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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林技术在森林防火中的应用

罗晓梅
大理州林火监测中心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森林火灾具有极强的危害性，不仅破坏森林资源，严重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在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林业背景下，做好森林防火工作日趋紧迫。营林建设是对现有森林进行科学培育以提高森林的产量和质量的生

产活动。本文从营林技术角度阐述了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分析了营林技术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以林长制为契

机加强营林建设、以营林技术为措施加强营林建设、以培养人才为手段强化营林建设的对策建议，为进一步做好森林

防火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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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森林火灾的危害性

森林火灾是我国主要自然灾害，其不可控性给社会

造成巨大森林资源损失和经济损失，还带来人员伤亡。

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2012年至2021年，全国共发生森
林火灾26383次，其中一般火灾16228次，较大火灾10116
次，重大火灾32次，特别重大火灾7次。火场过火面积
344572.82公顷，受害森林面积133245.76公顷，占火场
面积的39%。火灾共造成480人伤亡，近十年来年均伤亡
达48人。其他损失折损款共计12.46亿元，年均损失1.25
亿。据统计全球每年森林火灾向空气中释放碳排放量相

当于全球化石燃料和工业排放总量的1/3[1]，这对于我国

“双碳”目标也极为不利。

2 营林技术在森林防火中的重要性

营林技术在防止森林火灾中有重要的作用，不仅效

率高，而且经济损失小，令森林得到了安全防护，有效

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2]。任何燃烧现象的发生必须具备

三个要素：可燃物、助燃物、一定的温度。如果缺少任

何一项，燃烧现象就会停止。营林技术从森林经营管理

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科学合理的培育措施，减少森林可

燃物，降低可燃物易燃程度，从而减少火灾隐患，避免

“火烧连营”现象的发生，从源头上预防森林火灾以及

控制火灾扩散速度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进而增

强森林防火科技水平，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3]。

2.1  减少森林可燃物，预防森林火灾发生
森林中的一切有机物都是森林可燃物，包括所有的

乔木、灌木、草本、苔藓、地衣、枯枝落叶、腐殖质和

泥炭等。根据一年中不同气候下植物的生长情况，可燃

物含水率也在变化，一般来说进入森林防火期时含水率

逐渐降低，至高火险期时含水率最低，达到了最易燃状

态。在进入防火期前或者刚进入防火期，通过采取计划

烧除、林下割除、修剪枝条等一系列科学合理的营林手

段减少可燃物，能够有效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

2.2  降低可燃物易燃程度，控制火灾扩散速度
可燃物的性质、大小、数量、分布和配置等，对森

林火灾的发生发展、控制和扑救及安全用火均有明显的影

响。按照可燃物难易程度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危险可燃

物，如干枯的杂草、干树枝、落叶、树皮、地衣和苔藓

等；二是燃烧缓慢可燃物，如倒木、树根、树枝等；三是

难燃可燃物，如乔木、灌木等。通过营林技术手段，科学

合理种植不易燃树种等措施，在林火蔓延中降低扩散速

度，有效减少飞火等扩大火场面积和受害面积。

2.3  增强森林防火科技水平，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
没有森林就不会也不可能发生火灾，要避免森林火

灾，就要从源头上开始管控。若把森林以人比拟，那么

要想身体健康，在无可避免的接触外界病原体或病毒情

况下，增强自身“免疫力”是不生病或者症状较轻危害

最小的最好方式。森林营林技术的推广使用，就是从源

头上增强了森林抵抗火灾的科技能力，从而避免森林火

灾，有效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

2.4  充分发挥固碳功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202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

指出，全球森林总碳储量达到6620亿吨，主要储存在森
林生物质（约44%）、森林土壤（约45%）以及凋落物
（约6%）和枯死木（约4%）中。森林“碳库”通过光合
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将二氧化碳

固定在植物中、土壤内。有研究表明，每公顷的林地每

天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是1000公斤，并且释放730公斤的氧
气[4]，云南省森林碳汇量从1997年的164973.96万t增长到
了2017年的246997.53万t[5]。而森林火灾会使森林大量释

放在多年生长过程中固定的碳，对森林碳汇产生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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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6]。使用营林技术加强森林经营，预防森林火灾，减少

碳排放量的同时强化森林固碳能力，是碳达峰碳中和早

日实现的具体现实路径。

3 营林技术在森林防火中的不足

3.1  林下可燃物载量过大
有研究表明，当地表总可燃物负荷量低于2.5t/hm2难

以维持燃烧，高于10t/hm2可能会发展成为较大的森林火

灾[7]。我国多地林下可燃物载量过大。已有大量学者采

用不同的方法开展了可燃物载量的研究。刘剑钊[8]通过

研究福建南平市浦城县样地内林下不同结构层可燃物负

荷量，表明除了马尾松腐殖质层其余，其余林分类型的

可燃物载量较高。邹林红[9]通过对西藏自治区林芝县云

杉林、冷杉林林下可燃物资源量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冷

杉林下死地被物资源量达10t/hm2。田晓瑞等[10]通过测定

北京地区栓皮栎林、油松林、洋槐林、元宝枫林和侧柏

林可燃物载量，发现可燃物载量分别为8.56t/hm2、7.14t/
hm2、6.89t/hm2、4.21t/hm2、5.08t/hm2，表明这些林分都

容易发生地表火，油松林和侧柏林易发生树冠火。

3.2  营林技术人才紧缺
我国森林按权属分为国有林和集体林，国有林中国

有林场营林技术人才较为集中。目前国有林场改革已完

成，但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1]，特

别是林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难以通过一次改

革彻底解决，贵州省国有林场实际在职4214名职工中，
岗位设置低于最低标准（180人/万hm2），且助理工程师

以上人数仅占28.6%，50岁以上男职工和45岁以上女职工
共占48.95%，人力不足、人才断档、专业弱化、老龄化
问题十分普遍[12]。

3.3  营林工作难度大
营林的事业基础比较薄弱，随着育林基金和造林任务

的不断减少，营林经费不断降低，缺乏强有力的支撑[13]。

到2003年东北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补助资金总额达
219.6亿元，主要用于企业的森林管护费、基本养老保险、
政策性社会支出补助、下岗职工一次性安置补助和基本保

障费等[14]，占到天保资金的86%，其中森林管护费占天保
资金的16%，也只是管护人员的生活补助费，没有实质性
的培育措施，没有资金支持，营林工作难以开展。

4 营林技术在森林防火的应用

4.1  以林长制为契机保障营林建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林

长制的意见》印发以来，“确保到2022年6月全面建议林
长制”的目标如期实现[15]。各级林长深度参与其中，营

林建设进一步被重视，林业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营林

建设中长期存在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林

草部门应紧扣工作实际，统筹安排部署，编制营林建设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编制年度建设项目，积极争取将资金

预算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营林工作顺利实施，综合

提升营林建设水平。

4.2  以营林技术为措施加强营林建设
通过具体的营林技术措施，可以有效减少森林可燃

物载量，降低可燃物易燃程度、控制火灾扩散速度，增

强森林防火科技水平、提升防灾减灾综合能力。

4.2.1  计划烧除
计划烧除是指有控制、有计划地点燃火险等级较

高、生产力处于下降期区域的地表可燃物，可有效减少

可燃物载量，降低可燃物高度和厚度，改变可燃物立体

结构和连续分布，阻断林火蔓延的通道，消除或减少火

灾隐患，降低森林火险等级，提高森林防御能力，是对

可燃物进行人为干预和管理的一种预防森林火灾的有效

办法[16]。首先，要制定计划烧除方案并进行报备，做足

充分准备。一般风速在一级到三级，2～4米/秒，相对湿
度在30%～60%，温度冬春季0～10℃，少量降雨或可燃
物含水率在10%～20%。其次，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应尽
可能让可燃物集中监烧，烧完一片再烧下一片，焚烧过

程中各乡镇负责人、护林员等要全程看守，专业半专业

扑火队伍要携带防灭火机具严阵以待，避免跑火引发森

林火灾。最后，要日烧日清，焚烧完后要采取浇水、延

时看守等措施直到无烟无火无复燃后方能离开。

4.2.2  人工修枝
人工修枝可采用“井”字法对整片林地树木下枝网

格化修理，以林区道路为主导进行划分，减少工作量的

同时达到避免引发树冠火。应在林木生命活动最弱的时

间段内进行，落叶树种在落叶期间，常绿树种在冬季或

者早春。一般应剪去过密枝、徒长枝、枯死枝和受病虫

危害的枝条。强度以不破坏郁闭度和降低林木生长量为

原则，耐阴树种、常绿树种、慢生树种修枝强度宜小，

喜光树种、落叶阔叶树种、速生树种修枝强度可稍大。

幼林郁闭前一般不宜修枝，在林分充分郁闭、林冠下部

出现枯枝时才开始修枝[17]。对于分枝过多或直干性差的

树种要及时适当修枝，约为幼树高度一般为1/3～2/3，随
着树龄的增加修枝强度可达2/3。修枝后要注意树枝的清
理出林子，不能随意堆积，以免干燥后变引火物。

4.2.3  生物防火林带营造
2000年3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玉池村一座

山场因高压线断落引发林火，飞火越过12m宽的公路，
烧毁32hm2杉木速丰林，被木荷林带阻隔而熄灭，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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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100hm2杉木安然无恙。由此，生物防火林带建设被

广为推广，木荷阻燃机理和烧后恢复、本土“木荷”、

林火阻隔机制、林下可燃物研究等营林技术方面的科

技研究进一步加深，从科学技术层面增强了森林防火水

平，提升了防灾减灾综合能力。我国幅员辽阔，经纬度

跨度大，各地本土“木荷”各有不同。福建防火林带适

宜树种有木荷、火力楠、女贞等，北京有栎类、刺槐、

火炬松等，湖南有木荷、银木荷、杨梅等，云南有木

荷、西南桦、高山栲等[18]。防火林带与林区路网、河流

等自然或工程阻隔共同构成防火阻隔网，按照《森林防

火工程技术标准》（LYJ127-2012），国界防火隔离带宽
50～100m，林缘防火隔离带20～30m，林内防火隔离带
宽20～30m，居民点防火隔离带宽30～50m，人工幼林防
火隔离带宽8～10m。

4.3  以培养人才为手段强化营林建设
营林建设工作非常考验个人专业技术、工作能力、综

合素质。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人才吸收和引进，不断加强

培训和教育，提高营林技术水平。同时要加强和各大专业

院校的合作，开展有利于对本地区防火等方面的科研，综

合提升森林防灾减灾水平，更好的保护绿水青山。

结语

上医治未病。森林火灾发生给森林资源环境和人民

生命财产全带来极大的危害，应从加强营林技术的应

用，在增强森林“免疫力”上下功夫，科学、有效的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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