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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森林资源特点与森林防火对策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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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期间，东台市虽未发生重大森林火灾事故，但年均发生林下火情约 ３０ 起，给森林防火工作造成

了较大的被动。 该文立足抓好东台市森林防火工作，分析了森林可燃性、抗燃性、资源分布等特点，梳理出林区火

源多、林下易燃物多、树种结构不优、防火意识不高等问题。 通过推行清理林区火源、清除林下杂物、优化树种结

构、倡导良好风尚等针对性地措施，全面加强森林防火工作，进一步消除森林火灾隐患，自 ２０２０ 年起，该市未发生

林下火情，森林防火工作成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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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台市地处江苏省沿海中部，位于盐城市南

端，处于南通、泰州和盐城交界处，北纬 ３２°３３′—３２°
５７′，东经 １２０°０７′—１２０°５３′。 根据全国第 ３ 次国土

调查成果数据显示，目前辖区总面积３ １７６ ｋｍ２，海
域面积 ２ ６９７ ｋｍ２，海岸线长 ８５ ｋｍ，沿海滩涂及辐射

沙洲１ ５６０ ０００ ｈｍ２，系江苏省面积最大的县级市。
境内地势平坦，地面高程 １ ４—５ １ ｍ，大部分地区

在 ２ ６—４ ６ ｍ 之间，范公堤（老 ２０４ 国道）贯穿南

北，将全市分成堤东、堤西 ２ 大自然板块。 本市属亚

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区，季风特点显著，四季分明，
日照较为充足。 常年平均气温 １５ ０ ℃，无霜期 ２２０
ｄ，降水量１ ０６１ ２ ｍｍ，日照２ １３０ ５ ｈ。 截止 ２０２１
年底，本市森林覆盖面积５９ １４１ ｈｍ２，有林地面积

２９ ４０６ ｈｍ２，特灌林地面积１４ ５００ ｈｍ２，四旁树覆盖

面积１５ ２３５ ｈｍ２，林木覆盖率达 ２５ ９６％。 受保护自

然湿地总面积 １３６ ７２２ ｈｍ２，自然湿地总面积 ２０６
９４３ ｈｍ２，自然湿地保护率达 ６６ ０７％。

１　 森林资源特点与森林防火形势分析

１ １　 主要林木树种可燃性隐患高　
从表 １ 可以看出，乔木林以杨树、水杉等为主。

森林火灾发生的 ３ 个必要条件为：可燃物、火源和助

燃物［２］，可燃物是其必备条件。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印发的《森林火灾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显示，
杨树、水杉属于可燃类，且水杉的防火能力相对较

差［３］。 森林资源结构具备形成森林火灾的基本条

件，故森林防火责任重大。

表 １　 东台市主要树种面积

树种 面积 ／ ｈｍ２ 占比 ／ ％
杨树 １９ ０３７ ４９ ３２ １９
水杉 １５ ０６３ ２１ ２５ ４７
蚕桑 １０ ６６９ ０４ １８ ０４
银杏 ２ １０５ ４２ ３ ５６
硬阔类 １ １４１ ４２ １ ９３
柳杉等其他杉类 ７８６ ５８ １ ３３
柿 ７２７ ４３ １ ２３
散生杂竹类 ５９７ ３２ １ ０１
其他 ９ ０１３ ０９ １５ ２４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东台市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江苏省林业局
下发文件［１］及《江苏省东台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４］ 。

１ ２　 中幼林比重大，抗燃性不强

经对乔木林龄组调查，分析结果见表 ２，中幼林

占比达 ６５ ７５％，比重较大。 根据张宏斌等对二皮

河林场森林大火分析，林龄越大，其表皮越厚，抗燃

性越强。 就林木的易燃程度而言，随着林木的成

长，其抗燃性也在不断提高，近、成、过熟林最强，中
龄林次之，幼龄林最弱［５］。
１ ３　 森林资源区域分布散，防火压力大

本市 ２２６ 省道以东区域为东部沿海防护林区，
森林资源丰富，面积较大。 西部里下河水源涵养林

区和中部为重点商品林区，资源偏少，但涉及的林



第 ５ 期 蔡春梅：东台市森林资源特点与森林防火对策浅谈

地面积相对较小且比较分散。 作为江苏省面积最

大的县级市，森林防火压力大。

表 ２　 东台市郁闭度 ０ ２ 以上乔木龄组结构

龄 组 面积 ／ ｈｍ２ 占乔木林面积百分比

幼龄林 １１ ９１２ ５４ ４２ ０７
中龄林 ６ ７０５ ２３ ２３ ６８
近熟林 ６ ８４９ ６４ ２４ １９
成熟林 ２ ６９８ ５１ ９ ５３
过熟林 １５０ ０７ ０ ５３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东台市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江苏省林业局
下发文件［１］及《东台市森林经营方案》 ［６］ 。

２　 森林防火存在的问题

森林火灾的诱因分为人为火和自然火。 就人

为火而言，除故意纵火外，主要分为生产性火源（包
括农业林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火等）和非

生产性火源（包括野炊、吸烟、烧纸等） ［７］。 据应急

管理部门统计，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期间，在已查明火因

的森林草原火灾中，由人为原因引发的占比超

９７％。 森林火灾中，祭祀、农事、吸烟等因素占绝对

数量。 自然火具有不可预见等特征，且就森林火灾

而言主要发生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边远原始林

区，管控不易，本文不作分析。
２ １　 林区内人类活动频繁，火源多

东台地属平原地区，系农业大市，耕地面积多，绿
化造林大多沿路、沿河、沿村、沿堤开展，林区多与农

田、村居紧邻交错，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鞭炮、踏青、
放牧、抽烟等行为屡见不鲜。 由于林区人类活动频

繁，导致野外火源管理难度大，森林火灾隐患较多。
受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本市农村许多散坟依林

而造，片林内均有分布，且分布呈无规则。 林区内

没有祭祀用品集中焚烧设施，在清明、中元、冬至等

重点时段，林内烧纸、放鞭炮等传统祭祀行为屡禁

不止，祭祀用火造成的隐患大。
２ ２　 林下以及林木自产的易燃杂物多

林区边缘烧荒、烧田埂草等行为未能完全杜

绝，林下堆积大量草堆、渔网、毛竹、树枝、树叶等易

燃杂物。 林下泡沫板、塑料布、木板等简易搭建物

较多，且存在动火设施，包括林内一些电线老化、电
力设施未按规范使用等。

本市林下经济基础实、规模大，形成了“林业＋”８
大类为主的林下经济特色模式。 林下种养行为较多，
但防火意识淡薄，种养设施杂物乱堆。 加之，林下作

物采收后，将碎秸秆、残叶、杂草等杂物就地抛扔，这
些杂物干后极其易燃，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火灾。
２ ３　 树种结构单一性明显

本市森林资源分布区位不同，主要树种也有差异

（见表 １，３），但均有杨树。 杨树总量多、分布广，作为

森林资源的主要树种之一，不仅其自身可燃，而且每

年 ５ 月左右种絮随风飘扬，一遇明火２ ｓ内即可燃

烧［９］，蔓延迅速，给森林防火工作增加了额外的压力。

表 ３　 东台市森林资源分布现状

区　 域 面积 ／ ｈｍ２ 主要树种 占全市林地面积 ／ ％
东部沿海防护林区 ３８ ７６１ ０１ 杨树、水杉、刺槐 ６５ ５４
中部重点商品林区 １６ ２８１ ５２ 杨树、银杏、蚕桑 ２７ ５３

西部里下河水源涵养林区 ４ ０９８ ４７ 杨树 ６ ９３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东台市林业主管部门提供的江苏省林业局下发文件［１］及《东台市森林防火规划》 ［８］ 。

２ ４　 森林防火意识欠缺

由于本市多年未发生森林火灾，造成不少干部

群众森林防火意识懈怠。 从森林防火的主体来看，
虽然林场、乡镇是森林防火的直接主体，但由于乡

镇人员变动频繁，加之许多从事森林防火工作人员

身兼数职，分配到森林防火工作中的精力较为有

限，且对自身承担的森林防火责任不清楚，故对具

体的防火工作要求和内容也不是很熟悉［１０］。 从社

会群众来看，不少群众认为森林火灾离自己很远，
身边不会发生此类灾害，思想麻痹，在野外使用火

源等方面较为随意，且对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如何处

置，没有概念。

３　 森林防火工作举措和对策

森林火灾危害巨大，主要包括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烧毁林木、严重破坏林下资源、破坏野生

动物栖息地环境、污染空气［１１］ 等。 本市针对森林资

源特点以及森林防火存在的主要问题，采用如下措

施，取得了较好成效。
３ １　 管控林区火源，切断森林火灾源头

（１）严格林区火源管控。 除林区生活必须外，
严禁各类用火。 林业主管部门加强督促，林场等涉

林单位均重点加强对野外农事、野炊、祭祀等直接

火源及其活动产生的次生火源管理，对高火险地区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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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一切野外用火［１２］。 野外农事方面，每年农收季

节均明确“双禁”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禁烧。 实行属

地镇区包保、市直部门挂钩的方式，加强巡查，充分

运用各类“天眼” （监控摄像头），实时动态监管，杜
绝农事火源。

（２）加强外来火源入林管理。 主要是针对黄海

森林公园等森林旅游观光区域。 在节假日和夏秋

等高火险时期，由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在重点林区和

景区主入口，加强对入林人员、车辆检查，截留火

种。 同时，市林业主管部门安排节假日森林防火专

项值班，做到逢节假日必入园进林随机抽查。 在黄

海森林公园使用防火码，集预约、出入、防火宣传、
火情报警、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凡进入森林景

区人员均需扫码后方可入园，实现可管、可控、可
溯源。

（３）合理引导祭祀用火。 祭祀用火具备特殊

性，无法简单的一禁了之，且作为人为火具有管理

难、存在普遍等特点。 涉林单位耐心细致地做好群

众工作，组织将森林公园、林场、自然保护区等重点

林区的林下散坟全部迁出，小规模坟区则在林外择

址重建。 为散坟集中管理区设立防火措施合格的

祭祀区，严禁在祭祀区以外的地方烧纸、烧香、燃放

爆竹。
３ ２　 清除林下杂物，消除火灾隐患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每年组织开展森林防火“清

杂”行动，督促各涉林单位集中力量，按期行动，将
所有林下以及林区外沿的杂物彻底清理，隔断易燃

物品，消除火灾隐患，杜绝火灾发生。 清理对象包

括（１）林下易燃品。 林下乱堆、乱放的所有秸秆、渔
网、毛竹、塑料制品以及各类易燃物品。 此类对象

在“清杂”行动启动后，必须一律迁离现场，否则由

森林防火责任单位统一组织清理。 （２）林下简易搭

建。 对存在动火设施、易燃物搭建的，立即组织拆

除并迁离。 其他砖混结构且无动火设施和易燃物

品的棚屋，设立醒目防火标识，并限期拆除迁离。
（３）林下种养设施。 拆除所有搭建的易燃物品，设
立醒目防火标识，明确防火责任人，签订防火责任

状，把森林防火责任落到实处。 通过涉林单位自

查、主管部门抽查、林业员交叉互查等方式，加强成

果检查，并对工作进展缓慢的责任单位通报。 据市

林业主管部门统计，每年清杂面积逾 ５３０ ｈｍ２。
加强与农村种养合作社、畜禽养殖大户、菌菇

种植户合作，以村组为集体，组织对林下种植的碎

秸秆、残叶回收。 既减少易燃物乱抛问题，又给农

户增加一定的收益。 同时，每年森林防火期前，市
林业主管部门联合电力部门对林区内的电路进行

安全检查，自 ２０２０ 年来已累计检查消除电路隐患

２０ ｋｍ，并结合巡林，常态化对电力设施使用情况检

查，对未按规范使用的设施督促整改到位。 排出重

点监管对象清单，对提醒 ３ 次及以上仍未改正的，除
保障其正常生活使用外，限制其他用电行为，直至

完全消除隐患。
３ ３　 优化树种结构，降低森林火灾发生率

从树种结构可以看出，杨树 （ ３２ １９％）、杉类

（２６ ８％）、蚕桑（１８ ０４％）３ 种树木占比达到 ７７％，
且杨树、杉类比例极高。 对此，在需要栽植或者更

新杨树的区域，减少雌树栽植，从而减少飘絮的产

生。 为此，本市加强与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南
京林业大学的合作，并根据东台气候环境特点，培
育女贞、冬青、刺槐、核桃等相对耐火、难燃的树种，
在造林绿化时供选用。 ２０２０ 年以来，在新拓空间和

更新迹地造林绿化中，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女贞、刺
槐、核桃等树种进行栽植，面积达４ ５００ ｈｍ２。 在重

点林区以及黄海森林公园景区内部，根据树种分布

情况和防火实际需要，建设了多条生物防火隔离

带，累计已达 ２３８ ｋｍ。 同时，将树种结构优化作为

今后造林绿化的重要措施之一，通过有计划、有组

织的实施，逐渐地调整各树种比例结构，进一步减

轻森林防火工作压力。
３ ４　 移风易俗，倡导良好风尚

市纪检监察、宣传、统战、民政等部门分别出台

文件、发出倡议，对移风易俗作出引导和规范。 以

全国首批婚俗改革实验区建设为契机，在尊重传统

文化、公职人员带头、村规民约等举措引导下，文明

祭扫、平安祭扫正成为新的社会风尚。 加之，受疫

情影响，网络祭扫也正逐渐被公众接受。 文明风

俗，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森林防火的压力。
针对群众森林防火意识不高的问题，市林业主

管部门积极利用野生动植物保护日、防灾减灾日、
全国土地日等自然资源节日时点，宣传森林防火工

作。 着重从森林火灾的危害、预防、报警等方面，加
强森林防火知识宣传普及。 联合各森林防火责任

单位，在重点林区设立标识牌、悬挂横幅等方式，宣
传森林防火知识。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社会公众对

森林防火工作的认识显著增强，也自觉地将防火意

识外化到行动中，为森林防火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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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基础。 在推进林长制建设中，注重加强林业从业

人员培训，森林防火工作是培训的之一。 通过培

训，基层林业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责任意识均得

到较大提升。
此外，还注重发挥规划在森林防火中的重要作

用。 加强森林防火方面的资金投入，林业主管部门

组织编制了《东台市森林防火规划》《东台市森林和

草原火灾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报告》，指导黄海森

林公园编制《东台市黄海森林公园森林防火规划》，
增强了森林防火的的科学性和引领性；各涉林单位

也均加强基础建设，基本达到了林区内道路通达、
通信畅通等条件［１３］；全市每年均组织包括演练式、
突击式等多种形式森林消防应急演练；严格执行森

林防火 ２４ ｈ 值班值守制度，重点时间对防火工作随

机检查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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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玉米的菌根侵染率［１３］，ＩＢＡ 和 ＡＢＡ 处理显著

改善了菌根化番茄营养状况［１４］；而 ６⁃ＢＡ 和 ＧＡ 处

理则显著降低了宿主植物菌根侵染率［１３⁃１４］。 因此，
在后续的研究或生产中，筛选高效的植物生长调节

剂及 ＡＭＦ 组合，对于植物生长和发育可能具有更大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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