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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括了安徽省旌德县现状，分析了森林火灾发生的特点，重点提出了森林火灾防御对策。 该县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夯实森林防火
墙，保障了森林资源安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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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
不仅可以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等污染性气体，减轻对人体

的伤害，而且具有良好的消声功效，降低噪声污染。 森林为

各种动植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良好的场所，有利于保护生物

多样性［１］。 森林火灾是当今世界发生面广、破坏性大、处置

救助十分困难的自然灾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世界八大

自然灾害之一［２］。 结合林业现情，高度重视和加强森林防火

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
护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以

安徽省旌德县为例，分析了皖南山区森林防火现状及对策。
１　 基本现状

旌德县位于皖南山区，东邻宁国市，南接绩溪县，西连黄

山区，北毗泾县，距举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仅 ３０ ｋｍ，地理坐

标为 １１８°１５′～１１８°４４′ Ｅ、３０°０７′～３０°２９′ Ｎ。 境内山清水秀，
山峦起伏，云雾缭绕，秀美如画，宛如一颗迷人的翡翠镶嵌在

世界著名的黄山风景区脚下，被称为“中国十佳休闲养生旅

游县”，２０１７ 年被命名为全国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全县国土总面积为 ９０４．８ ｋｍ２，林地面积

６．５ 万 ｈｍ２，占 ７１．８％。
旌德县辖 １０ 个镇，６８ 个村居，１ ２８４ 个自然村，总人口

１５．２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１２．４ 万人，年人均纯收入 １．０７ 万

元。 境内合福高铁、２０５ 国道、２１７、３２３ 省道、三仙线、蔡大国

防公路等交通干线贯穿全境，东南部与皖赣铁路相连。 全县

镇镇通公路，村村有水泥道路，电信网全面覆盖，已形成较为

完备的交通与通信网络。 虽然旌德县获得了又好又快的发

展，但农村青壮劳力变少了，山边田埂杂草变多了，清明冬至

回乡上坟祭祖的人更多了，森林防火形势变得尤为严峻。
２　 发生特点

２．１　 地形复杂　 旌德地貌特征东西向长方形，呈簸箕状向北

开口，地势中部平缓，四面环山，东北低于西南，属山地丘陵、

山间盆谷，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和山间盆地 ４ 种类型，海拔

最低处在三溪坑口，海拔 １２０ ｍ，最高峰大坞尖，海拔

１ ２９６ ｍ，地势复杂。
２．２　 气候差异　 旌德县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

和，雨量充沛，光照适中，季风明显，年平均气温 １５．８ ℃，极端

最低气温－ １５． １ ℃，极端最高气温 ４１． ４ ℃；年均降水量

１ ４９０．５ ｍｍ，平均蒸发量 １ ３２８．４ ｍｍ，相对湿度 ７８％；年日照

时数 １ ７１９．４ ｈ，大于或等于 １０ ℃的活动积温 ４ ８８２ ℃，持续

天数２８８ ｄ，平均无霜天数 ２３１ ｄ。 春季冷暖变化大，光照不足

阴雨多；夏季温高湿度大，梅雨集中汛洪多；秋季常遇夹秋

旱，天高云淡早晚凉；冬季多晴湿度小，雨雪常在“三九、四
九”。 气象灾害主要有寒潮、梅雨、伏旱、秋风寒、秋旱、暴雨、
冰雹等，尤以寒潮最为严重。 森林火灾发生主要集中在深

秋、冬季、春季。
２．３　 植物丰富　 旌德县森林属北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

叶混交林带。 由于气候条件优越，立地条件好，且兼有中亚

热带向北亚热带植被过渡的特征，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现有

木本植物 １０４ 科 ３１１ 属 ９７０ 余种，其中乡土树种 ８５８ 种，占
８８．５％。 县域内以马尾松、杉木等针叶林和毛竹所占面积最

大，广泛分布于全县各地。 用材林主要树种有杉、松、檫木、
枫香、毛白扬、苦槠、小叶栎、圆柏、木荷、竹类等。 经济林主

要树种有油茶、板栗、山核桃、香榧、青梅、柿树、桃、李、乌桕、
栓皮栎、双仁枣树、竹、油桐、漆树等。 地被植物主要有白栎、
白茅、芭茅、檵木、乌饭、杜鹃、黄背草、算盘子、茴草、蕨类等。
植被类型主要有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马尾松杂木混交

林、杉木林、马尾松林、竹林、灌丛、草丛［３］。
２．４　 不当用火　 旌德地表构成是“六分山，一分田，三分道

路、庄园和水面”。 道路在林中，村庄在林中，人在林中，村民

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原始，少数群众用火无序、防火意识淡薄，
导致森林火灾发生。
２．５　 队伍状况　 依据《森林防火条例》规定，森林扑火工作

实行发动群众与专业队伍相结合的原则，林区所有单位都应

当建立群众扑火队，并注意加强训练，提高素质。 农村劳力

是森林防火的主要力量，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加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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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火作战能力的劳动力紧缺，留守山区的多为老、弱、病、残、
幼儿，没有防火扑火的作战能力，根本无法承担森林防火的

大任，让他们参与扑火也为国家法律所不允许［４］。 据统计，
全县共有各类扑火队伍 ８１ 支，队员达 １ ４００ 人，对小的森林

火灾基本上能完成扑火任务，一旦发生大的森林火灾，这点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３　 森林火灾防御对策

３．１　 加强领导，落实工作措施　 建立以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森林防火指挥系统，统一指挥、部署森林防火工

作，召开调度会，掌握全县森林防火工作落实情况，布置森林

火灾各项措施，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在冬至、
清明等关键时间节点，县委、县政府领导分片亲临到镇、村等

基层一线督查落实森林防火工作，促进全县各级紧绷森林防

火这根弦，时刻防范森林火灾发生。
３．２　 建立林长制，完善责任体系　 全县建立以县委、县政府

主要领导为总林长，县、镇、村三级相结合的林长制，切实加

强林业生态保护与发展。 严格按照林长制的要求，进一步加

强森林防火责任体系建设，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要

求，落实县、镇、村三级森林防火包保责任。 同时，对易发、频
发森林火灾的重点地段、坟场墓地进一步梳理，对易走火烧

山的特殊人群进一步摸排，全面登记造册，逐级确定责任人，
切实将森林防火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山头、地块、人头。
３．３　 完善预案，加强队伍建设　 结合实际，修定和完善森林

扑火预案，保证预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森林

防火工作有条不紊，并且加强森林火灾预警和信息报告，一
旦发生火灾，就根据森林火灾发展态势，按照分级负责原则，
实行分级响应。

同时，按照森林防火“打早、打小、打了”的要求，加强扑

火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火情的就近处置和快速反应能力［５］。
依据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对乡、村两级森林消防队伍的人员数

量、装备要求、队伍管理、队员待遇等要求调整完善，在五级

森林火险等级天气和冬至、过小年、春节、清明等重点时节，
实行集中管理，随时出击、扑救森林火灾。
３．４　 强化宣传，营造防火氛围　 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活

动，充分利用会议、广播、电视、ＬＥＤ 显示屏滚动字幕、标语、
横幅等各种载体，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形成立

体式、全覆盖的宣传格局［６］。 制定科学、有效、操作性强并适

合本地的宣传教育方案，细化宣传措施，落实宣传任务，使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真正建立起“群
众广泛参与、社会积极支持、部门齐抓共管、政府全面负责”
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 同时，加强森林防火典型案例的宣

传，及时报道野外违法用火案例的查处情况，重点公布火灾

案件肇事者的处理、责任者的追究情况，树立教育典型，切实

发挥震慑作用。
３．５　 严格制度，突出火源管理　 在森林防火期间，严格制度

管理，认真执行领导带班和 ２４ ｈ 值班制度，在冬至、清明等关

键时节实行主要领导亲自带班，县包片领导、县防火办不定

期查岗并及时通报到岗情况，坚决杜绝脱岗、漏岗现象发生。

对各地发生的森林火情，严格执行归口上报和有火必报制

度，防止瞒报、漏报发生。 在冬至、过小年、春节、清明等关键

时节或火险等级较高的天气，执行“零报告”制度。
严格控制野外用火管理，强化森林防火日常巡查机制［７］，

建立县、镇、村三级巡查网络，划定责任区域，明确巡查责任，结
合林长制，聘请 １７０名村级生态护林员，全面开展巡查工作，以
便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制止野外违规用火，消除森林火灾隐

患。 在冬至、过小年、春节、清明等关键时节实行全天候的不间

断巡查，并实行日报告制度，逐级报告巡查结果。
３．６　 加大投入，加快设施建设　 积极探索和建立森林防火多

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社会化投入机制，按照森林防火费用

由政府投入为主、受益者合理承担的原则，探索森林火灾有

偿防控和救助模式，增加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经费，
加强对重点火险区的综合治理。 加强和充实森林防火预测

预警、交通通信、林火阻隔、扑救指挥系统和森林消防专业队

伍装备建设，对使用的防火设备、器材开展全面检查、维护，
对各类扑火机具、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修，确保设备完好，损
坏与不足的，及时采购补充。
３．７　 加强督查，坚持依法治火　 县级林长、两办督查室、县监

察局会同县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防火形式的严峻程度，采取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随机抽查，直接一线”的办法，不定期地

对包保乡镇开展督查工作，将督查结果作为通报、考核以及兑

现森林防火经费补助的依据，并对森林防火督查实行常态化管

理，严格推行事前问责和灾后追责制。 森林公安机关充分发挥

职能作用，在第一时间赶赴火灾现场，迅速展开案件侦查工作；
法院、检察院对森林火灾案件加大打击力度，快诉快判，从严惩

处，达到“发生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片”的效果。
３．８　 重视科技，强化营林防火　 防火实践中，天然次生林因

树种多，不易发生森林火灾，或发生森林火灾，也易于被扑

灭，而杉松人工针叶林，因树种单一，易发生森林火灾，一旦

发生，也不易被扑灭。 在林业生产中，充分利用营林技术在

火灾中的应用，有效减少火灾的发生，最大限度地避免火灾

的形成。 在营林中，加强对防火通道的设计和整改，能有效

改善和防止火灾。 加强对幼林的管理，定期进行杂草清理也

能有效地对森林防火起到一定作用。 利用营林技术有效减

少了火灾隐患发生的可能性［８］。
４　 结语

旌德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积极构建

森林防火体系，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夯实森林防火墙，保障了

森林资源安全，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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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花生各处理收获后经济性状考种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ｉｔ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ａｎｕｔ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ｒｖｅｓｔ

处理号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ｏ．

百果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１００ ｓｈｕｃｋｓ

ｇ

百仁重
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ｒ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ｋｅｒｎｅｌｓ∥ｇ

出仁率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ａｔｅ

％

饱果率
Ｆｕｌｌ ｆｒｕｉｔ ｒａｔｅ

％

单株生产力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个

产量
Ｙｉｅｌｄ

ｋｇ ／ ｈｍ２

比对照 ＣＫ１ 增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１∥％

比对照 ＣＫ２ 增产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ｙ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２∥％
Ｄ１ ２１３．６７ ａ ９１．６６ ａ ７７．２４ ａ ９７．８５ ａ １９．６７ ａ ６ ０２０．１０ ａ ６．８６ １１．００
Ｄ２ ２１２．２７ ａｂ ９１．３３ ａ ７６．６９ ａ ９６．１３ ａｂ １９．６３ ａ ５ ９２５．００ ａ ５．１８ ９．２５
Ｄ３ ２１１．４０ ａｂ ９０．６３ ａ ７６．４２ ａｂ ９５．８７ ａｂ １９．２１ ａｂ ５ ８９３．３６ ａ ４．６２ ８．６７
Ｄ４（ＣＫ１） ２０８．５３ ｂ ８８．６０ ｂ ７４．４７ ｂｃ ９４．６４ ａｂ １８．３５ ｂｃ ５ ６３３．４０ ｂ ０．００ ３．８７
Ｄ５（ＣＫ２） ２０８．１３ ｂ ８７．４０ ｂ ７３．６７ ｃ ９３．６３ ｂ １７．７９ ｃ ５ ４２３．４０ ｂ －３．７３ ０
　 注：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处理间在 ０．０５ 水平差异显著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ｔ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３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芸乐收、芸天力、乐昇 ３ 种植物生长调节

剂均能起到加快生长发育进程的作用，促使花生尽快进入生

殖阶段，其中芸天力、芸乐收效果较为明显；３ 种植物调节剂

对花生叶片病害的防治效果明显优于常规用药，使花生生育

后期叶片能够保持较高的光合能力，延长其生育天数，使花

生植株在成熟时健壮不早衰，果饱且不落果，其中芸乐收、乐
昇效果较为明显。

光合作用是作物稳产高产的基础和关键［１０］，叶片叶绿

素含量与光合速率呈正相关［１１］，植物生长调节剂对叶绿素

的影响［１２－１４］是评价植物生长调节剂的重要依据。 该研究表

明，芸乐收、芸天力、乐昇 ３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的叶绿素

含量显著高于清水对照，３ 种药剂起到了提高叶片叶绿素含

量的效果，依次为芸天力＞芸乐收＞乐昇。
常见的多效唑、缩节胺、矮壮素等植物生长调节剂均是

通过“控”实现增产、提质［１５－１７］。 该研究观察各处理花生整

体植株形态，在对照株高超过 ５０ ｃｍ 的情况下，３ 种喷施药剂

处理花生植株高度、侧枝长、分枝数、结果枝仍出现增长，说
明 ３ 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以促为主，在清水对照荚果产量取

得较高产量（５ ４２３．４ ｋｇ ／ ｈｍ２）的情况下，３ 个药剂处理荚果产

量仍显著提高，分别增产 １１．００％、９．２５％、８．６７％。 综合以上

因素，建议施用时调整 ３ 种复合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用量和次

数，对有旺长趋势的花生地块配合施用其他调节剂。
３ 种植物调节剂喷施次数较多，对于机械化程度较低的

花生地区，加大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成本，需要进一步调整施

用时期和次数，并在肥水相对贫瘠的地块进行全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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