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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和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森林和草原资源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资

源过度开发、非法砍伐、荒漠化、火灾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如

何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自然资源,并建立高效的防灭火体系,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基于此,

本文就森林草原资源保护与森林草原防灭火的管理对策进行了分析,期望能够为基层森林草原资源的

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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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human activities, 

forest and grassland resources are facing increasing pressure.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resource exploitation, 

illegal logging, desertification, and fir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bal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s.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se preci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 an efficient fire prevention and extinguishing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forest and grassland resource 

protection and forest and grassland fire prevention, hoping to provide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grassroots forest and grassl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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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森林和草原不仅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维

护生物多样性、调节气候、保持水土、提供生态服务的关键组

成部分。但是,过度放牧、非法砍伐、开垦荒地等人为活动导致

了草原荒漠化和森林退化,尤其是过度砍伐导致森林结构的破

坏,降低了森林的自净能力和抗火能力,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生

态系统崩溃的现象。 

1 我国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现状分析 

通过长期的植树造林、封山育林等工程,我国森林面积和蓄

积量连续多年保持“双增长”。截至2023年,中国森林面积2.31

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24.02%,森林蓄积量超194亿立方米。三北

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

5.05%提高到13.84%。另外,部分地区草原生态逐步恢复,草原综

合植被盖度稳定提升。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50.32%,天然

草原鲜草产量多年保持在10亿吨以上,实现稳中有增。在法律方

面也已经形成了以《森林法》《草原法》等为主的较为完备的法

律法规体系,为森林草原资源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新修

订的《森林法》对森林权属、分类经营管理、造林绿化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规范。但是我国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森林面积远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为脆弱。我国人均森林面

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

的1/6,且中幼龄林比例较大,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尚未得到充分

发挥。部分人工林树种单一,生态稳定性差,抵御自然灾害和病

虫害的能力较弱,因此还需要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

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加强对退化森林和草原

的治理,提高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2 森林草原资源保护方法 

2.1构建科学的森林草原保护机制 

构建科学的森林草原保护机制是确保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

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是做好生态评估工作,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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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的现状、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以及潜在威胁进行全面调查和评价,通过生态评估,可以明确保

护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物种,为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二

是要制定和实施可持续的管理计划,主要就是合理规划森林和

草原的利用方式,确保其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不损害生态系

统的健康和生产力,管理计划应当包括造林、抚育、采伐、防火、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的内容,并且要根据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进

行适时调整。三是要建立监测和评估体系,对保护工作的成效进

行定期评估和反馈,通过监测生态指标的变化,评估保护措施的

效果,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策略,确保保护工作的持续改进和长

期有效性。 

2.2加强低效无效森林草原的改造 

针对低效无效森林草原的改造应遵循科学的原则,合理规

划和管理,确保改造活动既能恢复生态功能,又能实现可持续发

展。一是要发展混交林,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土壤、水分等自

然因素,最大程度上保留原生植被,优先考虑本地适生植物,避

免引入外来物种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混交林还能提供多样的

生态系统服务,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和碳汇功能。二是要做好

环境管理,管理人员应定期监测土壤、水分、病虫害等因素,及

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比如通过土壤检测,可以了解土壤的肥力和

结构,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三是贯彻执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通过将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恢复为森林或草原,可以减少水土流

失,改善生态环境,在实施这一政策时必须严守生态红线,确保

改造活动不会对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造成负面影响。 

2.3强化执法监督和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变化,森林草原资源的

保护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非法砍伐、过度放牧、非法采

矿等行为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因此建立一套强有力的执法监督

和管理体系,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

义。应根据国家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的范围、责任主体、处罚措施等内容,

比如可以制定《森林草原保护条例》,细化森林草原保护的具体

措施和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职责。执法部门也需要

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草原资源的行为,对于非法砍

伐、非法占用林地、非法放牧等行为,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形成

有效的震慑。 

3 森林草原防灭火管理措施 

3.1建立长效机制,抓实森林草原防火宣传 

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可以提高公众的防火意识,减少人为

火灾的发生,从而保障森林草原资源的安全。一是要成立专门的

防火宣传教育机构,由专业的人员组成宣传小组,主要负责制定

防火宣传教育的计划和策略,设计教育材料,组织培训和活动,

以及评估宣传教育的效果。二是要创新宣传途径,应充分利用各

种媒体和平台,实现全方位、系统性的防火知识宣教,通过社交

媒体、短视频平台、手机应用程序等,可以更快速、更精准地向

目标受众传递防火信息,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宣传过程

中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形式,如制作宣传画、宣传册、宣传片等,

以适应不同受众的需求和喜好,宣传内容应包括防火法律法规、

火灾的危害性、正确的用火行为、应急避险知识等,确保公众能

够全面了解防火的重要性及具体操作方法。三是要重视森林防

火期的强化宣传,春节、清明、春种秋收等由于气候干燥、人为

活动频繁,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宣传,提醒

公众注意防火,遵守相关规定,可以有效降低火灾发生的概率。 

3.2深化源头治理,降低森林草原火险隐患 

源头治理是降低森林草原火险隐患、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的

生态安全的重要措施。一是要实施森林抚育措施,森林抚育是通

过对森林进行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改善森林结构和健康状况,

从而降低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比如可以通过修剪去除树木的枯

枝、病枝,减少可燃物的积累,改善林下通风透光条件,减少火灾

蔓延的速度；通过疏伐降低林分密度,增加林间空隙,减少火源

扩散的可能性；通过间伐减少部分树木,逐步改善森林的整体健

康状况。二是进行生态修复,生态修复旨在恢复和改善受损生态

系统的功能,提升其自我调节和抵御火灾的能力,比如可以通过

修枝定期去除过密的枝条,保持树木的健康生长,减少火灾蔓延

的风险,还可以对特定区域进行有选择的砍伐,去除病树、弱树,

保留健康树种,促进林分的自然更新和生态平衡,再就是种植防

火树种和草本植物,这些植物能够有效阻隔火势蔓延,提高林区

的防火能力。三是要充分发挥倒木资源的再生利用潜力,森林抚

育和生态修复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倒木和枝条等废弃物,这些资

源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成为火灾的隐患,因此可以将清理出的木

材应用于民居改造中,主要利用倒木制作家具、装饰和建筑材料,

不仅节约成本,还能提升民居的美观和实用性；也还可以用于旅

游基础设施建设中,利用倒木制作标识牌、步道护栏、休息凉亭

等,既环保又具有地方特色,可以提升旅游区的吸引力。 

3.3突出科技赋能,加大先进防灭火技术的应用力度 

先进防灭火技术的应用是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管理效率和

效果的关键环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各种新型防灭火技术被

引入到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中,极大地提升了防灭火能力。在预

防方面,先进的遥感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被广泛应用于森

林草原火灾的风险评估与管理,通过卫星遥感数据,可以实时监

测植被覆盖、土壤湿度、温度等环境因素,从而预测火灾发生的

可能性,比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MODIS卫星能够提供

全球火点的实时监测数据,这对于早期发现火灾并迅速响应至

关重要,而且GIS技术可以帮助管理者绘制火灾风险地图,识别

高风险区域,从而有针对地进行防火措施的部署。在监测与预警

方面,无人机(UAV)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火灾监测的效率和准

确性,无人机配备有红外传感器和高分辨率摄像头,能够在火灾

发生初期就发现热点和烟雾,且不受地形限制,能够到达人难以

到达的区域进行监测,比如澳大利亚在2019-2020年的丛林大火

中,利用无人机进行火场侦查和火势监控,大大提高了救援效

率。同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收集到的环境数

据进行分析,建立火灾预警模型,提前预报火灾风险,为消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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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提供决策支持。在扑救方面,先进的灭火设备和技术也在不断

革新,高压水炮、泡沫灭火剂和阻燃剂的使用可以更有效地控制

火势蔓延,智能灭火机器人和消防直升机的应用,能够在高温、浓

烟等危险环境中执行任务,保护消防人员的安全。信息技术的应

用也大大提高了防灭火管理的效率与质量,比较常见的就是建

立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调度系统,通过无线通信网络和定位技

术,实现对消防队员和设备的实时追踪和指挥调度,并利用移动

应用程序,公众可以及时报告火情,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

性。比如,森林消防部门开发的“防火码”系统,通过二维码技

术,实现了进山人员的管理和服务,有助于防火宣传和火情追

踪。在灾后评估方面,遥感技术和GIS也被用于火灾后的损失评

估和生态恢复规划,通过对比火灾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准确测

量烧毁面积,评估植被损失和土壤侵蚀情况,这为灾后重建和生

态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3.4完善应急预案,加强灭火队伍建设 

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高效的

灭火队伍不仅关系到森林草原资源的保护,也关乎人民生命财

产的安全。在应急预案的制定环节中,一是明确应急组织机构和

职责分工,应急预案应明确各级防火指挥机构的职责,包括决策

层、执行层和基层灭火队伍的职责分工,确保火灾发生时能够迅

速组织力量进行扑救。二是细化应急响应流程,应急预案应详细

规定火灾发生后的报告、接警、判断、决策、调度、扑救、救

援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确保每个环节都能高效衔接,避

免因信息传递不畅或决策失误导致扑救延误。三是强化预案演

练和评估,应急预案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必须通过定期演练检

验其可行性和有效性,演练中应模拟不同火险等级和火场环境

的火灾情景,检验灭火队伍的实战能力和应急响应水平,演练后

应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优化预案内容。在灭火队伍的

建设中,一是提升队伍的专业能力,灭火队员需要掌握防火、灭

火、救援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定期组织专业培训,邀请

专家授课,传授火灾扑救的理论知识和实战经验,可以组织队员

到火灾高发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了解不同火场环境下

的扑救策略。二是强化装备保障,先进的灭火装备是提升灭火效

率的重要保障,应加大对灭火装备的投入,配备高效的水泵、灭

火机具、通讯设备、防护装备等,确保队伍能够在复杂环境中有

效开展灭火工作,定期对装备进行维护和更新,确保其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正常使用。三是优化队伍结构,灭火队伍不仅需要专职

的灭火队员,还应吸纳志愿者和民间力量参与,可以通过建立森

林草原防火志愿者队伍,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防火宣传、火险

巡护等工作,加强与公安、消防、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作,建立

联合灭火机制,形成合力。四是加强心理训练,灭火队员在火灾

扑救过程中面临巨大压力,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应加强对队员的

心理辅导,帮助其缓解压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确保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4 结语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资源过度开发、火灾频发等问题交织

在一起,使得森林和草原资源的保护工作变得异常艰巨。因此,

还需要加强资源保护和防灭火管理的科学研究,制定切实可行

的管理对策,以便能够确保森林和草原资源得到有效保护,避免

火灾等灾害的发生,进而维护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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