宣

传作为重点工作来抓，构建完善的宣传体系，明确责任，

细化任务，确保宣传有力有效。同时，加强监督与评估，

持续优化宣传策略，让森林防火宣传成为全民参与的自觉

行动，共同守护好绿水青山，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结束语

通过实施上述对策建议，国有林场森林防火工作将

得到有效加强。科技手段的应用将提升预警监测水平，

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提高应急响应能力，责任制度的落实

将确保防火工作有序开展，消防队伍的建设将提升扑救

效能，而广泛的宣传工作则将增强公众的防火意识。这

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套科学、系统的森林防火体系，为

守护绿水青山、维护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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