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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森林火险天气分级预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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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延安市 "./.0*##*年森林火灾资料的综合分析,发现当地火灾多发生在 *%&月,
火 灾多发时段为每日 "*0"&时,火灾类型多为地表火,引起火灾原因多为人为原因,占 .(1以上2
分析森林火灾对应的气象资料,总结出以连续无降水日数3最高气温3最小相对湿度三要素建立

的分级火险天气预报方法2业务试运行表明!该方法对高危火险天气有较好的预报效果,对林业

部门森林防火指挥有一定参考价值2
关键词!延安4森林火险4分级预报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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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位于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沟壑区,目

前 有 林 地 面 积 "/&7$(万 89*,森 林 覆 盖 率 为

&*7.12防火工作逐步向有林护林3无林护草的

方向发展,防火任务越来越艰巨2在每年的冬春

时节,全市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风沙天气多,是

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段,火灾时有发生,使国家财

产受到损失2火灾的发生3蔓延3强度3受灾面

积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建立根据气象要素

影响的火险天气预报方法十分必要2

: 资料

延 安 市 森 林 防 火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提 供 的

"./.0*##*年 的 全 市 "’县 区 森 林 火 灾 发 生 日

期3时间3地理位置3受灾面积资料2对应分析

"’;森林火灾出现时段 )"#月0次年 -月+的逐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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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暴雨区上空低层长时间维持一东北气流,与

西南气流在雨区上空形成对峙,东北气流在暴雨形

成过程中发挥了动力抬升和聚集水汽的双重作用2

(7’ 本次暴雨过程的低空西南急流并不明显,水

汽的水平输送不够集中,但水汽的垂直输送却十

分明显2

(7& 本次暴雨过程的垂直运动发展非常旺盛,上

升气流达到了 "##8<;,最大上升气流出现在 -##

=(##8<;之间2低层辐合中心位于 /(#8<;,高

层辐散中心位于 &##8<;2低层正涡度中心位于

/(#=-##8<;之 间,高 层 负 涡 度 中 心 位 于 "(#

8<;2涡度3散度和垂直速度场的大 )小+值区的

几何形状与暴雨区分布基本一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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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气温!湿度!风!降水等气象资料"

# 火灾资料统计分析

延 安 市 近 $%&共 发 生 火 灾 $’’次(年 平 均

)*%次($))+!$)),!’--$年未出现森林火灾(最

多的 $)).年出现 +.次"
按森林防火年度 /$-月0次年 .月1统计资

料(火灾最早出现在 $-月 $2日 /$))$年1(最晚

出现在 2月 ,日 /$)).年1"火灾多发生在 ’0+
月(共出现 ,+次(占 3)4(’0+月是一年中温

度迅速升高!降水稀少!空气最为干燥的季节"
在能查明原因的 $$-次火灾中(只有 ’次是

因为雷击造成的(其余均与人为活动有关(吸烟!
烧荒!燃放炮竹成为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 $%&发生的森林火灾中(调查出 $-.次火

灾着火开始时间(分析发现在每天的不同时段均

有火灾发生(但火灾开始时间以中午 $’0$+时为

多 /图 $1(占 +34(这段时间火灾容易发生与当

时气温高!相对湿度低!用火相对集中等因素有

很大的关系"

图 $ 延安市 $),)0’--’年森林火灾开始时间分布图

火灾等级一般较低(森林火警 /过火面积5

$67’1出现次数占 %,4"火灾类型以地表火为

主(仅出现过 .起树冠火"

8 火灾发生的气象要素分析

一定的气象条件是森林火灾发生的三个必要

条件之一9$:(因此对林火发生日气象要素进行统

计分析是做好林火预报!预防的重要前提"

%*$ 降水

降水的短缺是森林火灾易发的主要原因(分析

发 现在 $))$;$’;’20$))’;-’;’)($))+;$’;

%$0$)).;-%;-,延安分别出现长达 3.!3,<的

无降水天气(对应在$))’年’月和$)).年’月各

有$%和 $$起林火"$)).年 $0+月下旬(降水量

只有 +*%77(不到常年平均的十分之一(在同一

时段就出现林火 %$起"出现降水后林火发生机率

明显降低(但 $77以下的降水日仍可发生火灾"

%*’ 气温

$))’年 ’月下旬(延安出现了少见的高温低

湿天气(旬平均最高气温为 $+*,=>(比历年值偏

高 2*,=>(此旬 2<出现林火 /见表 $1"

表 ? ?@@#年 #月下旬延安逐日最高气温!
相对湿度与火灾日对照表

时间A
日期

’$ ’’ ’% ’+ ’. ’3 ’2 ’, ’)

最高气

温A=>
)*2$$*3,*+$.*-$.*2$2*.$,*2$,*,$2*)

最小湿

度A4
$. 3 $2 % $$ . $+ $. %%

火灾日 B B B B B B B

延安防火阶段/$-月0次年 .月1(日最高气

温 变幅很大(从 $月 的 最 冷 -=>升 至 .月 的 %-
=>(不能用一个固定标准衡量(通过对历年逐月资

料分析(表现出防火阶段日最高温度高值区火灾

的个例多(火险等级也高"

%*% 连续无降水日数

利用连续无降水日数来表述火险危险程度是

合理的(用 +<为一段对森林火灾个例的连续无

降水日数进行分析(可看出延安高火险分布在两

个时段(一是出现在连续无降水日数C’$<后(
火灾个例占 +.4(这是由于少见的干旱天气造成

的D另一种是连续无降水日数在 ,E$.<之间(火

灾个例占到 %$4"

%*+ 最小相对湿度

延 安 火 灾 发 生 当 天 日 最 小 相 对 湿 度 均 在

+-4以 下(以 $-4E’-4对 应 的 火 灾 次 数 频 繁

/见图 ’1(占 .+4"日最小相对湿度F$-4对应的

火灾现象少(并不说明火险等级低(因为实际观测

到的最小相对湿度F$-4的日数也很少(因此相

对湿度5’-4是高火险天气的重要影响因素"

%*. 风

风力的大小与林火发生无直接关系(但林火

发生后风速对林火蔓延及火场面积影响较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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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延安市森林火灾个例相对湿度分布曲线

过对延安火灾面积超过 "#$%!的个例分析&过火

面积大对应的风力也大&有 ’’(的定时观测风速

在 )%*+以上&日平均风速高出均值 ,#(-

. 预报模型的建立

火险天气预报研究已有多年的历史&有 /#"
法0火险指标法0着火指标百分法等1!2-根据延安

当地的气候特点&采用由最高气温0最小相对湿

度和连续无降水日数建立着火指标百分法&将火

险天气等级分为少燃或不燃0能燃0易燃0最易

燃 )个等级-根据各要素对林火发生的影响大小

给 予分值 3见表 !4&将三要素得出 的 分 值 相 加

3567898:4&即为预报日的火险等级得分&火

险天气等级按表 ,标准确定-

表 ; 延安市着火指标百分数变量

可燃情况
连续无降

水日数*<
分值 7

最小相

对湿度*(
分值 9

最高气温*=>

"!?!月 ,月 )?@月
分值 :

少燃或不燃 #A, @ B)# @ C# C@ C!# @

能燃 )A’ "@ !DA,E "@ "A@ DA"# !"A!@ "#

易燃 /A"" !@ "DA!@ !@ DA"# ""A"@ !DA,# "@

最易燃 B"! )# C"@ )# B"" B"D B," !#

表 F 5值火险天气等级标准

火险等级 "级 !级 ,级 )级

分值 #A,# ,"A@@ @DA’) ’@A"##

用以上指标对 "E/E?!###年火灾个例回报&
发现所有火灾均出现在预报等级 ,A)级范围内&
出现在预报 ,级的火灾个例占 D#(-!##!年试预

报&所发生的 )次火灾全部出现在预报等级为最

危险等级内&预报的可信度较好-
在实际业务应用中&采取GH编程&建立较完

善的业务系统&实现计算机自动获取各县的次日

最高温度和最小相对湿度预报值&逐日提取各县

的实际降水量&自动求出连续无降水日数&统计

预报出各县的火险等级&加工形成火险决策服务

材料&及时发送给林业防火部门-在延安行政区

域地图上按县域分等级填充不同的颜色&以图像

文件在延安气象信息网上发布-

I 结束语

本文主要就近年来各县区地面气象要素与森

林火灾发生关系进行分析&但未考虑大气环流背

景0林区下垫面等因素&今后应建立基于气象要

素0卫星遥感信息0大气环流状况0树种0下垫

面0火种等因素相结合的森林火险预报方法&进

一步完善延安森林防火预报服务系统&提高森林

火险预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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