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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方森林作为气候变化最敏感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近些年来随着林区气候变暖，林火发生的数量和过火面积

都呈显著的增加趋势，因此研究北方森林林火发生驱动因子及其变化趋势对维护其生态系统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文中主要从北方森林林火发生的主要控制因子和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林火发生的预测方法及变化趋势进行综述。研

究结果表明，林火的驱动因子既包括在大尺度上气候的作用，也包含植被、地形、可燃物和人类活动等局部尺度的影

响。近几年来对气候变暖下林火状况趋势预测更倾向综合考虑气候和局部控制因子的作用。对我国而言，需要在更

大的区域尺度上开展林火发生预测的研究。研究认为，北方森林林火变化趋势及预测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不

同空间尺度上确立林火发生的关键控制因子以及完善现有的林火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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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terrestrial ecosystems to the climate change，boreal forests have
evidently increased fire frequency and burned area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quality fire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predict fire dynamics for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boreal forest
ecosystem. In this study，we reviewed the major controlling factors to the fire occurrence，and the methods to
predict fire occurrence and its dynamics under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large-scales fire controlling factor is climate，whereas the local-scale factors include vegetation，available
fuels，topography and human activities. The recent prediction of forest fire dynamics under the global climate
warming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the roles of climate and local-scale controlling factors. In boreal forests
of China，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the fire regime prediction at a larger scale. This study pointed out that the
key problem of boreal forests fire regimes prediction is how to determine the key fire controlling factors in
multiple scales and how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methods of fire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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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森林主要分布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是全

球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在欧亚大陆，以俄罗斯

地区为主要分布范围，北美地区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和

阿拉斯加地区。我国北方森林( 大兴安岭林区) 是欧

亚大陆北方针叶林的一部分，属于东西伯利亚南部落

叶针叶林沿山地向南延伸的部分［1］。
现有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北方森林植被和

土壤的总碳储量约为 559 PgC，相当于大气圈中 50%
的碳，高于其他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巨大的碳库，北

方森林在全球碳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的

地位。北方森林同时也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

一，近些年来随着林区气候变暖，林火发生的数量呈

显著的增加趋势。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在北方

森林集中分布的北美、俄罗斯、阿拉斯加以及中国大

兴安岭，林火发生频率随气候变暖将有大幅度增加的

趋势［2 － 4］。变化后的林火将进一步影响北方森林的

植被碳库、森林凋落物和土壤碳库及其周转，从而对

森林的植被生产力、土壤碳氮循环都产生重要的影

响［5］。因此，北方森林的林火发生驱动因子及其变

化趋势一直是森林生态学家和林火管理人员关注的

焦点。本文拟总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北方森林林

火的研究成果，综述北方森林林火发生的主要驱动因

子和未来气候变暖条件下林火发生的预测方法及变

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和未来研究展望。

1 北方森林林火发生驱动因子

林火发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过程，是多种环

境要素( 气候-天气、植被与可燃物、地形、人类活动)

在不同空间尺度下相互作用的过程。目前，国内学者

对林火发生控制因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可燃

物、地形等方面［24，28，31，37］。林火发生驱动因素的研究

不仅是探讨不同尺度下林火发生变化机理的前提，也

是未来气候变暖下的林火发生趋势变化的重要依据。
1. 1 植被与可燃物

植被与可燃物是林火发生的物质基础，也是林火

蔓延的主要载体。森林可燃物是林中一切可以燃烧

的死的和活的植物体，一般将其划分为地表可燃物、
地下可燃物和树冠可燃物 3 大类［7 － 8］。不同森林可

燃物类型，由于在结构、理化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所

表现的林火状况也不同［9 － 11］。因此，在全球气候变

暖背景下，如何根据森林可燃物特性，建立其与林火

发生之 间 的 预 测 关 系，一 直 是 国 内 外 林 火 管 理 的

焦点［11 － 12］。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

经建立了标准的可燃物分类体系，又称可燃物模型，

综合区域的气象和地形条件，预测林火发生行为，并

在林火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3］。近几年来，国内

学者在大兴安岭地区建立了可燃物模型，并模拟其潜

在的林火行为［12，14 － 16］。
1. 2 地形

地形是最为稳定的林火影响因子，一般在局部尺

度上对林火发生产生影响，地形因子通过影响局部环

境的水热状况，对林火发生天气、可燃物湿度和负荷

量产生影响［17 － 18］。国内外学者研究结果表明，林火

发生与地形因子存在显著关系，林火发生在空间上趋

向于分布在某些集中的地形区域。吴志伟等［20］对大

兴安岭呼中林区研究表明，林火主要发生在海拔 600
～ 900 m，坡度主要为 0 ～ 10°，且阳坡过火面积明显大

于阴坡。坡度和坡位直接影响可燃物湿度和热量的扩

散以及林火的蔓延方向，一般情况下坡度越大火蔓延

速度越快，而坡度平缓则火蔓延速度缓慢。在地形起

伏较大地区，上坡位由于受上升气流影响，林火一般蔓

延速度比下坡位快。阳坡由于光照相对较充足，可燃

物相对干燥，因此林火发生的可能性也更大［6］。
1. 3 气候

气候因子主要在大的时空尺度下对林火产生影

响［21］。在研究大区域尺度林火空间格局上，气候因

子的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林火发

生的预 测 也 主 要 是 基 于 气 候 与 林 火 关 联 的 角 度

进行［22 － 25］。
气候对林火发生的影响通过 2 种方式进行: 一是

影响林火天气发生的频率，林火天气往往是森林火灾

发生的决定性因子; 二是影响可燃物含水率［26］。一

些研究表明，由气候导致的可燃物干燥状况变化是林

火发生的直接影响因素，气候变暖背景下林区可燃物

干燥状况的加剧，将会增加大面积森林火灾和地下火

发生的概率［27 － 28］。
1. 4 人为活动

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北方森林中，由于人为活动干

扰明显，林火发生与人为活动存在着显著相关关系。
同时人为活动也是林火预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国

外学者对人为活动与林火发生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研究，主要包括人口密度、房屋建筑、公共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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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施工) 、火源、林火管理政策等对林火发生的

影响［29 － 30］。
大兴安岭地区林火发生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国

内学者对该区林火空间分布与人为活动关系也展开

了较多的研究［19，31 － 33］。这些研究表明，通常在距离

道路和居民区一定范围内是人类活动频繁区，林火发

生概率高。吴志伟等［34］研究也表明，大兴安岭林火

发生的空间分布与当地人口密度有紧密联系，人为火

发生较多的南部地区也是人口分布的密集区。在道

路两侧等基础设施分布密集的地区是人为火的高发

地带［33］。
1. 5 林火发生关键控制因子的确定

在不同尺度上，林火发生的控制因子有所不同。
在大区域尺度上，林火状况主要受气候、植被因素的

控制; 在中尺度景观水平上，林火更多地受天气、可燃

物和地形条件的影响; 而在小尺度样地水平上，林火

状况主要受微气候、立地条件及可燃物的控制［35 － 36］。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森林生态系统地理环境不同，研

究者采用的数据、方法不同，使得对不同地区的研究

很难得出普适性结论。因此，如何确立林火发生的关

键控制因子是林火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确立林

火发生的关键因子的前提是对林火发生的各个驱动

因子进行量化分析。一些国内学者利用统计模型方

法对林火发生的驱动因子进行量化分析［32 － 33］，确定

所研究地区影响林火发生的主要驱动因子。但研究

的空间尺度多局限在景观尺度上，缺乏大区域尺度上

的研究。

2 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方森林林火状况预测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林火趋势预测不仅是森林防

火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是预测北方森林碳储量变化的

需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气候变化下林火预测多采

用统计模型方法［41 － 43］。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北

方森林的林火格局不断发生变化，整体而言林火频率

和面积呈现上升趋势［41 － 42］。
2. 1 林火预测方法

国内外学者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的林火预测大部

分是基于气候与林火关系出发，主要采取的方法是:

通过数理统计建立林火与气候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

两者之 间 的 关 系 预 测 未 来 气 候 变 化 下 的 林 火 状

况［2，25，38 － 39］。对于气候变暖背景下林火发生的预测

方法包括:

1) 气候模型与森林火险等级预报系统相结合。
目前，广 泛 采 用 的 是 加 拿 大 火 险 等 级 系 统

( CFFDＲS) 。该系统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应用，许多

国家将该系统进行本地化后形成了自己的火险天气

系统，该系统在我国大兴安岭地区也具有适用性［19］。
CFFDＲS 指标体系以时滞-平衡含水率为基础，将气

象条件和可燃物含水率有机联系起来，通过气象条件

的变化计算可燃物含水率的变化。将大气环流模型

( GCMs) 和区域气候模型( ＲCMs) 等气候模型模拟的

未来气候情景数据与该系统结合，可以预测未来气候

变化下林火的变化趋势。
2) 气候模型与统计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统

计模型建立林火发生与气象因子之间的时空关系，再

结合气候变化数据，对未来林火发生趋势进行预测。
但目前对气候变化下林火发生趋势的预测主要强调

气候的影响，对地形、植被和人为活动等影响因子考

虑较少。然而，目前研究表明，控制林火发生的因子

不仅包括气候( 天气) 因子，也包含火源、植被、地形、
可燃物和人类活动等因子［38，42］。片面强调气候影响

下的林火发生趋势而忽视其他因子的作用，可能会低

估或高估气候变暖下的林火发生状况。尤其是人为

因子干扰较大的林区，人为活动对林火发生的分布不

可忽视。部分学者将除气候因子之外的其他局部控

制因子( 如人为活动、植被和地形) 纳入到气候变化

下林火发生预测中，结果表明未来气候下林火发生多

集中在道路附近［3，33］。有研究表明［34］，在大兴安岭

地区，人为因子的干扰作用仅次于气候因子，地形和

植被因子对林火发生分布也有显著的影响。这说明

未来对气候变暖下林火状况趋势预测也更倾向于综

合考虑气候和局部控制因子的作用。
2. 2 林火状况预测

针对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林火预测，国外学者

已经对气候变暖下林火发生的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
例如，在加拿大阿尔伯特北方森林的混交林区，到 21
世纪末雷击火的发生频率将增加 80%［41］。在安大

略湖 地 区，到 21 世 纪 末 人 为 火 发 生 频 率 将 增 加

50%［42］。从整体上看，加拿大整个北方森林林火发

生趋势是增加，但也有部分地区林火发生频率增加较

少或出现负增长［39］。对俄罗斯地区预测表明，北方

森林林火发生趋势也在增长，高火险天气以平均每年

12 d 的速度增长［43］。
国内学者对未来气候变暖下我国大兴安岭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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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发生趋势研究表明，随着气候变暖，大兴安岭林火

发生频率将增加 30% ～ 230%［3］，其中人为火发生频

率将增加 33% ～ 71%，而自然引起的雷击火将增加

84% ～293%［19］。严厉的防火措施使得近年来大兴

安岭人为火明显减少，而自然引起的雷击火次数却在

增加。目前，我国学者对林火发生预测研究主要局限

于某些林区，缺乏覆盖整个大兴安岭区域的时空明晰

的林火发生预测。

3 结论与讨论

1) 林火发生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受气候、可燃

物、地形、植被及人类活动等一系列控制因子相互作

用形成的［32 － 35］。一方面林火发生的控制因子在不同

空间尺度下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林区地理

环境不同，研究者采用的数据、方法不同，使得研究很

难得出普适性结论。因此，如何在一个大区域尺度

上，确立时空明晰的林火发生的主要控制因子是未来

林火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对我国林火研究工作

而言，在未来气候变化下林火发生的趋势研究需要在

更大的区域尺度上开展。
2) 对未来气候变化下的林火预测大部分是基于

气候-林火的关系，片面强调气候影响下的林火发生

趋势而忽视其他因子的作用，这可能会低估或高估气

候变暖下的林火发生状况［11］。近几年来，对气候变

暖情景下林火状况趋势预测更倾向于综合考虑气候

和局部控制因子的作用。相比单一的气候-林火关联

方法，该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对未来林火发生趋势预测

的准确度。然而该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在对林

火趋势进行长期预测时，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对植

被分布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动态变化也无法从统计模

型中反映，其预测的结果只能说明自然状态下的变

化。因此，对于未来北方森林林火状况的预测，需要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植被、可燃物和人类活

动等因子动态变化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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