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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集成第十一期

约 100 年前美国务林人将刀耕火种的措施上升为计

划烧除（prescribed burning，controlled burning）

(Riebold,1971)，其意思是用可控的人为火烧去森林内多

余的可燃物。国内外研究表明，计划烧除可在减少林火灾

的同时，发挥改善森林更新生长条件、野生动物食源、林

地卫生及其通行性，减少有害生物，减少碳排放等生态功

能，而其负面作用是近期、有限的或可控的。

美国是全球林地计划烧除的引领国（USDA，2024），

下文讨论其计划烧除并比较分析并与我国的差别。

（一）将计划烧除置于国策地位

计划烧除在美国的法律地位很高，随着气候变化等造

成火灾风险增加，该地位不断强化。近年来，美国国会通

过了《全国计划烧除法案》（2021），《全国计划烧除法

案》（2024）；美国农业部林务局出台了《全国计划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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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战略》（2023）和《全国计划烧除政策回顾》（2022）、

《野火危机管理战略：保护社区并提高美国森林的韧性》

（2022）等国家报告。《全国计划烧除法案》（2024）强

调了计划烧除对于减少野火危害和森林病虫害的重要性，

要求大力推广计划烧除。美国大部分州制定有关于计划烧

除的近乎单行本的法规，50 州中的 41 个建立了计划烧除

的许可证制度。

（二）视计划烧除为林业基础措施

计划烧除涵盖了森林演替的整个过程（天然更新、林

木生长、植被死亡以及造林立地清理、单木保留、防火防

虫防病、除草抚育、地力维护、森林游憩、抚育采伐等），

美国部分人工材树种（例如，长叶松 Pinus palustris

和黑松 Pinus contorta）的培育经营（以用材、狩猎、

垂钓、游憩等为目标）必须经历火烧阶段，加上对于森林

社区的安全考虑，美国将计划烧除作为林业基础措施。美

国近年来年计划烧除实施面积约 367 万英亩，联邦政府认

为这远不能满足减少野火成灾风险的目的，原因是这只占

“具有较高、极高野火风险的林地”面积的月 6%。为此，

《全国计划烧除法案》（2021）要求农业部(USDA)、内政

部大幅增加国有林计划烧除的面积、规模和资金支持，应

在 2 年内对每个国家森林系统内的经营单位（野生动物保

护区、国家公园等）实施至少一次规模化计划烧除（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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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卡罗来纳州南方松林定制烧除

图片来源：https://sc.audubon.org/get-outside/prescribed-burns

（三）完善技术应用体系

美国的计划烧除技术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综合规

划技术，即关于计划烧除的全面的准备组织和技术实施方

案，其详细程度不亚于造林作业设计；二是关键应用技术，

包括，火行为（机理、测度、可燃物等）、点火方法（逆

风火、顺风火、棋盘火、V 形火、中心火等）、火烧模式

（堆烧、带状烧、全面烧等）、防火带修建（自然防火带、

人为防火带）、分类实施（国有林地和私有林地，依靠火

生长演替的树种和林型，林牧混作地、土著土地、旱地等）、

装备和工具（多达数十种）、监测评价（栖息地、经济、

社会等方面）等；三是安全防控技术，是在发生跑火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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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预案和策略，包括行动计划和和防火物资、水源等的

准备和人员疏散等。关于计划烧除生态效应、育林策略、

政策实施、扩散推广的大量研究，为完善计划烧除技术体

系奠定了基础。

（四）协调动员和社会参与

计划烧除涉及政府部门如何确保国有林为国民提供

饮用水、游憩、科教、文化服务，以及政府部门如何向私

有林主（美国私有林面积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 58%）提供

行政审批等公共服务，还需要加强林草、气象、市政、社

区、林主等角色之间的密切配合。美国的私有林主包括家

庭、公司、保护组织、俱乐部、土著部落等，数量达 1022

万个，拥有森林 2 亿多英亩，是全国木材的主要生产者，

对林地实施自主的商业化经营利用。相关法规要求，对私

有林实施计划烧除、生态保护等提供培训指导和激励性项

目支持。技术支撑单位研制的计划烧除手册、指南和供宣

传推广使用的“明白纸”等，通过网络、政府林草管理部

门、国家公园宣教中心等广泛传播，琳琅满目，可方便地

获取。全国 23 个州林业主管部门开设了私有林开展计划

烧除的培训认证课程。

这至少在于计划烧除三方面的优势：

一是成本优势。根据美国多机构协调中心对美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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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烧除的州的调查结果，积极实施计划烧除的成本是控

制造成野外火灾扑救成本的 1%。换句话说，防火方面采

用了“以火治火”大力烧除多余森林可燃物，有“跑火”

风险但超级省钱的方式。

二是近自然优势。近自然林业为欧洲人首创，但美国

“森林生态系统管理”国策也强调近自然。笔者在路易斯

安纳州立大学研修育林学第一节课教授就讲“育林无外乎

对自然过程的模仿（silviculture is nothing but

mimicking of the nature）”。言外之意，鉴于人类过

度干扰又“出力不见好”，营造林过程中自然界能自动完

成且人类也可承受的动作，何不由自然界代劳呢？林火生

态学任为，火是森林形成、生长和更新的必要环节，森林

演替离不开火烧。相应地，营造林过程中的遗传改良以剔

除不良基因、清理迹地为更新创造条件，采伐以调节森林

结构、施肥以维护地力、狩猎以调节种群数量、打农药以

治理病虫害等，从近自然经营角度看，不如火烧更为自然

化、可持续。

三是效果优势。美国环保局 2021 年评估报告显示，

计划烧除与野火的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方面，计划烧除对

空气质量的影响在规模和持续时间上都小于野火。根据

2015 年发表在《生态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未遭受低

强度计划烧除的林木特别容易受到树皮甲虫的侵害。

2000-2010 年间，树皮甲虫杀死了美国 327 万公顷的国有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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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林火碳排放研究蓝皮书》（中国科学院，2023）建议将森林可燃物处理纳入

森林经营

计划烧除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育林防火手段，美国是

最积极的计划烧除国家，澳大利亚、欧洲大陆国家等大量

运用，东盟国家制定有统一的《计划烧除应用实践指南》

（ASEAN,2004），这些为建立有我国特色的计划烧除体制

提供了借鉴，譬如：

（一）把计划烧除作为防火管理和生态培育措施。

树立“火是敌人也是朋友”的科学观念，既防控，也把林

火作为有利工具；在防控中利用，以利用促防控；既把计

划烧除作为基于源头的应急措施，也作为重要生态育林措

施。毕竟，计划烧除归根于森林管护经营，与造林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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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物多样性管理、森林更新、有害生物防控、森林景

观游憩等密切相关，本质上属于技术条件要求较高的可持

续经营措施。

（二）制订适合国情的计划烧除业务规范。计划烧

除未正式写入我国的教材、规范和技术指南，在 1995 年

提出、2010 年修订的行业标准《东北、内蒙古营林用火

技术标准 LY/T1173》提出的“营林用火”近乎唯一接近

“计划烧除”内涵的官方规范。中、美国情、林情迥异，

我国林地计划烧除有必要结合国际实践和我国国有林场

和林农的实际，制定基于森林可燃物安全管理（图 2）、

林权责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社区用火、营林用火、

依靠火烧繁衍的树种和林型等的计划烧除操作指南，提高

林火管理的生态经济效率。

（三）加强计划烧除政策制订和科学研究。计划烧

除的育林学、生态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经济学内涵丰富，

在我国研究和生产应用的效益潜力巨大。在“中国知网”

查询并与其它国家的比较表明，我国的计划烧除研究和应

用整体处在概念介绍、优劣势分析、防火政策、局部试用

阶段。面对中国式林草现代化建设的高要求，应加大计划

烧除研究和探索的力度。

对我省林业的启示:

长期以来，林业部门通过有计划、有控制地开展炼山

造林、松材线虫病疫木烧除、林下可燃物烧除等方式，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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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森林更新、控制病虫害、维护生态平衡的同时，降低了

林内可燃物载量，减少了森林火灾风险，是一种科学有效

的森林经营管护措施。同时，我省林城镶嵌、林田交错，

农事烧杂引发森林火灾占比高，我们更应推动农事用火向

计划烧除转变，建立部门协调、社会参与、齐抓共管的格

局。

我们通过借鉴美国“计划烧除”的实践经验，为福建

乃至全国的林业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启示，共同推动我国林

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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