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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标 准 名 称：   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        

项 目 编 号：   DB63JH-155-2022                 

制、修订类型：               制定                 

主要起草单位：        青海省草原总站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          

起草时间：       2022 年 7 月---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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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年 7月，由青海省草原总站申请地方标准的立项，由

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申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标

准计划《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

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 号），制定本技术规范，项目

计划编号 DB63JH-155-2022。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草原总站。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欧为友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标准主持

于  海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标准编写

刘  华 女 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标准编写

马文文 男 助理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刘  凯 男 助理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贾顺斌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慈建勋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夏吾拉忠

措
女 助理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审  稿

胡海伟 男 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数据收集

叶兆欣 女 中级 海东市林草局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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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庆 男 中级
青海省农村社会事

业发展指导中心。
资料汇总

王九峦 女 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汪雪梅 女 助理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数据收集

李宏达 男 助理林业工程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资料汇总

王晓博 男 助理畜牧（草原）师 青海省草原总站 资料汇总

李生存 女 中级
青海省林业工程监

理中心有限公司
资料汇总

薛涛 男 中级 青海省草原总站 资料汇总

翟秦虹 女 中级
民和县农业农村和

科技局
资料汇总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青藏高原区域内沟壑纵横，地形复杂，草原分布范围广。

其中青海省草地总面积 5.47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4.74

亿亩，占国土面积的 50.6%。这些草原与森林、农作物交错分

布，是草原火灾多发区，草原防火存在着点多、面广、线长、

量大、条件差、基础薄弱等问题。且近年来由于气温的升高，

加之青藏高原地区冬季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枯草期长，可燃

物增多，火险等级较高，草原、林业、农作物火情隐患日趋严

峻；青藏高原区域内多是少民族聚居区，牧民居住分散，煨桑、

点灯等各种宗教活动比较频繁，增加了草原防火隐患，火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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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难度大。草原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进入草原的人员、

车辆明显增多，火源管理难度不断加大。同时，随着草原建设

力度加大，退牧还草、黑土滩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草

原牧草的高度、盖度和产量等大幅度提高；植树造林的实施项

目区植被覆盖度增加；区域内一旦一方发生火灾，可导致全区

域延漫。但目前覆盖青藏高原片区的防火基础设施仍很薄弱，

很多地方草原防火交通工具和灭火机具陈旧老化，加上在重特

大草原火灾中，防火器具损坏严重，且得不到有效及时补充，

很难满足防扑火实战要求。

草原火灾是当今世界上发生面积广、危害大、处置求助难

的自然灾害之一，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一场草原火，

可以吞噬几千至几万公顷的草牧场毁于一旦，还可危机到其他

资源与资产甚至人畜安全，并且恢复治理的投资和难度相当大。

截至 2017年 9月底，就青海省共发生草原火灾火情 23起，过

火面积 212.9 公顷，经济损失 31.8 万元。其中，草原火灾 7

起，过火面积 161.5公顷，经济损失 25.7万元；草原火情 16

起，过火面积 51.4 公顷，经济损失 6.1 万元。但与上年同期

相比，火灾火情减少 20起，经济损失减少 10.4万元。

做好草原防火工作，不仅关系到保护草原资源和人畜生命

及财产的安全，并且关系到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的大局。1993 年 10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了《草原

防火条例》，2008年 11月再次修订，2009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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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草原防火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多年来，各地认

真贯彻落实《草原防火条例》，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

合”的工作方针，草原防火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草原防火

法律法规和制度的不断完善，防火机构的健全和队伍的加强，

有力地推动了草原防火工作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进程。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全社会加快建立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急机制。经国务院审定同意由原农业部发布的《草原

火灾应急预案》中，提出要加强草原防火物资储备、隔离带和

指挥系统建设。在《“十三五”全国草原防火规划》中提出全

面执行“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以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和草原资源为根本，以极高草原火险治理区为重

点，以加强草原火灾监测预警、预防控制、应急处置三大系统

及组织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不断完善火灾应急预案，健全法

规制度，强化体制机制，全面提高草原火灾预防、扑救和保障

能力，加快实现草原防火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草

原防火应急管理水平，实现草原防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只有通过不断加强防火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才能打牢草原

火灾预防和快速扑救的物资基础，不断提高对草原火灾的应急

反应和综合控制能力。

建设草原防火隔离带就是建立起草原防火的重要安全屏

障，是草原防火的重大防护手段之一。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是

实现草原防火条例“预防为主、积极扑救”的具体体现，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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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草原火灾阻隔网络化，有效控制大面积草原火灾发生、严防

人员伤亡、减少草原火灾损失的科学举措。

2006年春防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曾受蒙古境外火袭扰，

燃烧长度为 144公里。锡林郭勒盟累计出动守护堵截人员 308

人，各种机动车辆 53 台辆，风力灭火机 112 台。在堵截蒙古

国草原大火的过程中，由于出动及时，措施得力，加之边境防

火隔离带起到了积极有效的防御作用，使蒙古国草原大火始终

未能越过边境防火隔离带。

而我省草原防火隔离带的建设几乎为零，一旦发生火灾对

草原资源造成极大的危害，更对当地农牧业的生产、生活和当

地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建设草原灭火隔离带可有效防止草原火灾发生威胁

牧草生长和牲畜安全，避免了因火灾发生重大财产损失的可能。

随着草原防火隔离带的建设，草原防火工作必将为草原牧区的

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标准编制时在草原防火隔离带的设置上从多个角度、多

个层面提出了一套值得推广的既简便、经济，又切实可行的草

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通过编制本标准逐步完善现有的

草原火灾预防设施体系，为省、市、县林草行业行政主管部门

全面提升草原防火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草原火灾防控能力，

有着很大的必要性。

三、主要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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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的起草要追溯到 2017 年，当时在编制青藏高原片

区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青海）建设项目方案时，就提出

了购置大型隔离带开设机具，由于当时缺乏草原防火隔离带建

设标准和技术规程，因此，在该项目和后续草原防火项目建设

时，均未安排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随着全国草原牧区不断对

草原防火隔离带对草原防火起到积极有效的防御作用的报道

以及林草部门对草原防火隔离带的重视，草原防火隔离带的建

设被各地草原防火部门提上日程，因此建立起一套适宜高寒地

区的草原防火隔离带技术规程迫在眉睫。

2022年 7月，此项规程获得立项申请，我们随即成立了规

程起草项目组，由草原总站具体负责起草工作，对规程中的相

关数据进行了收集、汇总和分析，基层相关同志也提供了一些

应用数据和建议，在后期应用上，项目组同志赴各地进行了调

查研究，以求论证各项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的可操作性。同时，

对已有防火隔离带（主要是牧区国道公路对草原防护的作用）

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分析了利弊。

在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开始着手编写《草原防火隔

离带建设技术规程》，项目组同黄南州草原站、海北州草原站、

贵南县自然资源局、都兰县林业和草原站、祁连县草原站等第

一线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互换了意见，在翻阅了大量相

关资料、文献、法规、标准等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初稿。规程初

稿编制完成后，送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进行了征求意见，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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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参考意见进行修改补充，使《规范》内容得以充实和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

关系

《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在制定过程中坚持“操

作简单、实用性强、精准性高”原则，依据现有资料、相近规

程标准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主要技术要点，且遵循草原防

火工作的发展和需求，坚持较高的科学性、普遍性、可行性和

适用性。

本规程依据《草原防火条例》《免机耕防火隔离带技术在

森林草原的应用研究》《用化学除草方法修建防火隔离带的研

究》《重庆市森林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初探》进行编写制定，

本规程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无冲突和矛盾。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草原火险等级

2011年3月，原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划定全国草原火险区的

通知》，按照《草原防火条例》规定，根据草原火灾发生的危

险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将全国草原划分为极高、高、中、低四

个等级的草原火险区。2015年7月为适应新形势下草原防火工

作实际需要，科学预防草原火灾，按照《草原防火条例》规定，

根据草原植被状况、重要设施和生产要素变化情况、草原火灾

发生的危险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对个别地区火险区级别进行了

调整。经农业部草原防火指挥部批准，我省市（州）级极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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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区新增了黄南州,高火险区新增了海东、西宁2市；县（市）

级极高火险区新增了海晏、泽库2县，高火险区新增了玛多、

达日、贵德、化隆、乐都、大通、循化、互助、湟源、尖扎等

10县，顺利完成了全省草原防火区新的布局。

全省草原火险区级别划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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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班玛县 久治县 

玛沁县 祁连县 

贵南县 兴海县 

共和县 河南县

玉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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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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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崖市 

平安区   民

和县   湟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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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火险等级划分主要依据草原可燃物量、连续度、可燃

物高度、可燃物含水率 4项指标，就是按照草原可燃烧特征及

其环境条件因素的基础上，将草原划分为极高火险区、高火险

区、中火险区。极高火险区：可燃物量高于 120g／㎡，连续度

大于 75％，可燃物高度 20cm以上，可燃物含水率低于 10％。

该区不仅易发生草原火灾，而且频次较高，应特别加以预防。

高火险区：可燃物量 80～120g／㎡，连续度 50％～75％，可

燃物高度 10～20cm，可燃物含水率 8％～15％。该区易发生草

原火灾，要加以监控和防范。中火险区：可燃物量 50～80g／

㎡，连续度 30％～50％，可燃物高度 3～10cm，可燃物含水率

15％～35％。该火险区可燃物量、连续度、高度和含水率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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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可燃烧的临界线以上，很可能发生草原火灾，要加以注意。

（二）草原防火隔离带设置的规格

目前，关于草原防火隔离带宽度尚未出台明确文件和标准，

但对国境防火隔离带的宽度有明确要求，一般为 100-120m，境

内防火隔离带一般为 40-60m。董琪如基于 WRF-Fire 模式的蒙

古国入境大火数值模拟研究，草原火灾传播距离与风速和可燃

物高度成正比。我省 70%以上的草原为高寒草地，植物主要以

低矮的高山嵩草为主，平均高度为 3-5cm，通过国家青藏高原

科学数据中心查询，我省主要草原牧区平均风速为 2.72m/s。

据资料显示，内蒙古国境线主要牧草平均高度为 10-20cm，平

均风速为 4m/s。内蒙古国境线平均风速是我省主要草原牧区平

均风速的 1.5倍，牧草高度是我省的 3.3-4倍。在草原隔离带

设置过程中，如果太宽不但浪费草原，还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如果过窄又达不到防火效果，鉴于此，我们提出草原主干防火

隔离带宽度在 17—20 米，草原分干防火隔离宽度在 7—10 米

较为合适。同时，在此基础上，编制小组与基层单位同志交流

了草原防火隔离带宽度等参数，其结果与文献资料非常接近，

进一步说明此参数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三）化学除草

对于隔离带中的植被采用化学药剂来进行祛除，需要使用

喷洒化学除草剂的方法，在每年的 5、6月份，草木生长初期，

在规定范围内喷洒广谱灭生性除草剂进行化学除草，林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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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除草方法修建防火隔离带的研究中提出草甘膦、草铵膦、

甲嘧磺隆森草净等除草剂，可杀死植株并抑制草木种子萌发，

起到根除效果。同时，可大大减少除草经费，对防火隔离带除

草有着很好的效力。化学除草植被死亡后仍留在防火隔离带上，

干枯的植被极容易燃烧。因此化学除草应选在 5-6月份植被刚

刚开始生长，且多雨 、空气湿度大的季节，这时杂草生物量

少，用药省，可降低除草成本，提高施工效力；到火险季节来

临死亡的植被已经腐烂 ，减少了防火隔离带上遗留的可燃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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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通过

调研和对照《青海植物志》提出了鸡爪大黄、掌叶大黄、山莨

菪以及景天科属等耐火植物。

（五）动物防火

在很早之前，很多地方的森林管理组织就开始利用山羊、

鹿和牛的巨大胃口来减少潜在野火的燃料了，他们只需划出一

片防火带，让这些大型动物把其中的低矮灌木和草都吃光。最

近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在《生态与进化趋势》（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森

林中的动物们的这些令人惊讶的活动。他们表示，在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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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确的生态系统中，像山羊和牛这样的哺乳动物可以有很强

的灭火效果，动物其实才是最好的消防员，但我们要合理利用

好它们。

在防火隔离带内放养山羊等草食动物，通过啃食地上牧草

和刨开草根啃食，不仅能有效减少易燃可燃物的目的，还能降

低隔离带内除草成本。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编制小组于 2023年 4月 13组织召开了预审会，分

别向青海大学、青海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保

障服务中心、青海省草原总站、黄南州草原站，海北州草原站、

果洛州草原站、玉树州草原站等单位及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征

求意见工作。征询意见过程中，收到专家的回复意见，经汇总

整理归纳出 12 条。在所收到的修改意见中，未出现重大的分

歧意见。本编写组认为修改意见有利于本标准的完善，部分采

纳。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

青海省天然草原面积大，防火期达半年之久，各级林草部

门防火压力大。通过建设防火隔离带，能够有效地阻止草原火

灾的蔓延，提高草原火灾的综合防御能力，对保护农牧民财产

和青藏高原生态安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规程的颁布实施，

将更加系统规范地指导我省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适用性强，

在全省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工作中均适用。需要注意的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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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隔离带施工前必须在当地林草主管部门备案，并办理临时征

占用手续，同时要对新建的隔离带涉及的牧户签订补偿协议，

给予资金补偿；在进行化学除草过程中必须同牧户签订禁牧协

议，以免化学除草剂对家畜造成伤害。在推进规程实施过程中，

相关业务单位要做好宣传和培训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该规

程的目的、意义、技术关键等，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规程推

行下去，提高本规范的应用普及率。同时通过培训，使实施人

员全面掌握和准确应用好规程，提高防火隔离带建设水平，充

分发挥本规程的持久效益，真正达到有效阻止火灾蔓延和减少

火灾发生的效果。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在草原防火区建立完善草原防火隔离带，能够有效地阻止

火势的蔓延，保护天然草原植被，使草原免遭火灾的破坏，保

持植物群落结构的稳定性和优良牧草种群比例，保护了生物多

样性，使天然草原充分发挥其维护生态平衡、防风固沙、蓄水

保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生态功能，促进天然草原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全区草原火

灾发生次数和受损面积，对保护草原、预防和消除草原火灾引

发草原火灾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草地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支柱产业，天然草原在国民经济

和生态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牧区广大农牧民群众

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保护和利用好这一资源，使其免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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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的破坏，减少火灾损失，对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发展地方经

济、维护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共同繁荣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通过防火隔离带项目的实施，能够降低火灾的发生频率，

有效地制止草原火灾的发生，能够挽回火灾造成的牧草损失，

配套完善草原防火设备可以提高草原火灾的综合防御能力，做

到防患于未然，确保牧民生命财产安全，有效保护草地植被。

有利于提高草原防火机构对草原火警、火灾的应对能力，通过

建站，成立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使草原防火工作由过去单纯

的行政管理、简单的巡护瞭望向专业化、正规化、系统化、机

械化的方向发展，从根本上实现草原防火由被动抗灾为主动防

灾减灾。

因此，该项目的实施，不仅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更重要

的是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草原防火隔离带建设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六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