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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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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本文以宁夏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该区域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分布特征及火灾发生规

律，区域林草火灾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性特征，且以人为因素为主导。当前防控体系在火源管理、预警监测、阻

隔系统等方面存在不足，防控能力亟待提升。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提出了加强火源管控、完善阻隔系统、扩大消防队

伍和加大宣传教育等多项对策建议，以期为提升区域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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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森林草原火灾是威胁生态系统安全的重要因

素，也是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宁夏位于西北

内陆，气候干燥，生态环境脆弱。随着生态建设工程的

实施和草原禁牧政策的推行，区域内森林草原资源稳步

增长，但同时也增加了火灾风险[1]。特别是在气候变暖背

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加之人为活动频繁，防火形

势日益严峻。因此，深入研究该区域森林草原火灾防控

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于保护森林

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宁夏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基本情况

1.1  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及火灾发生情况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处于全国由东南向西北

的森林-草原-荒漠过渡地带，总土地面积6.64万平方公
里。截止2023年底，全区林地面积1473.58万亩，森林面
积884.51万亩，森林覆盖率11.35%，草原面积2984.92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56.81%，林草面积占国土总面积
的45%，森林、草原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根据全国及自治区森林草原火险区划分，全区共有11个
森林火灾高风险区、7个较高风险区、4个一般森林火险
区；草原火险区域划分为14个高火险区、8个一般火险
区，形成了特殊的火险分布格局。

从2016年至2021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区共发生
森林草原火灾127起，其中一般火灾113起，较大火灾14
起，过火面积1235.207公顷，受害面积271.84公顷，林木
损失株数15.86万株。火灾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
性特征，主要集中在每年3月至5月的春季和9月至11月的
秋季，其中春季火灾占比达到65%以上。从区域分布看，
火灾多发生在贺兰山、六盘山等林区，以及与周边省区

交界的林草交错地带。

造成火灾的原因以人为因素为主，占比高达99%。

其中，生产用火、祭祀用火和野外吸烟等传统习俗用火

是主要诱因。特别是在春节、清明、中元等传统节日期

间，上坟烧纸、野外祭祀等活动频繁，极易引发火灾。

此外，随着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和草原禁牧政策的推

行，区域内可燃物逐年积累，林草茂密，一旦发生火灾

极易形成连续性火势，增加了扑救难度。

1.2  森林草原火灾防控水平及扑救能力
经过多年建设，宁夏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森林

草原火灾防控体系。在预警监测方面，全区建成了100多
处火情监控站、280套火情视频瞭望塔，主要分布在高火
险区。同时建立了卫星遥感监测系统，实现了24小时不
间断监测。在通信指挥方面，在部分区域建成了无线数

字超短波通信系统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确保火场信息

及时互通、统一指挥。

在消防队伍建设方面，全区共建有专业消防队伍7支
141人，半专业扑火队136支2988人。各级扑火队伍配备
了基本的防扑火机具装备，具备一定的扑救能力。同时

建成了18处综合演练基地，定期开展培训演练，不断提
升队伍实战能力。在基础设施方面，全区建成防火物资

储备库175处，防灭火站221处，开设防火隔离带4563公
里，有效阻隔了外火入侵。

经过持续努力，全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取得了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全区森林、草原火灾受害率稳定控制

在0.9‰、2‰以内，火灾24小时扑灭率达到98%以上。但
是，随着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增多，加之林区、草原

人为活动日趋频繁，防火形势依然严峻，需要进一步加

强防控体系建设，提升综合防控能力[2]。

2��防控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林区人为活动强烈，林草火灾隐患增加
随着全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通过实施三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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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禁牧封育等重点

工程，全区森林草原面积持续增加，地表植被覆盖度显

著提高[3]。然而，这种生态格局的改善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林区、草原内草深叶茂，可燃物逐年积累，并且与

牧区、农田和农民居住地连接成片，形成了持续性火灾

的物质基础。

特别是在贺兰山、六盘山等重点林区和草原，随着

生态旅游的发展，进入林区、草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

休闲度假的人员明显增多。据统计，每年进入各类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游客人数以数百万计。这些人员

活动分散，点多线长面广，给火源管理带来极大压力。

同时，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上坟烧纸、野外祭祀等传统

习俗，且在重要节日期间往往集中使用明火，极易引发

森林火灾。

2.2  预警监测能力不足，决策指挥手段欠佳
尽管全区已建立了一定规模的预警监测网络，但与

实际需求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火情瞭望监测设施数量

偏少，现有火情瞭望设施覆盖率较低，无法满足新形势

下森林草原火灾防控需求。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和交

通不便地区，监测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存在较大监测盲

区。同时，部分监测设备陈旧落后，性能不稳定，难以

满足全天候、全方位监测需求。

火险预警系统不够完善。目前，全区尚未建成有效

运转的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系统，火险预报模型研究基础

薄弱，预警管理平台融合率低。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和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健全，难以实现精准预警和快速

响应。

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现有的森林草原防火信息系

统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完善的数据库支撑和智能化分

析手段。在火场态势分析、火场行为预测等方面的技术

应用还比较滞后，难以为指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

基层防火单位普遍缺乏专业的信息化人才，设备使用和维

护水平不高，影响了系统的正常运转和使用效果。

2.3  阻隔系统不够完善，阻隔控制密度较低
林火阻隔系统是防止火灾蔓延的重要屏障，然而目

前全区在这方面的建设仍显不足。全区林区路网密度仅

为1.68米/公顷，阻隔网密度仅为0.85米/公顷，均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在一些重点林区、草原，由于地

形复杂，建设难度大，防火通道建设严重滞后，现有大

量的土路和砂石路经长时间雨水冲刷形成侵蚀沟，或被

冲毁形成断头路，没有形成闭合圈，防火通道建设标准

低，道路路面较窄，通行能力不足，严重影响了扑救力

量的快速机动，影响行车安全，不能保障扑救人员的人

身安全，影响扑火效率。

在防火隔离带建设方面，虽然全区已建成4563公里
防火隔离带，以沟道、河流、沙地、裸岩等为主自然阻

隔带和以生土带、防火线等为主的工程阻隔带发挥着林

草防火的主要作用。但重点林区、草原的隔离系统仍不

完善，没有形成阻隔网络，阻隔控制密度较低。同时，

部分地区的防火隔离带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未能形成网

络化布局，导致火灾发生时难以形成有效封锁线[4]。

现有的阻隔设施配套不足，如取水点、蓄水池等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在一些干旱少水地区尤为突出。这种

状况使得扑火队伍在灭火过程中往往面临缺水困境，降

低了扑救效率。同时，阻隔带的维护管理也存在问题，

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很多地区无法及时清理可燃物，导

致阻隔带失去应有功能。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

全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

3��加强森林草原火灾防控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火源管控，限制有限人为活动
建立健全林区、草原火源管理长效机制，是控制森

林草原火灾发生的关键举措，要严格落实野外用火审批

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在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实行

野外用火禁令，对违规用火行为实施严厉处罚。建议有

关部门联合制定完善的野外用火管理办法，明确各类用

火行为的审批程序和管理要求。

在林区、草原出入口设立检查站，加强对进入人员

的登记检查和安全教育。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重点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专人负责制。同时，

充分发挥护林员和生态管护员的作用，加大巡查频次，

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用火行为。

针对传统祭祀等用火需求，可在林区、草原外划定

专门区域，集中设置安全祭祀点。同时，加强对野外作

业用火的规范管理，推广使用安全可控的作业设备，最

大限度减少野外用火机会。

3.2  完善阻隔系统，构建高效阻隔网络
完善防火阻隔系统是提升森林草原火灾防控能力的

重要基础。要科学规划防火道路网络布局，按照突出重

点、合理布局、便于扑救的原则，加快推进防火道路

建设。重点打通关键节点，形成连通成网的防火通道体

系。同时要注意与现有公路、林区道路、草原道路的有

效衔接，提高路网利用效率。

加强防火隔离带建设和维护。按照标准要求，在重

点林区、草原建设足够宽度的防火隔离带，使其形成系

统完整的阻隔网络。定期组织人力对隔离带进行清理维

护，及时清除可燃物，确保隔离带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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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生物防火带与机械防火带相结合的方式，既保

证阻隔效果，又兼顾生态效益。

完善消防水系统建设，在水源条件允许的地区，因

地制宜修建蓄水池、取水点等设施，构建布局合理的消

防水网，在干旱少水地区，可考虑建设小型水源工程，

确保扑火用水需求。同时要加强对水系统的维护管理，

定期检查维修，确保设施完好可用。

3.3  扩编消防队伍，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当前专业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要采取有效措

施，稳步扩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规模。在编制控制总量

内，适当增加专业消防人员编制，确保每个重点林区、

草原都有专业消防力量常驻。同时，要加强半专业队伍

建设，在林区、草原周边乡镇和村组建义务消防队，形

成专业、半专业、群众相结合的消防队伍体系。

加强消防装备配备和设施建设。按照标准配备消防

车辆、通信设备、灭火机具等装备，提高机械化灭火能

力。重点加强专业消防队营房、器材库等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消防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建议设立专项资

金，保障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更新需求。

强化消防队伍训练。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定期组

织各类实战演练，提高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处置能力。重

点加强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灭火战术训练，提高特殊环境

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要注重安全防护知识培训，确

保扑火人员安全。

3.4  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防火意识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预防火灾发生的重要手段。首先，要充分利用广播、电

视、报刊、互联网等传统和新媒体平台，广泛开展防

火宣传。制作播放防火公益广告，刊发防火科普文章，

制作防火宣传短视频等，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格

局。特别要注重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增强宣

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要深入开展基层防火宣传。在林区、草原周

边乡村、社区设立永久性防火宣传栏，发放防火宣传手

册，张贴防火警示标语。组织开展防火知识进校园、进社

区、进企业活动，提高群众的防火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作用，组织

动员群众参与防火工作，形成全民防火的良好氛围。

重点加强重要时节的防火宣传。在春节、清明等传

统节日期间，适时发布森林草原火险预警信息，提醒群

众注意防火安全。针对上坟祭祀等传统习俗，要大力宣

传文明祭祀理念，引导群众改变传统用火方式。通过典

型案例警示教育，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森林草原火灾的危

害性，自觉遵守防火规定。

4��结论

通过对宁夏森林草原火灾防控现状的分析可知，该

区域火灾发生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防控体系建设

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不足。要有效提升防控

能力，必须从加强火源管控、完善预警监测、建设阻隔

系统、扩大消防力量等多个方面入手，构建科学完备的

防控体系。同时，要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大宣传

教育力度，形成全民参与的防火格局，多措并举，持续

发力，才能有效降低火灾风险，保障区域森林草原生态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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