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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加快推进贵阳市贵安新区森林火灾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建设，本文根据国家森林防火相关文

件要求，遵循森林防火规划基本原则，结合贵阳市贵安新区森林防火现状，在充分调研和实地勘查的基

础上，提出贵阳市贵安新区森林防火规划应加强森林防灭火队伍能力建设(包括扑火车辆、扑火机具、无

人机、专业队伍配套办公设施设备、基础设施等建设)、火情瞭望监测系统建设、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

森林防火宣教能力建设。同时，林业主管部门应该建立健全的森林防火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森林防火综

合能力，维护生态安全，从而为研究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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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systems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fighting and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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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tion in Guiyang city and Gui’an New Area,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forest fire 
prevention related documents, 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planning,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in Guiyang city and Gui’an New Area, 
on the basis of full survey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forest fire pre-
vention planning in Guiyang city and Gui’an New Are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team (including fire fighting vehicles, firefighting ma-
chine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professional team supporting offi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tc.), the construction of fire monitoring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barrier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capac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estry authorities should establish perfect and long-term mechan-
ism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forest fire 
prevention,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security, so as to creat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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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森林防火工作是我国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公共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

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1]。我们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保护好每一寸绿色[2]。十九大强调，我们必须始终

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把构筑健康的生态环境作为中华民族的长远战略，努力实现美丽中国的

宏伟愿景。贵州省委第十二届九次全会更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投入，努力实现绿色可持续的理念，把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贵阳市委要求高质量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城市，保持生态文明建设定力，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生态获得感。 
2021 年 8 月，习总书记在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考察时，一再嘱咐“消防职责重于泰山，要处理

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3]，他指出，森林防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是林业发展的基石，更是维

持生态和谐的重中之重，它不仅涉及到林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更涉及到人民的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和

谐秩序的维持。2021 年 9 月，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危和维持国家的环境安宁，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并且加

快林长制的落实，落细各级地方政府首长的防火责任，加强源头的监督和预警，以有效阻止和减少重特

大的森林草原火灾的发生。 
为更有效地应对森林火灾发生，依据《森林防火管理条例》《国家森林防火计划(2016~2025 年)》《贵

州省森林防火计划(2018~2025 年)》以及《贵州省山林大火应急措施》的指导原则，积极开展深入的调查，

以期更好地构筑起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可持续的森林防灭火管理机制，以期达到更高的灭火效果。维

护生态安全旨在制定贵阳贵安未来几年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规划，着眼于实现预定的目标，着眼于加强对

林业的管理，着眼于构筑安全的生态系统，着眼于改善林业的可持续性，着眼于构筑贵阳贵安林业的安

全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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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区概况 

贵阳市，贵州省辖地级市、省会，也是西南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106˚07˚至 107˚17˚，
北纬 26˚11˚至 27˚55˚，占地面积 804,337 公顷。贵安新区，作为第 8 个国家发展级新区，坐落在贵阳市与

安顺市的交界，地理环境优越，地形平缓，土地利用率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

效益，可以满足贵州省经济社会的需求，也有助于贵州省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该区域的国土面积为

179500 公顷，包括直管区面积 48,821 公顷。 

2.1. 地形地貌 

贵阳贵安地处云贵高原黔中山区原丘陵中部，长江和珠江的分水岭上，相对海拔高差 100~200 米，

清镇市宝塔山为贵阳市最高峰，海拔为 1762 米，而开阳县境内的乌江出境小河口则是贵阳市海拔最低处，

海拔为 506 米。贵阳的地形特征是由山地、丘陵构造而成的丘原盆地。 

2.2. 土壤 

贵阳贵安地域的土壤资源丰富，成土母岩以碳酸盐岩为主，经过风化作用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土壤，

包括：黄壤、黄棕壤、石灰土、草甸土、紫色土、沼泽土、水稻土、潮土等 8 个大类、18 个亚类、51 个

属、100 个种，而在森林中，以黄壤、石灰土、紫色土为最常见。 

2.3. 气候 

贵阳贵安地处费德尔环流圈，属于亚热带湿润温暖气候，既具备高原的特点，又具备季风气候的特

点。年平均气温在 15.0℃左右，最热出现在七月下旬，平均温度 24℃，而最冷出现在一月上旬，平均气

温为 4.6℃。 

2.4. 森林资源 

贵阳市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据《贵阳市林地现状统计表(贵阳市 2020 年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

度更新成果)》显示，全市林地面积 369555.59 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45.95%。根据《贵安新区 2020 年

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年度更新成果》，贵安新区林地面积 13180.32 公顷，占全区国土面积的 27.00%。 

3. 防火现状 

3.1. 森林防火机构 

根据《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要求，各区(市、县)相应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并在林业主管部门

设立有森林防火机构，具体负责森林防火规划、部署、检查、协调及监督等工作。各乡(镇)、林场均成立

相应的森林防火领导小组，由乡(镇)长或林场场长专职负责开展森林防火的日常工作。 

3.2. 森林防火期与森林高火险期 

按照《贵州省林木消防条例》《贵阳市林木消防办法》的要求，每年从 10 月 1 日到次年 5 月 10 日，

是贵阳市的森林防火期，其中从 2 月 1 日到 5 月 10 日，是森林高火险期。在此期间内，凡是进入林区

100 米范围内，都必须严格遵守《贵阳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 

3.3. 森林火灾情况 

据统计，贵阳贵安“十三五”期间共发生森林火灾 6 起，森林火灾受害总面积 6.36 公顷，森林火灾

受害率仅为 0.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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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队伍建设情况 

截止到 2020 年底，贵阳贵安共组建 2 支森林防火专业队伍，共有成员 69 名；另有 13 支半专业森林

防火队伍，共有成员 377 名；此外，还有应急队伍 89 支 1934 名成员，群众队伍 385 支 6208 名成员，以

及超过 4000 名护林员队伍。 

3.5. 森林火灾发生次数明显降低 

在“十三五”时期，贵阳贵安的森林火灾防控能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相较“十二五”时期，

森林火灾发生次数同比下降了 94.59%。森林火灾受害面积同比下降 81.6%，森林火灾受害率下降了 90%。

森林火灾当日扑火率达到 99%，实现了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 0.6‰以下的目标。 

3.6. 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增强 

为有效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各级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加大对重点林区、重要地段的巡逻守候力度并在

重要林区、重要设施、坟山墓地设立森林防火卡点，安排专人进行值守。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底，贵阳

贵安设立森林防火检查卡点 394 个，林火视频远程监控 87 个，设置“防火码”卡口 528 个。近 4000 余

名各类护林人员巡山守护，严禁火种进入林区，全力把火源控制在山下、控制在林外。 

4. 防火存在的问题 

4.1. 森林防火专业队伍素质亟待提升 

至 2020 年，贵阳贵安仅有两支专业森林防火队伍，其余均为半专业队伍，人员多为临聘人员，不稳

定因素较大，年龄偏大，个人能力参差不齐，整体业务水平有待提升。 

4.2. 防火装备需及时更新 

当前，贵阳贵安森林防火队伍的装备，基本上是由风力灭火机、水枪、二号工具等常规装备组成，

随着森林防火工作的进行，已出现装备受损老化等迹象，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及时的更新、维护，才能

确保森防工作的顺利开展。现有装备数量与当前的防灭火工作不相匹配，物资储备库和物资储备数量与

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缺口，不能完全满足贵阳贵安森林防灭火预防、扑救、保障三大体系高效运转。 

4.3. 基础设施有待夯实 

通讯、预警、监测体系不完善，交通运输设备不能完全满足日常防火工作开展，现有扑火救援通道

主要为林区等级公路和防火步道，深入林区内部的村道、集材道的维护和合理利用有待加强，防火隔离

带和生物阻隔离带分布不均等，贵阳贵安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4.4. 林下可燃物载量大，森林火灾隐患较大 

贵阳贵安Ⅰ级火险区森林面积占总森林面积的 75.79%，林区内多属易燃的针叶树种，随着贵阳贵安

积极推进造林工作，森林覆盖率逐年增高，植被愈加茂盛，林下枯枝落叶增加，可燃物载量增大，森林

火灾隐患大。 

4.5. 防火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森林防火宣传设施作为宣传森林防火重要载体，是森林防火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宣传设施设备及

手段多为广播、碑牌、传单等，宣传内容和形式相对单一、覆盖面低，宣传警示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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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宣传森林防火工作有待加强。防火宣传形式有待多元化发展，设施设备有

待更新。 

4.6. 野外火源管控有待加强 

贵阳贵安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随着森林康养、森林旅游等项目推广，吸引大量游客进入林区休闲

旅游。因林区面积大、分布广且游客防火意识不强，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除城区以外的大

部分农村仍然依山而居，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上坟烧纸、烧香、焚烧秸杆、烧灰积肥等行为时有发生，

致使野外火源点复杂，面广、线长，管控难度大，森林火灾发生隐患大。 

4.7. 森林防火资金投入有待加强 

近年来，虽然各区(市、县)的森林防火投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受各地财政影响，各区(市、县)
资金投入不均衡。森林防火资金来源单一，存在资金缺口，不能满足当今森林防火工作的需求。 

5. 防火规划的必要性 

5.1. “生态立市”对森林防火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森林是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它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条件，也是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大威胁之一，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等特点，灾后

恢复期漫长而艰难，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贵阳贵安一直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建立健康的生态系

统，不断推进可持续的发展，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贵阳贵安

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理念，把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生态文明理念，贯穿社会经济发

展的全过程。贵阳贵安正积极落实“生态立市”战略，努力构建健康的绿色发展格局，积极维护和改善

当地的自然环境，加强生态安全防线的构建，不断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 

5.2. 全球气候变化异常，森林防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近年来，全球森林火灾呈现爆发趋势[4] [5]。北美洲的森林大火频繁出现，累计过火面积达 5.4 万平

方公里；巴西的六大生态系统(亚马逊热带雨林、潘帕斯草地、大西洋海岸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潘塔纳

尔沼泽地、卡廷加群落和塞拉多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大火数量已经接近 90 万起；澳大利亚东部的森林大

火持续数月才得以控制；四川凉山州已经连续两年发生森林大火。在全国各地，森林火灾时有发生。随

着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发展，气候状况日益恶化，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如高温、干旱、大风等[6] [7]]，
使得森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贵阳贵安森林防火工作也从季节性发展到全年性，森林防火面临的形势更

加严峻。 

5.3. 森林资源总量不断增长，森林防火任务日益繁重 

“十三五”期间与“十二五”同期比，贵阳贵安森林覆盖率提升了 9.5 个百分点，森林面积大幅增

加，森林防火任务繁重。同时，由于林下可燃物载量大，加上贵阳贵安林分结构以针叶林居多，树种单

一，群落结构简单，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森林生态功能比较脆弱。而且针叶树种油性物质含量高，着

火点低，极易发生森林火灾。 

5.4. 野外火源错综复杂，森林火灾隐患增多 

贵阳贵安具有“林在城中，城在林中”的特点[8]。森林呈现田林交错，地形复杂等特点，林区内人

为活动频繁。农村耕作方式比较传统，烧灰、积肥等农事用火情况普遍存在，由此引发的山火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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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态旅游、生态食品等森林与林下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大的

人进入林区旅游、休闲和康养，极大地增加了森林防火的难度。同时，在元旦、春节、元宵、清明、中秋、

重阳等节日期间，登高郊游、扫墓人群增多，祭祀、上坟烧纸、烧香烛，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野外用

火屡禁不止，因用火不当而引发的山火也偶有发生，森林火灾隐患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6. 主要建设内容 

6.1. 森林防灭火队伍能力建设 

森林防灭火队伍是处置森林火灾的重要力量，但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如专业素养较低、基础设施不

完善、装备配套不足以及有待提升的快速反应能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森林防灭火队伍

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严格按照《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建设标准》的规章要求，大力发展森林防灭火队

伍，完善基础设施及机具装备，以提升其应对森林火灾的能力。根据《贵州省森林防火规划(2018~2025
年)》的要求，结合贵阳贵安实际及各建设单位反映的情况，力争在规划期末全方位提升森林防火队伍质

量。 
通过每年开展防灭火专业技能培训、实战演练等内容，进一步提升贵阳贵安森防队伍熟练使用消防

水车、无人机、风力灭火机及水泵等常用灭火机具。加强队伍扑救能力、协同能力和自救能力，确保队

伍安全，有效预防和扑灭森林火灾，切实提升实战本领。 
为改变目前扑救装备不足的状况，提高扑火队伍快速反应能力，强化控制森林火灾的有效手段，根

据贵阳贵安各区域森林火险等级区划，本着科学、高效、适用的原则，对扑火车辆、扑火机具、营房、

物资库等几个重要环节进行补齐，以满足新形势下贵阳贵安森林防火需要。配置扑火车辆 28 台，扑火机

具类装备 55,308 套(台)，大型无人机(含地面站) 1 架、小型无人机 15 架，办公设施设备 10 套，修建营房

1440 平方米，新建 2 个面积分别 680 平方米的森林防火物资储备库，新建森林消防水池 57 个，蓄水能

力在 10~12 吨。 
贵阳贵安现有专业防火队伍仅 2 支，半专业队伍 13 支。通过加强队伍培训，熟练掌握常用灭火机

具，提升队伍专业素养并配备和完善灭火机具、基础设施，确保森林防火半专业队伍向专业队伍的顺

利转型。 

6.2. 火情瞭望监测系统建设 

由于项目区涉及区域较广，地形地貌变化较大对森林火灾防控监测增加了难度及盲区，火情瞭望视

频监测点无法对项目区域进行百分之百观测，根据实际调查选址情况，选取观察覆盖率相近的最优监控

点，以充分发挥林火视频监测实际作用。考虑到火情瞭望监测系统能够全天候对这些区域进行监测，对

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突出重点，逐步覆盖”的原则，我们计划在贵阳贵安建设

单位中布设 80 套林火视频监控系统，以便更好地监控森林火灾，及时发现火情，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掌

握森林资源的动态，从而有效地防范森林火灾。 
根据“查缺补漏、连网成片”的原则，我们将建立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森林防火监控体系，包

括野外视频监控和地面巡逻，以提高项目区的森林防火综合管理能力。为加强森林火险区防火监测力

度，选择在项目区地势较高，通视条件好，交通、水、电、通信等条件相对便捷的场地，新建瞭望塔 3
座。 

6.3. 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 

森林防火阻隔系统是防止火灾蔓延，控制重特大森林火灾发生的治本措施，是森林火灾预防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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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程[9]。贵阳贵安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内容主要为新建生物阻隔离带 40 公里、防火公路 20 公里、

防火步道 20 公里、林下可燃物清理 6.4 万亩。 
开展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一方面可有效阻隔可燃物，防止林火快速蔓延。另一方面还能为其他

森林防火工程，如以水灭火工程、瞭望台建设等提供便利。发生火灾后，则是保障扑救人员、机械装备、

物资运送等第一时间到达火场的快速通道。 

6.4. 森林防火宣教能力建设 

按照“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的要求，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防

火意识。建立微博、微信、广播、电视、公众网络、广告宣传等全方位的宣传教育网络体系，从各条渠

道、各个层面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开展“九进”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活动，每年防火期组织

开展“宣传月”、“宣传周”活动，有针对性地对“田地主、墓主、林主”进行宣传，形成全方位社会

化的森林防火宣教格局 
宣传标语要与时俱进，摒弃固有的传统思维，突出公众关注的关键点，增加趣味性和吸引力；内容

简洁、明快，表达朴实、“接地气”，减少长句子的使用，忌用生僻词汇，适应新媒体受众的阅读模式。 

7. 结语 

以贵阳贵安森林防火基建设施现状出发，通过规划项目的实施，贵阳贵安森林防火设施设备将进一

步得到补充提升，各种网络系统进一步完善，林火预防和扑救综合能力进一步提高，森林火灾的发生率

和受害森林面积明显降低，森林资源将得到有效保护，使森林生态效益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体现出综合

治理工程的生态效益。 
加强森林防灭火队伍能力建设，提升防火队伍作战能力，促进半专业队伍向专业队伍转型；火情瞭

望监测系统采用最新视频监控系统的新技术，视频画质得到极大提升，更有助于火情的监测与预警。结

合现有的视频监控系统，完善贵阳贵安火情瞭望监测覆盖范围，覆盖率能从 21.6%提升到 40%以上；森

林防火阻隔系统作为控制森林火灾蔓延的基础保障，结合原有的阻隔网络，通过新建生物组隔离带、防

火公路等，形成完备的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提升民众防火意识，从源头上降低

森林火灾的发生几率。 
通过防火规划的实施，将有效保护贵阳贵安森林资源，提高森林生态效能，使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

生物多样性得以继续保存，使森林的涵养水源、固氮制氧、净化环境、净化水质等价值得到应有的体现，

同时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增加区域生物多样性[10]。同时，有力地促进贵阳贵安森林防火

部门更新观念，增强科技和安全生产意识，提高森林防火管理水平。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

解决部分人员就业问题。项目的实施对促进贵阳贵安森林防火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保障当地生态、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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