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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建场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建场以来无较大火灾的成绩。 从制度、宣传、基础设施和专业化队伍建设 ４ 个
方面系统阐述了塞罕坝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森林防火体系，目的是为今后林场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奠定坚实
基础，同时为全省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积累经验，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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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

　 　 塞罕坝机械林场于 １９６２ 年由国家林业部建场，１９６９ 年

划归河北省林业厅（局）直属至今，是集生态公益林建设、商
品林经营、森林旅游业于一体的大型人工林林场、国家级森

林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塞罕坝作为横亘于内蒙古高

原与京津唐之间的绿色生态屏障，有效地阻遏了浑善达克沙

地南移，维护了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涵养了滦河、辽河水

源，是京畿生态重地［１－３］。
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相对集中，树种较为单一，多为人

工针叶纯林，草多、风大、气候干燥，属国家一级火险区，国家

级森林公园。 进入林区旅游人员众多，火源管理难度大，一
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４－５］。 多年来，国家、省、市各级领

导对塞罕坝的森林防火工作十分重视。 因此，做好森林防火

工作，不但关系到塞罕坝机械林场各项事业的发展，还涉及

全省防火工作的大局。
１　 塞罕坝机械林场基本情况

１．１　 自然气候　 塞罕坝极端最高气温 ３３．４ ℃，极端最低气

温－４３．３ ℃，年均气温－１．３ ℃，年均积雪达 ２１０ ｄ，最早降雪记

录是 ８ 月 ２６ 日，最晚降雪记录是 ６ 月 １０ 日，年均无霜期

６４ ｄ，年均降水量 ４６０．３ ｍｍ，年均大风日数 ５３ ｄ，是典型的半

干旱半湿润寒温性大陆季风气候。
１．２　 森林资源状况 　 塞罕坝机械林场全场总经营面积

９２ ６３４．７ ｈｍ２，有林地面积 ６８ ８４２． ５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达

７５．５％，活立木总蓄积量 ８ ０９９ ２２２ ｍ３ ［６］（表 １）。

表 １　 有林地起源面积、蓄积和单位蓄积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ｒｅ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面积百分比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

蓄积
Ｖｏｌｕｍｅ∥ｍ３

蓄积百分比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ｅｒｃｅ⁃

ｎｔａｇｅ∥％

单位蓄积
Ｕｎｉ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ｍ３ ／ ｈｍ２

人工林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４５ ３０３．１ ６５．８１ ６ １６６ ２２４ ７６．１３ １３６．１１
天然林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１５ ５３３．９ ２２．５６ １ １７７ ９５３ １４．５５ ７５．８３
混合林 Ｍｉｘｅｄ ｆｏｒｅｓｔ ８ ００５．５ １１．６３ ７５５ ０４５ ９．３２ ９４．３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 ８４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８ ０９９ 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５

　 　 塞罕坝机械林场绝大部分有林地为纯林，组成树种基本

一致，因此，除少量混合起源林分外，优势树种即可视为组成

树种，具体情况见表 ２。
２　 森林防火工作开展情况

自建场以来，塞罕坝始终将森林防火工作做为“立场之

基、发展之本、民生之源”， 并做为全场中心政治任务来管理

和落实。 经过多年的积累，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

建场以来无较大火灾的成绩，确保了森林资源和人民人身财

产安全。

２．１　 完善的制度体系

２．１．１　 明确领导责任。 在日常工作中，实行全员防火，全员

责任制制度。 总场党委、各级领导班子以及全场干部职工严

格执行行政领导负责制，明确各区域、各环节责任领导和责

任人，并逐级签订责任书。 每年进入防火紧要期前，总场与

林场、林场与营林区、营林区与四大员、四大员与林区居民、
社会劳力层层签订防火责任书，落实防火责任。 重点时期落

实总场领导包场、机关科室、场直单位包保制度。 总场领导

和各包保科室分别蹲守到所包保的林场，各林场领导、股室

人员充实到防火一线与一线防火人员共同进行森林防火宣

传、检查、督导和巡护工作。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１３４



表 ２　 各优势树种林分面积及蓄积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ｒｅ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序号
Ｎｏ．

优势树种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面积
Ａｒｅａ∥ｈｍ２

面积百分比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蓄积
Ｖｏｌｕｍｅ∥ｍ３

蓄积百分比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 落叶松 ３５８ ２８．０ ５２．０４ ５ ２９７ ７９３ ６５．４１
２ 樟子松 ８ ３６２．１ １２．１５ ７９２ ５９８ ９．７９
３ 云杉 １ ２１７．０ １．７７ ９９ ９７７ １．２３
４ 油松 ３８６．０ ０．５６ ６０ ７３９ ０．７５
５ 栽培杨 ２１．８ ０．０３ 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６ 桦树 １７ ４６０．３ ２５．３６ １ ６３０ ８２０ ２０．１４
７ 柞树 ３ ８１１．３ ５．５４ １４２ ３６９ １．７６
８ 山杨 ６４６．３ ０．９４ ６６ ４２９ ０．８２
９ 其他 １ １０９．７ １．６１ ７ ４８２ ０．０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８ ８４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８ ０９９ ２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　 制定落实规章制度。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塞罕坝制

定实施了一整套森林防火工作方面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
主要有《森林防火管理实施细则》《森林防火责任追究暂行

办法》《森林防火“百分制”定量考核办法》《专业扑火队管理

办法》等。 这些办法从整体到细节，从职责到责任，涵盖了防

火工作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
２．１．３　 严格监督考核。 林场坚持经常性督查与重点督查相

结合，防火紧要期内，总场领导、防火办、公安分局、总场各科

室和场直各单位有关人员深入林场一线，督促检查森林防火

工作，按照《总场森林防火工作“百分制”考核办法》的规定

对各林场进行量化打分，及时发现和解决森林防火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整改，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
２．２　 全覆盖格局的宣传教育体系　 多年来，塞罕坝坚持从源

头上抓起，采用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方法，利用有声与无声

相结合、流动与固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宣传。 常规宣传主要

是发放宣传单、播放广播、张贴标语、升挂防火警示旗、护林

员展旗示警、设立大型的宣传警示标牌、开展“小手拉大手”
活动、组建场乡小学生森林防火纠察队、给小学生上防火课

以及利用宣传车进行流动宣传等。
另外，塞罕坝还积极组织开展跨省域的森林防火大型宣

传活动，与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旗县和接壤的围场县 ４ 个

乡镇每年共同组织开展跨区域的森林防火大规模宣传活动

及“共建生态文明、确保资源安全”签名活动等，将森林防火

宣传不断引向深入。 同时，积极与毗邻的旗县乡镇等行政单

位建立联防联护行动组织，树立“行政有界防火无界”的理

念，共成立以基层联防委员会为主的联防组织 ３８ 个，积极推

进联防机制。
２．３　 基础设施建设体系

２．３．１　 立体交叉的瞭望监测。 多年来，塞罕坝始终坚持加强

瞭望监测体系建设。 全场现设有 １４ 个固定防火检查站、６ 个

临时防火检查站、９ 处瞭望塔、林火视频监测系统 １ 套 ２１ 个

监控点、红外探火雷达 ６ 台、雷电预警监测系统 １ 套，另配备

专职护林人员 ２６０ 余名。
检查站负责往来车辆、人员登记，宣传防火知识，检查扣

留火种；护林员坚持“点”“线”巡护，站路边、守路口，对重点

部位死看死守；瞭望员坚持白天每 １５ ｍｉｎ 瞭望报告和重要

时期夜间每 １ ｈ 报告制度，确保及时预报火灾，实现“打早、
打小、打了”；林火视频监测、红外雷达探火和雷电预警系统

全天候实时监测火情。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形成了探火雷

达、空中预警、高山瞭望、地面巡护有机结合，同时开展严厉

打击野外用火和火灾隐患排查整改活动，使林火监测和火

源管理各个环节衔接紧密，形成了成效显著的火灾监测

体系。
２．３．２　 完备的防火阻隔网络和路网建设。 塞罕坝机械林场

现有防火隔离带 ７７９．６ ｋｍ，防火专用公路 ４６９．５ ｋｍ。 ２００５ 年

以来投资 ４００ 余万元对全场防火隔离带进行了改造和完善，
达到外线、高压线下防火隔离带宽 ５０ ｍ，内线宽 ３０ ｍ，公路

两侧各宽 ５ ｍ，基本达到外围闭合，对火源控制和边界火入侵

起到了有效的阻隔作用。 近年来又投资 ８ ０００ 余万元对林区

主要公路进行了改造升级，连通辖区内 ３０ 个营林区，进一步

改善了森林防火防控交通环境。
２０１３ 年由规划院、防火办组织对全场防火隔离带进行全

面踏查，并根据林分状况对隔离区域重新划分，分为六大区

５２ 个可控小区，在紧急状态下可开设应急防火隔离带，保证

将火灾损失降到最低程度［７］。
２．３．３　 健全的机具装备。 目前，塞罕坝配有运兵车 １２ 台、运
输车 ７ 台、水罐消防车 ３ 台、指挥车 ８ 台。 常规工具有风力

灭火机 ３５０ 台、水灭火机 ２０ 台、油锯 ２００ 台、割灌机 ５０ 台、水
枪 ２００ 套、二号工具等手持工具 ３ ５００ 把。 水灭火设备有接

力水泵 ２１ 台、摩托化细雾灭火器 １４ 台、全道路装甲森林消

防车 １ 台、细水雾灭火器 ６ 套、灭火炮 ５ 台。 队伍装备无线对

讲头盔 ８８ 顶、通讯车载台 ３０ 套、对讲机 ５０ 台、单兵图传设备

２ 套、卫星小站 １ 套。 目前的机具装备基本能满足扑救中等

以下火灾的能力。
２．４　 坚实的防火指挥扑救体系　 塞罕坝建有森林防火指挥

中心 １ 处，下辖 ６ 个林场防火指挥部，３０ 个营林区防火领导

小组。 指挥系统完备，既可由林场组成单独的指挥体系，也
可由总场统一指挥调度。 通过视讯调度系统，省森林防火指

挥部可直接指挥火灾扑救。
（下转第 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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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桃园对桑盾蚧的空间分布调查发现桑盾蚧雌介壳虫

在桃树不同方位的枝条上的分布情况也不相同，以南边最严

重［１１］。 该调查发现桑盾蚧在猕猴桃树阴阳面的分布无差

异。 这可能是由于栽培制度造成的。 猕猴桃是多年生藤本

植物，在种植过程中以架上自然生长的枝蔓进行修剪，尽量

使枝蔓在架上分布均匀［１７］。 虽然研究报道，桑盾蚧喜欢聚

集在枝条的背阴部位［１８］。 而猕猴桃果园的栽培模式可能使

得猕猴桃树向阳面和向阴面的小气候差异不显著，从而导致

桑盾蚧在阴阳面的分布差异不显著。
桑盾蚧若虫多选择 ２～５ 年生的枝条寄生［１１］。 该研究发

现，密度大的果园，在当年生的枝条发生最多；而在密度低的

果园，各个类型枝条间桑盾蚧数量差异不显著。 这可能与桑

盾蚧的行为有关。 桑盾蚧若虫爬行速度平均为１５．６ ｃｍ ／ ｍｉｎ，
且若虫在寻找到合适的取食部位即固定下来取食，一般在数

小时至 ２４ ｈ 内［９］。 虽然桑盾蚧是聚集分布，但在密度较大的

猕猴桃树上，由于新孵若虫数量较大，若虫也可能需要向更

大的生境空间扩展，而在密度较小的猕猴桃树上，桑盾蚧若

虫更易在母体附近寻找到适合取食的部位。
根据该研究调查的桑盾蚧在猕猴桃园的空间分布结果，

在防治时应对其分布较严重的当年生枝条进行重点防控，不
仅要防治阴面，还需要对阳面进行防控。 同时抓住 １ 龄若虫

扩散时期作为重点的用药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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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共建立专业扑火队伍 ７ 支，队员 １１２ 名；半专业扑

火队 １０ 支，队员 ２２０ 人；义务扑火队 ７ 支，队员 ３４９ 名。 专业

扑火队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中食宿，集中进行体能和技战术

训练。 单独划分了水灭分队和机动分队，肩负着辖区及周边

扑火救灾任务，同时也可进行跨区域作战。
３　 结语

建场以来，塞罕坝机械林场始终将森林防火工作作为林

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管理，取得了未发生过较大森林火灾的

成绩，确保了林区森林资源和人民人身财产安全。 但是，结
合场内森林资源现状、林内可燃物载量增加、气候干燥多风

等因素，要清醒认识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严峻形势［６－７］。 随

着全国上下大力学习宣传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机械林场

被全国人民所熟知，林场开展的各项工作受到各界人士关

注，其中森林防火工作尤为被重视，必须作为当前首要政治

任务，牢固树立“生态建设为主，护林防火第一”的理念定位，
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确保森林资源、林区人民

人身财产和防扑火人员绝对安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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