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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林防火”的含意是什么？
答：是指森林、林木和林地火灾的

预防和扑救。
2、森林扑火工作实行什么原则？
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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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林场还必须组织
专业扑火队。

3、森林防火期内，林区用火有什么
规定？

答：森林防火期内。在林区禁止野
外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必须
严格申请批准手续，并领取野外用火许
可证。

4、经批准的用火单位和个人，在用
火时必须做到“五不烧”指什么？

答：防火路不合格不烧；防火人员
及扑火工具未到位不烧；天气干燥三级
风以上不烧；上山火不烧；四级（含四
级）以上天气不烧。

5、进入林区必须做到“五不准”指
什么？

答：不准在林区内乱扔烟蒂、火柴
梗；不准在林区内燃放爆竹、焰火；不
准在林区内烧火驱兽；不准在林区内
烧火取暖、烧烤食物；不准在林区内玩
火取乐。

6、森林火险等级是怎样划分的？
答：森林火险等级分为五级。一级

为难以燃烧的天气可以进行用火；二级
为不易燃烧的天气，可以进行用火，但
是可能走火；三级为能够燃烧的天气，
要控制用火；四级为容易燃烧的高火险
天气，林区应停止用火；五级为极易燃
烧的最高等级火险天气，要严禁一切里
外用火。

7、什么是森林防火期？
答：一般把森林容易发生火灾的季

节，规定为森林防火期。根据气候特点
和森林火灾的发生规律，不同地方的森
林防火期不同。

８、扑救森林火灾不能组织哪些人
上山扑火？

答：老人、妇女、中小学生、儿童及
身残体弱者。

９、森林燃烧必须具备哪三个条
件？

答：可燃物、氧气和一定的温度。
10、森林中的可燃物是指哪些？
答：森林中的乔木、灌木、杂草、蕨

类、苔藓、地衣、枯立木、腐朽木、枯枝落
叶以及地下层的腐殖质、泥炭等，均属
可燃物。

11、发生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是什
么？

答：在可燃物和天气条件都有利于
森林燃烧的条件下，火源是发生森林火
灾的主要因素。

12、森林火灾按照其燃烧部位、蔓
延速度和危害程度不同，可分为哪三
类？

答：可分为地表火、树冠火和地下
火三类。

13、什么是地表火？地表火对森林
的危害程度如何？

答：地表火又叫地面火，指沿林地
面扩展蔓延，烧毁地被物的火。地表火
能烧毁地表1.5米以下的幼苗、幼树、灌
木，烧伤乔木树干基部的树皮表层以及
靠近地面的根系。林木受害后，能使长
势减弱，容易引起病虫害的大量发生，
严重影响林木的生长，木材材质变劣，
有时甚至造成大片森林枯死。

14、什么是树冠火？树冠火对森林
的危害程度如何？

答：地表火遇强风或遇针叶幼树

群、枯立木或低垂树枝等，火焰烧至树
冠上部，并沿着顺风迅速扩展，而成为
树冠火。树冠火经常与地表火同时发
生，烧遍整个林分的地表的树冠，对森
林的破坏性大，扑救比较困难。遇到此
类火，一般不打，而是使用隔离带。

15、影响森林火灾的地形因素有哪
些？

答：有坡向、坡度和海拔高度等。
16、什么叫“冲火”？什么叫“坐

火”？
答：林火从山下向山上蔓延，速度

快，称为“冲火”。火苗由山上向山下蔓
延，速度慢，称为“坐火”。

17、山地林火有什么特点？
答：在山地条件下，冲火，特别是阳

坡的冲火，火势猛烈，蔓延迅速，不易扑
救；而坐火。其火势弱，有利于扑救。

18、扑救森林火灾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必须以“打

早、打小、打了”的原则，争分夺秒地将
林火消灭在初发阶段。

19、扑火的方法有哪两种？
答：扑救森林火灾一般采用直接

灭火和隔离带灭火两种方法相结合的
灭火方法。直接灭火常采用的方法是
扑火人员使用手中的工具沿火线直接
打灭火。间接灭火法，是遇猛烈的地
表火或树冠火人力无法接近扑打时采
用的，以劈火路斩断火源的方式达到
灭火目的。

20、扑打山火的基本要领是什么？
答：扑打山火时，两脚要站到火烧

迹地内侧边缘内另一脚在边缘外，使用
扑火工具要向火烧迹地斜向里打，呈
40-60度的角度。

拍打时要一打一拖，切勿直上直下
扑打，以免溅起火星，扩大燃烧点。拍
打时要做到重打轻抬，快打慢抬，边打
边进。

火势弱时可单人扑打，火势较强
时，要组织小组几个人同时扑打一点，
同时、起同落，打灭火后一同前进。

打灭火时，要沿火线逐段扑打，绝
不可脱离火线去打内线火，更不能跑到
火烽前方进行阻拦或扑打，尤其是扑打
草塘火和逆风火时，更要注意安全。

21、要扑救林火中，怎样做到既扑
灭火灾，又不伤亡人员？

答：扑打火线中，严禁迎火头扑打；
不要在下风口扑打；不要在火线前面扑
打；扑打下山火时，要注意风向变化时
下山火变为上山火，防止被火卷入烧
伤。清理火场时，要注意烧焦倾斜“树
挂”、倒木突然落倒伤人，特别是防止掉
入“火坑”，发生烧伤。

22 、对不服从扑火指挥机构的指
挥或者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火救灾的，
应给予何种行政处罚？

答：有上述行为的，要处于五十元
至一百元的罚款或者警告。

23、怎样进行森林火灾调查?
答：发生森林火灾后，当地人民政

府或者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及时组织
有关部门，对起火的时间、地点、原因、
肇事者，受害森林面积和蓄积，扑救情
况、物资消耗、其他经济损失、人身伤亡
以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等进行调
查，记入档案。

24、扑火费用如何支付?

答：(一)个人参加扑救林地火灾期
间的工资、差旅费，由其所在单位支付；
(二)扑火期间消耗的其他费用，由火灾
肇事单位支付；火灾原因不清的，由起
火林地的管理单位支付；无肇事单位或
起火林地的管理单位无力支付的，由当
地的人民政府支付。

25、对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有
什么规定?

答：凡接到林地火灾扑救命令的任
何单位和个人，必须在限定时间内赶赴
指定地点，进行扑救。严禁组织动员未
成年人和孕妇、残疾人参加林火扑火。

26、森林火警、火灾是如何区分的?
答：森林火警：受害森林面积不足

一公顷或者其他林地起火的；一般森林
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公顷以上不足
一百公顷的；重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
面积在一百公顷以上不足一千公顷的；
特大森林火灾：受害森林面积在一千公
顷以上的。

27扑火中常见的人身伤害事故有
几种?

答：(一)被火直接烧伤烧死。主
要发生在扑火人员身处险地，来不及
撤离。从实验数据来看，火的温度达
到 800—1000~C，人只能生存 7.5 秒一
18秒。

(二)窒息伤亡。一是因一氧化碳中
毒昏迷或死亡，当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含
量达到1%以上，身体较弱者1分钟即可
死亡，身体较强者2分钟即会死亡。二
是在火的前方，吸入高温气流后，咽喉
产出水肿堵死气管死亡。

(三)摔伤摔死。主要是因在扑火
中，因断木、滚石砸伤，或因落崖摔伤
摔死。

(四) 因违反操作规程伤亡。在扑
火中，使用铁锹、耙子等工具时，没有保
持一定的距离而产生相互碰撞，或使用
灭火弹不当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28、怎样控制生产性火源?
答：生产性火源包括烧荒、烧垦、放

炮采石等用火。控制这些火源，主要是
严格执行野外生产性用火审批制定。
森林防火重点期严格控制生产性用火，
凡因生产需用火的单位或个人，必须按
规定权限经过当地政府或森林防火办
事机构的批准，严格遵守“六不烧”规
定，即领导不在场不烧；久旱无雨不烧；
三级以上风不烧；没开好防火线不烧；
没组织好扑火人员不烧；没准备好扑火
工具不烧。

29、我国森林防火的方针是什么?
答：我国森林防火的方针是“预防

为主，积极消灭”。预防是森林防火的
前提和关键，消灭是被动手段，挽救措
施。只有把预防工作搞好了，才有可能
不发生火灾或少发生火灾。一旦发生
火灾，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将其消灭。因
此，在森林防火各项工作措施中，我们
必须做到两手同时抓，一手抓预防，一
手抓扑救，两手都要硬。

30、扑救森林火灾的战略有哪几
种?

答：(一) 划分战略灭火地带。根据
火灾威胁程度不同，划分为主、次灭火
地带。在火场附近五天然和人为防火
障碍物，火势可以自由蔓延，这是灭火
的主要战略地带。在火场边界外有天

然和人工防火障碍物，火势不易扩大，
当火势蔓延到防火障碍物是，火会自然
熄灭。这是灭火地次要地带。先灭主
要地带的火，后集中消灭次要地带的
火。

(二) 先控制火灾蔓延，后消灭余
火。

(三) 打防结合，以打为主。在火势
较猛烈的情况下，应在火发展的主要方
向的适当地方开设防火线，并扑打火翼
侧，防止火灾扩展蔓延。

(四)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火势
是在不断变化之二中的，扑火指挥远要
纵观全局，重点部位重点部防，危险地带
重点看守，抓住扑火的有利时机，集中优
势力量扑火头，一举将火消灭。

(五) 牺牲局部，保存全局。为了更
好地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在火势猛烈，人力不足的情况下采
取牺牲局部，保护全局的措施是必要
的。保护重点和秩序是：先人后物，先
重点林区后一般林区；如果火灾危及到
林子和历史文物时，应保护文物后保护
林子。

(六) 安全第一。扑火是一项艰苦
的工作，紧张的行动，往往会忙中出错，
乱中出事。扑火时，特别是在大风天扑
火，要随时注意火的变化，避免被火围
困和人身伤亡。在火场范围大、扑火时
间长的过程中，各级指挥员要从安全第
一出发，严格要求，严格纪律，切实做到
安全打火。

31、扑灭森林火灾有哪三个途径？
答：(一)散热降温，使燃烧可燃物的

温度降到燃点以下而熄灭，主要采取冷
水喷洒可燃物物质，吸收热量，降低温
度，冷却降温到燃点以下而熄灭；用湿
土覆盖燃烧物质，也可达到冷却降温的
效果。

(二)隔离热源（火源），使燃烧的可
燃物与未燃烧可燃物隔离，破坏火的传
导作用，达到灭火目的。为了切断热源
（火源），通常采用开防火线、防火沟，砌
防火墙，设防火林带，喷洒化学灭火剂
等方法，达到隔离热源（火源）的目的。

(三)断绝或减少森林燃烧所需要的
氧气，使其窒息熄灭。主要采用扑火工
具直接扑打灭火、用沙土覆盖灭火、用
化学剂稀释燃烧所需要氧气灭火，就会
使可燃物与空气形成短暂隔绝状态而
窒息。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初发火灾，当
火灾蔓延扩展后，需要隔绝的空间过
大，投工多，效果差。

32、脱险自救方法有哪些？
答：(一)退入安全区。扑火对（组）

在扑火时，要观察火场变化，万一出现
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
迹地、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

(二)按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
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一边点顺
风火，一边打两侧的火，一边跟着火头
方向前进，进入到点火自救产生的火烧
迹地内避火。

(三)按规范府卧避险。发生危险
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脚
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着湿
土，八脸放进小坑里面，用衣服包住头，
双手放在身体正面。

(四)按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
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突围

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
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住头，憋住一
口气，迎火猛冲突围。人在7.5秒内应
当可以突围。千万不能与火赛跑，只能
对着火冲。

33、扑火时应如何强化安全措施？
答：(一)指派有扑火经验的同志担

任前线指挥员。
(二)临时组织的扑火人员，必须指

定区段和小组负责人。
(三)明确扑火纪律和安全事项。
(四)检查扑火用品是否符合要求，

扑火服十分宽松，阻燃。
(五)加强火情侦察，组织好火场通

信、救护和后勤保障。
(六)选定进退路线和安全区。
(七)从火尾入场扑火，沿着火的俩

翼火线扑打。
(八)不要直接迎风打火头，不要打

上山火头，不要在悬崖、陡坡和破碎地
形处打火，不要在大风天气下、烈火条
件下直接扑火，不要在可燃物稠密处
扑火。

(九)正确使用扑火机具。
34、常用的扑火战术有哪些？
答：（一）“单点突破，长线对进突

击”战术。扑火队从某一个地点突入火
线，兵分两路，进行一点两面作战，最后
合围。这种战术选择突破点是关键，一
般是选择接近主要火头的侧翼突入，火
势较强的一侧重大配置兵力，火势较弱
的一侧少量布兵力。这种战术的特点
是：突破点少，只有一个扑火队连续扑
打的火险和火势突变可能性小的情况
下采用，但由于扑火队能力有限，大面
积火场不宜采用。

（二）多点突破，分击合围战术。这
是一种快速分割灭火的实用战术。实
施时，若干个扑火小队（组），选择两个
以上的突破口，然后分别进行“一点两
面”作战，各突破口之间相互形成分击
合围态势，使整个火场分割成若干个地
段，将火迅速扑灭。这种战术的特点
是：突破口多，使用兵力多，全线展开，
每个扑火队（组）间的战线短，扑火效率
高，是扑火队常用战术。

（三）四面包围，全线突击战术。这
种战术是以足够的兵力扑打初发火、小
面积火时的实用战术。主要时采用全
线用兵，四面围歼的办法扑火，既扑打
火头、又兼顾全局，一鼓作气扑灭火
灾。蔓延强烈的一侧兵力多于较弱的
一侧，顺风火的兵力多于逆风火和侧风
火，上山火的兵力多于下山火。

（四）一次冲击，全线控制战术。这
种时将全部兵力部署的火线的一侧或
两侧，采用一个扑火层次，全力扑打明
火，暂不清理余火，也不留后续部队和
清理火场队伍，力求在短暂时间内消灭
明火，以控制火场局势，然后再组织消
灭残余火。“一次冲击”的距离一般荒坡
400－500米，危险地段150－200米，有
林地 500 米左右。这种战术多半用在
火危及到居民区、重要设施时，会给国
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时使用。

35、森林火灾有哪些危险和后果？
答：（一）森林火灾不仅能烧死许多

树木，降低林分密度，破坏森林结构；同
时还引起树种演替，由低价值的树种、

灌丛、杂草更替，降低森林利用价值。
（二）由于森林烧毁，造成林地裸

露，失去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的作
用，将引起水涝、干旱、泥石流、滑坡、风
沙等其他自然灾害发生。

（三）被火烧伤的林木，生长衰退，
为森林病虫害的大量衍生提供了有利
环境，加速了林木的死亡。森林火灾
后，促使森林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使天
气、水域和土壤等森林生态受到干扰，
失去平衡，往往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才
能得到恢复。

（四）森林火灾能烧毁林区各种生
产设施和建筑物，威胁森林附近的村镇
及危及林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
森林火灾能烧死并驱走珍贵的禽兽。
森林火灾发生时还会产生大量烟雾，污
染空气环境。此外，扑救森林火灾要消
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影响工农
业生产。有时还造成人身伤亡，影响社
会的安定。

36、预防森林火灾的主要措施？
答：（一）建立健全森林防火组织机

构。《森林防火条例》规定，森林防火工
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领导负责制，
要组织有关部门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

（二）森林火灾综合治理。以《森
林防火条例》为依据，以“抓基层、抓基
础”为重点，以抓具体措施为突破口，
深入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森
林防火方针，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建
立“立足基层、立足基础，乡自为战、村
自为战，群防群治、自防自救”的森林
防火新机制。

主要内容是：1、加强宣传教育。2、
强化野外火源管理。3、加快防火工程
建设。4、加强森林防火队伍建设。5、
加强指挥调度。6、强化监督检查。7、
森林火灾善后处理。

37、扑灭森林火灾基本原理和方法
有哪些？

答：在扑灭森林火灾时，只要控制
住发生火灾的任何一因素，都能使火熄
灭。

原理：1、低可燃物的温度，低于燃
点以下。2、阻隔可燃物，破坏连续燃烧
的条件。3、使可燃物与空（氧）气隔绝。

基本方法：
1.冷却法
在燃烧的可燃物上洒水、化学药剂

或湿土用来降低热量，让可燃物温度降
到燃点以下，使火熄灭。

2.隔离法
采取阻隔的手段，使火与可燃物分

离、使已燃的物质与未燃的物质分隔。
一般采取在可燃物上面喷洒化学药剂，
或用人工扑打、机翻生土带、采用高速
风力、提前火烧、适度爆破等办法开设
防火线（带）等，使火与可燃物、已燃烧
的可燃物与未燃烧的可燃物分隔。同
时通过向已燃烧的可燃物洒水或药剂，
也能增加可燃物的耐火性和难燃性。

3.窒息法
4.通过隔绝空气使空气中的含氧

率降低到 14—18%以下，而使火窒息。
一般采用机具扑打，用土覆盖，洒化学
药剂，使用爆破等手段使火窒息。

38、火时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答：扑救森林火灾，由当地人民政

府或森林防火指挥部统一组织和指
挥。接到扑火命令的单位和个人，必须
迅速赶赴指定地点，投入扑救工作。

扑救火灾时要注意：1、沿着火头
侧面顺风扑打；2、防止树上被烧断的
树枝和被上方倒木滚下来砸伤；3、注
意气象变化；4、正确使用扑火工具；5、
不得动员老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参
加扑火。 （县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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