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是森林火灾频发的省份之一，森林火灾是

一种破坏性大、突发性强、处置救助比较困难的自然

灾害。森林火灾广泛地影响到生态、社会、经济和政

治等方面，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学者都对森林火灾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外学者 等 统计出，森

林火灾每年在全球燃烧面积所占比重大，为 左

右； 对安大略省森林火灾环境效应进行研

究，发现森林火灾产生的烟及排放物会加重空气中

、 、碳氧化物及氮氧化物等浓度，造成风向下

游区域严重的空气污染。国内一些学者针对当地的

森林火灾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何折能等 探讨了

重庆市森林火险的气象条件及气象等级；田光辉

等 利用基于模糊综合判别方法对森林火险等级预

报进行了研究；沈姣姣等 重点研究了陕西森林火

灾重灾年与太阳活动、南方涛动异常变化的关系。

森林火灾发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既有自然因

素，包括可燃物类型和分布、气象影响因子、地形地

貌等 ，也有社会因素，如人类生产活动等。在某

个特定区域，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由多种影响因子共

同作用造成的。由于不同区域影响因子有差异，造

成了各地区林火发生与发展的状况也不同。湖南地

形三面环山，是向东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森林分

布较广，森林火灾频发，致灾重，研究湖南森林火灾

发生的时空分布规律、气象环境背景场特征及主要

影响气象因子，对于提高森林火灾监测、预报预警

与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降低森林火险等级均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

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特征

年变化特征

利用湖南省森林火险办提供的湖南省 —

湖南省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特征
及典型个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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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湖南省 — 年森林火灾数据、卫星 和 监测资料及常规气

象资料，统计分析了湖南省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特征，并重点分析了 年 月 — 日湖南致

灾严重的森林火灾过程与气象条件的关系。结果表明： — 年湖南省森林火灾高发月是

— 月，其中 月最多，为 次；邵阳发生森林火灾次数最多，郴州、长沙和永州次之；森林火

灾受灾累积面积最大的是永州市、怀化市、邵阳市，达 耀 。典型个例分析发现，森林

火灾期间，气温偏高、相对湿度较小、降水量少、平均风速超过 ，火灾严重时段最大风速增

大到 耀 ，风向以偏东风和偏南风为主；湖南高低空受上下一致的西南风气流控制，天气形势

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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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森林火灾的数据统计分析， — 年湖

南省森林火灾发生频次呈逐年减少趋势（图 ），其

中 年出现频次最多 为 次； 和

年出现最少，分别为 、 次； 年稍有增加，

为 次。从湖南 — 年年降水量分布来

看，年平均降雨量为 ，除 年为 ，

其余年份均在 左右，但在人为意识加强

防范作用下，森林火灾逐渐减少。 年在湖南森

林火灾频次较多的 — 月，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

成，温度偏高 耀 益，气象条件导致该年森林火灾

发生次数增多。

图 — 年森林火灾逐年累计次数

月变化特征

统计分析 — 年湖南省各月森林火灾

发生次数（图 ），— 月是森林火灾高发月份，其中

月最多，总次数为 次，占全年的 ，其次

是 月—次年 月，— 月是全年森林火灾发生

次数最少的月份。气温、降水以及相对湿度与森林火

灾发生的概率有一定联系，统计分析发现，湖南 —

月月平均气温在 耀 益，降水少，发生火灾的次

数多，危害也重；另外，湖南春季雷暴天气频发，尤其

月最多，雷暴形成的闪电接触地面可燃物，便具备

了“天雷勾地火”的条件，导致 月发生火灾次数最

多。

图 — 年森林火灾逐月累计次数

区域分布特征

图 为湖南省 个地州市 — 年森林

火灾发生累计次数的空间分布。森林火灾在邵阳地

区发生次数最多，约 次，其次是郴州、长沙和

永州地区，超过 次，而张家界和岳阳地区相对较

低，为 次左右。邵阳、永州、郴州位于湘南，而张

家界和岳阳位于湘北，湖南地形是三面环山向东北

开口的马蹄形盆地，湘南森林面积大，发生森林火灾

的频次相对偏多；另外，从湖南气候背景场分析，湘

南历年平均气温比湘中以北偏高 耀 益，气温偏高，

使得可燃物本身的温度升高，易被点燃，导致森林火

灾频次多。湖南特殊的地形及气候背景导致森林火

灾发生频次存在空间分布差异。

图 湖南省 个地州市 — 年森林

火灾发生累计次数空间分布

受灾面积空间分布特征

图 为 — 年湖南省各地区森林火灾

受灾面积分布图。永州市、怀化市、邵阳市森林火灾

受灾累积面积较大，达 耀 ，其次是郴

州，湘潭受灾累计面积较小，为 左右。从全

省森林火灾受灾面积逐年演变情况看，有显著减少

的趋势，这和森林火灾发生次数是一致的。

图 — 年各地州市累积受灾面积

（单位： ）

森林火灾过程气象成因分析

环流形势特征



年 月 — 日湖南出现了一次严重的

森林火灾，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致灾重。本文结

合卫星 和 监测的高分辨率数据，分析

造成该次火灾过程的高低空环流特征及主要气象影

响因子，提炼出预报技术指标，为森林火灾监测预报

预警提供技术支撑。

该次森林火灾过程持续时间长， 左右，在湖

南比较罕见， — 日是森林火灾最严重的时期，

分析 高空环流形势图可知， 年 月

— 日，虽然有短波槽东移对湖南省造成影响，

但短波槽移速很快，在 月 — 日森林火灾最严

重时，湖南主要受平直的西南气流影响，形势场较稳

定，低层 受强盛的西南急流控制（图 ），湘

北地区受低涡快速移出影响，以微量降水为主，

雨量约 ，湘中以南连续 几乎无雨，降水量

少，这段时间少雨乃至无雨天气使得森林中空气湿

度明显降低，导致森林内可燃物含水量下降，造成湖

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森林火灾。

空气中相对湿度的变化与森林中可燃物的含水

量息息相关，空气相对湿度越低，可燃物含水量也越

低，使得森林火灾越容易发生及蔓延。分析该过程发

现，在森林火灾期间日最低相对湿度均低于 ，

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环境温度也是影响森林火灾的因子之一，气温

越高，可燃物水分蒸发越快，干燥的速度也快；可燃

物自身温度也随之升高，有助于接近燃点。森林火灾

期间，湖南高低空受上下一致的西南气流控制，低层

西南急流达 左右，配合地面暖低压

倒槽发展（图 ），使得地面气温升高。从 年

月 日地面最高温度分布（图 ）可知，湖南省日最

高温度除湘西北部分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均跃 益。

因此，气温条件有利于增大森林火灾发生频次。

森林火灾发生后，若风速加大，能加快燃烧速度

及火灾蔓延速度，影响火灾的传播方向。这次森林火

灾期间平均风速一般超过 ，火灾严重时段风

速加大到 耀 （图 ），风向以偏东风和偏南风

为主。风速较大有利于森林火灾向西、向北方向传

播。

气象要素特征

从 和 监测的高分辨率数据分析

（图 ），过程森林火灾次数为 次，受灾面积广，

湖南省 个县市致灾，其中最严重时段发生在 月

— 日，主要分布在湘中及湘东北地区，娄底、邵

阳和衡阳受灾尤其严重。从娄底站各气象要素随时

间的演变图（图 ）可看出，森林火灾事件过程中

无降水发生，日最高气温在 日前均超过 益，

最高在 日达到 益，日最小相对湿度在 日前

均约 ，风速在 耀 ， 日火灾旺盛时期最大

风速增大到接近 ，整个过程主要为偏东风，有

利于火灾的蔓延加强，进而导致最强的时段出现在

— 日， 日气温明显下降，并且出现了降雨，导

致火势减弱、火灾过程结束。

有利的气象条件是影响森林火险的主要因素之

一，森林火险与气温、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及降水等

气象因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图 年 月 日地面最高温度

周慧等：湖南省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特征及典型个例分析

图 年 月 日 时 高度场（）

（单位： ）以及地面环流场（）（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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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日 监测森林火点

图 月 — 日森林火灾期间娄底站气温、

降水、相对湿度（）和风速、风向（）逐时演变

结论

利用高低空气象观测资料和 — 年湖

南森林火灾数据，结合卫星 和 监测的

高分辨率产品，研究了湖南森林火灾时空分布特征

及气象条件成因。结论如下：

（）湖南森林火灾高发月份是 — 月，其中

月最多，总次数为 次，其次是 月—次年

月，— 月是森林火灾发生最少月份。森林火灾在

邵阳发生次数最多，郴州、长沙和永州次之，张家界

和岳阳较低，且 — 年湖南森林火灾发生频

次逐年减少。

（） — 年湖南森林火灾受灾面积最大

的是永州、怀化和邵阳，达 耀 ，湘潭受

灾面积最小，为 左右。

（）通过卫星 和 监测的高分辨率

数据分析， 年 月 — 日湖南出现了一次

严重的持续性森林火灾过程，森林火灾次数为

次，最严重时段为 — 日，主要分布在湘中及湘

东北地区，娄底、邵阳和衡阳受灾尤其严重。

（）融合高低空环流形势场及气象因子分析典

型个例，发现森林火灾期间，气温较高、相对湿度较

小、降水量少、平均风速一般超过 ，火灾严重

时段最大风速增大到接近 ，有利于火灾的蔓延

加强，风向以偏东风和偏南风为主，湖南高低空受上

下一致的西南风气流控制，天气形势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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