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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
林默涵

德化林业局 福建 德化 362500

【摘 要】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森林火灾成为了世界各地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有效预

防和减少森林火灾，许多国家和地区积极寻求生物防火的方法。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它利用不同

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起一道绿色的防火屏障，对于保护森林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详细

介绍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以期为森林防火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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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

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在欧洲，德国、奥地利等国家通过

在国境线上种植宽度达数十米的生物防火林带，有效防

止了森林火灾的蔓延。在日本，许多森林经营单位建立

了以阔叶树为主的生物防火林带网络，起到了防止林火

蔓延、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在我国，近年来也在大力

推广生物防火林带营造技术。例如四川省九寨沟景区通

过种植宽度达 50 米的生物防火林带，有效防止了森林

火灾的发生和蔓延，保护了景区生态环境。

1 生物防火林带的概念

在 20 世纪 40 年代，德国生物学家 weck 首次提出

了生物防火林带的基础概念，即创建绿色的防火屏障，

这主要是指在山林中建设宽度超过 25m、长度不受限制

的阔叶防火林带；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和东欧的

部分国家通过对防火树种的研究，提出了建立生物防火

林带的思路。在条件允许的山林中，使用这种防火林带

来替代现有的防火道，从而显著降低了森林的燃烧特性；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南部和美国等国提出了创建耐

火植物带和阔叶防火林带的方案，目的是为了控制森林

火灾的扩散；在 1976 年，加拿大的学者们提议使用山

杨林作为野外山火的防火林带，并且这一提议获得了很

好的反响；在 1989 年，苏联的学者们提议使用云杉和

冷杉来构建防火林带，这种方法被证明具有很好的防火

效果。

我国在生物防火林带的研究方面起步相对较晚。在

20 世纪 50 年代，福建省发现了由常绿阔叶树制成的防

火林带，这对山火具有很好的阻隔和阻火效果。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我国开始考虑使用阔叶树种来构建

林带，以替代目前的防火线策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

建立生物防火林带已经变成了国家森林防火管理的核

心策略。在 1996 年，我国开始制定并执行全国生物防

火林带的建设规划，这使得生物防火林带的建设技术在

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生物防火是通过利用生物在燃烧、防火和阻火方面

的性能差异，通过植树造林来改变森林生物的组成和结

构，从而提高森林的抗火能力，阻止火势的蔓延，最终

实现生物防火的目标。生物防火林带指的是使用具备防

火和耐燃特性的树木，以形成能够隔断森林火势和阻止

火势扩散的特定林带。

简而言之，生物防火林带的构建是通过在森林的内

部和周围采用复合结构，主要使用抗火和耐燃的树种。

其核心目标是优化连续的森林结构，将森林的部分隔离

或封闭。当火灾发生时，利用其较低的可燃性和分层特

性来减少火势，实现防火、隔离和切断火势的效果，从

而使火势的蔓延得到减缓或自动停止。

2 生物防火林带的营造技术的应用

2.1 树种选择

在生物防火林带的建设过程中，选择具有较高抗火

性能的树种进行种植至关重要。柏树、落叶松和白蜡等

树种被广泛认为在林火时表现出较强的抗热和抗燃烧

性能，能够有效地抑制火势蔓延。柏树具有耐火性强、

抗燃烧能力高的特点，其树皮含有丰富的树脂成分，不

易燃烧，能够减少林火蔓延的风险。落叶松是一种阔叶

树种，其树皮质地坚硬，富含树脂和树胶，能够有效抵

挡火焰的扩散，阻止林火的蔓延。而白蜡树在林火时表

现出极佳的抗火性能，其树干密度高、树皮厚实而光滑，

具有较高的阻燃性能，有利于限制火焰的传播。通过选

择这些具有较高抗火性能的树种进行种植，生物防火林

带能够在林火发生时承担起重要的阻隔作用。它们能够

抵挡火势、降低火灾的蔓延速度，并有效控制火势的扩

展范围，从而保护周边的植被和人类安全。因此，在建

设生物防火林带时，选择合适的树种至关重要，能够提

高防火林带的抗火性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火灾的风险和

危害。

2.2 林带布局

生物防火林带的布局是根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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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险等级来确定的，目的是合理地建立起一道防火的绿

色屏障。一般来说，生物防火林带应位于易燃植被和易

燃材料周围，作为预防和防控山林火灾的第一道屏障。

在确定生物防火林带的位置时，需要综合考虑地理环境

因素。例如，根据地势起伏、河流分布等因素来规划林

带的走向和位置。同时考虑该地区的气候条件，包括降

水量、气温、风向等，以确保林带能够在火灾发生时具

备最大的防火效果。此外，根据火险等级来确定生物防

火林带的宽度和密度。火险等级较高的地区需要建立更

宽阔、更密集的林带，以增加对火势蔓延的阻隔效果。

而火险等级较低的地区则可以适度减少林带的宽度和

密度。生物防火林带的布局应注重与易燃植被和易燃材

料的相互作用。林带应环绕易燃植被和易燃材料的周围，

形成一道有效的隔离带。这样，在火灾发生时，生物防

火林带可以起到第一道防火屏障的作用，有效抑制火势

蔓延，减少火灾的破坏范围和危害程度。总而言之，生

物防火林带的布局应根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火险等

级综合考虑，合理确定位置、宽度和密度。通过科学布

局，生物防火林带可以成为预防和防控山林火灾的重要

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结束语

森林防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营造生物防火林带

则具有巨大的潜力。在选择和设计生物防火林带时，应

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立地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

适合的乡土树种，并采用科学的布局和合理的种植结构。

同时，应加强森林的抚育管理，提升森林的质量和效益，

以更好地发挥防火林带的阻火、隔火和断火作用。通过

综合运用复合种植结构和科学合理布局林带宽度等营

造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森林的防火性能，保护森林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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