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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青海省草原总站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欧为友、于海、刘华、马文文、刘凯、贾顺斌、慈建勋、夏吾拉忠措、胡海伟、

叶兆欣、白重庆、王九峦、汪雪梅、李宏达、王晓博、李生存、薛涛、翟秦虹

本文件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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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草原防火隔离带选择的区域、设置种类、设置要求、建设时间及维护、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草原防火的管理技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中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草原防火隔离带

在草原防火区，利用自然形成或人工开设具有一定宽度的带状隔离，形成符合防火标准要求，能够

有效隔离草原火情蔓延，阻止草原火灾大面积延烧并对火情起到有效控制的防火设施。

3.2　

草原火险等级

当草原防火区中可燃物的量及其环境条件达到可燃烧的阀值以上时，形成不同的草原火险指标，据

此对草原防火区的草原火险进行等级划分。

3.3　

连续度

根据草原防火区主要火险天气要素，气温、湿度、风、降水、可燃物含水率和连续干旱情况等，按

特定方法计算出的百分数值。

4　草原防火隔离带选择区域

4.1　草原火险等级划分指标

见附录A表A.1。

4.2　草原防火隔离带选择区域

见附录A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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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草原防火隔离带设置种类

5.1　草地内防火离隔带

草地内开设的防火隔离带，主要布设在牧道、草地边界等。

5.2　草地缘防火隔离带

结合陡坡石壁、峡谷、河流、沼泽地等自然地形开辟防火隔离带，也可在草地与灌木或荒山接连地

段处开辟防火隔离带，主要布设在草地区与农田、居民区、墓地等交接区域，用于阻隔生产用火、祭祀

用火等。

5.3　道路防火隔离带

布设在草地区公路、林草区便道两侧的道路防火隔离带，用于防止机动车喷漏火、乘客、群众扔烟

头等人为因素引起的火情。

6　草原防火隔离带设置要求

a) 草原防火隔离带设置方向应与草原防火区主风方向垂直，应选择在山脊下背风面或山谷上迎风

面、草地植被稀疏地段和最短距离开设草原防火隔离带。

b) 草原防火隔离带一般设置在草地连续面积为 100hm2以上，且草地的地块形状为圆形、正方形

或者长方形。要求地势较平坦，一般坡度在 45度以下。

c) 草原防火隔离带要构成封闭系统，由多个小的封闭系统组成一个大的封闭系统。

d) 主干防火隔离带宽度在 17 m～20 m，纵向到顶或横向贯通。

e) 分干防火隔离带宽度在 7 m～10 m，垂直或平行于主干防火隔离带的辅助防火隔离带。

7　草原防护隔离带建设时间

春季施工期为5月中旬以前，秋季施工期为9月中旬后。

8　草原防火隔离带的建设技术

8.1　化学除草

在每年的5、6月份，草木生长初期，在隔离带范围内喷洒草甘膦、草铵膦、甲嘧磺隆森草净等除草

剂，杀死幼苗并抑制草木种子萌发；在7月底至8月初，重复喷洒。

8.2　翻耕

宜翻耕深度20 cm～30 cm，将植株从隔离带耙出。

8.3　生物防火

在草地防火区边缘根据当地的水热气候条件,选择耐火植物，建植生物阻隔带，起到阻火、隔火和

断火作用。种植防火植物应选择枝叶茂密、含水量大、耐火抗火力强，生长迅速、郁闭快、适应性强、

萌芽力高、抗病虫害的植物，如鸡爪大黄、山莨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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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动物防火

在防火隔离带内放养山羊等草食动物，通过啃食地上牧草和地下草根，实现减少易燃物的目的。

8.5　草原防火剂

使用喷雾机将浓度为15％的BL一森林草原专用防火剂喷洒到隔离带内干枯的植物体上，起到阻燃作

用。

9　草原防火隔离带的维护和管理

9.1　新建防火隔离带

新建防火隔离带要与原有防火隔离带相互补充，统筹规划设计，不得进行重复建设。

9.2　定期巡护

 每年要组织人员对防火隔离带进行巡护，如发现隔离带不能满足防火要求或破坏隔离带行为，林

业草原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法律相关条文进行处置，以保证草原防火隔离带能够正常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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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草原火险划分指标及全省火险划分表

表A.1给出了草原火险等级划分指标。

表A.1　草原火险等级划分指标

草原火险区等级 可燃物量（g／㎡） 连续度（%） 可燃物高度（cm） 可燃物含水率（%）

极高火险区 ＞120 ＞75 ＞20 ＜10

高火火险区 80-120 50～75 10～20 8-15

中火险区 50～80 30～50 3～10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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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给出了全省防火区草原火险划分表

表A.2　全省防火区草原火险划分表

市(州） 县(市、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极高火险区 高火险区 中火险区 低火险区
省(区)

数

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

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名称

青海省 4

果洛州

海南州

海北州

黄南州

4

海西州

玉树州

海东市

西宁市

15

班玛县、久治县、

玛沁县、祁连县、

贵南县、兴海县、

共和县、河南县、

玉树县、海晏县、

泽库县、天峻县、

都兰县，

格尔木市

德令哈市

21

甘德县、刚察县、门

源县、同德县、同仁

县、乌兰县、囊谦县、

杂多县、曲麻莱县、

称多县、治多县、玛

多县、达日县、贵德

县、化隆县、乐都区、

大通县、循化县、互

助县、湟源县、尖扎

县；

6

大柴旦行委

茫崖行委

冷湖行委

平安区

民和县

湟中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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