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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火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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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是一种生态因子
许多生态系统经常有规律的发生火灾。

北欧的泰加林每个世纪发生两次火灾；我国大
兴安岭北部火灾轮回期为110～120年；南部为30～
40年。

一些植物对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甚至是依赖性。

如松属、栎属和杜鹃花科的植物。

动物对火也有很强的适应性。

火烧有时对植物的生长有利。

火影响植物群落的组成及演替。

火促进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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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火的类型和发生条件
（一）林火发生的三要素

林火的发生需要可燃物、助燃物和火源。

可燃物：由生物量积累而成，主要包括地上部

分的枝、干、叶；地下的根系；死地被物；土
壤中的泥炭层；森林经营活动中的剩余物。

助燃物：氧。

火源：人为或自然的火源。

还需要合适气候和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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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火的类型：

常用林火发生的时间、强度和速度来区分林
火。

林火发生时间：指特定地点能量释放的时间。

林火强度：指单位面积或长度内林火释放的
能量。

速度：指林火发生后向外蔓延、扩展的速度。

根据林火的火烧部位、强度、速度和林

木受害程度可将林火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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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表火：

沿林地表面蔓延，主要烧毁死地被物和
林下植物，也能烧伤林木干基和露出的根系。
蔓延速度一般为每小时几十米至1km以上。

我国东北地表火占林火总数的94％。

地表火影响林木生长，造成幼树死亡和林木
枯死，引发病虫害。

轻微地表火对养分的释放和森林天然更新有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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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火：

在林地腐殖质和泥炭层中燃烧的火灾。地

表只见烟雾不见火焰。

蔓延速度慢，温度高，持续时间长，破坏力

大，可烧死林地中的树木，休眠种子和其他
繁殖体，使植被的再生时间推迟。

地下火多发生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干旱的
针叶林下和森林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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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冠火：

几种类型的森林火灾同时发生。

林冠火温度可达900℃ ，蔓延速度可达5-
5km/h。
严重的树冠火可烧毁土壤矿物质以上所有有
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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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林火烧及面积可将森林火灾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火灾等级 受害面积（ha）
森林火警 <1

一般森林火灾 1~100
重大森林火灾 101~1000
特大森林火灾 >1000

大面积森林火灾在火灾总数中约占1％（0.2～2％），
然而期燃烧面积却占30～70％，所造成的损失占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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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林火是否有控制，分为火灾和用火。

用活是在人为控制下，在指定地点进行安全

用活以达到预期经营目的和效果，它是森林
经营的一种措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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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响林火发生的条件：

1.气候条件：林火主要发生在干旱季节。对于中高纬
度地区来说，春秋两季干旱多风、相对湿度低，是
火灾的多发季节。

2.植被类型：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1981～1983，
森林过火面积中，针叶林占41％，阔叶林占28％，
其他占39％。

3.气象条件：影响可燃物的含水量。以降水量、相对
湿度、温度、风速和连旱 为重要。

4.火源：包括自然火源和人为火源。人为火源又包括
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

我国的森林火灾以人为火源为主，占总数的99
％。大兴安岭地区雷击火源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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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对土壤的影响

（一）对物理性质的影响

1.含水率：有两方面的影响，

其一：破坏植被，减少蒸腾，造成林地的
沼泽化。

其二：粗质地土壤，保水能力差，含水率
决定于枯落物和腐殖质数量，火烧之后
变得更加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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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温度

短期影响：短期内温度急剧升高。

土壤具有隔热特性，热量的穿透能力有限。这一

点对土壤中植物繁殖体的保护至关重要。表层达
350～900 ℃ ，而5-10cm深土壤只有100 ℃ 。

长期影响：增加土壤温度。

黑色土壤吸收更多的太阳能；土表枯落物减少，

促进热向下层传导。

土温的增加可促进枯落物的分解，提高土壤肥力，

促进繁殖体的萌发，增加草食动物的食物及营养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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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化学性质的变化

1.pH值

火烧残留的灰分中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碱

土金属氧化物，能很快合成碳酸盐，碳酸盐
呈碱性反应，使土壤的pH值升高。

芬兰的研究，火烧后pH值升高2～3个
单位。对下层的影响较小，但影响结果能保
持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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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有机质

使土壤表面的死地被物和有机质大量减

少。对深层土壤的有机质影响较小。

土壤表层有机物的损失程度与火灾发生时

间、强度和可燃物的湿度有关。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

FOREST ECOLOGYFOREST ECOLOGY

3.养分含量和可利用性

（1）火灾发生后，土壤表层的
营养元素的总量下降。

高温会使一些元素挥发掉。
如温度300 ℃以上时，N挥发；
500℃以上时，K挥发；许多
其他的元素也随烟雾从火区移
出。

（2）使可利用态的养分含量增
加。

使含在有机物中的植物不
可利用的的养分转化为可利用
的形式。对森林植物的生长有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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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土壤生物的影响

表层中的一些动物会被烧死，而深层土

壤中的一些生物能够幸存下来，在随后的几
年中其数量能够得以恢复。

火对土壤生物的影响与火灾的频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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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火对水循环的影响

（一）火灾后常伴有降雨

（二）地表径流增加，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三）森林的蒸腾作用减小，林地易发生沼泽
化，粗质土壤易干旱化。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2007年9月3日星期一

FOREST ECOLOGYFOREST ECOLOGY

五、火对植物的影响与植物的适应
（一）火对植物的影响

1.林火过后，林地地被物稀疏，光照条件改善，土壤

可溶性养分增加，促进植物的开花和结实。

2.促进迟开球果的开裂，有利于种子的散布。

如短叶松。

3.促进种子萌发。

增温；种子外被腊质油脂融化促进吸水；种子直接

接触土壤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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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火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1.使群落组成发生变化：耐火的物种增加，不

耐火的物种减少。

2.改变森林的年龄结构的成层性：使群落层次

结构单一化。

3.火改变群落的稳定性

有时使相对稳定的群落变得不稳定，而频繁

的火烧又使原本不稳定的群落变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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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物对火的适应

1.植物对火的适应类型：奥德姆把依赖火或耐火种
分为两个类型，再萌芽型，火后大量结实型。

2.植物对火的适应特征：

(1)形成抗火树皮：兴安落叶松的树皮可达20cm厚。
而且受到火的刺激，会促进分生组织分裂，使树
皮增厚。

(2)形成保护芽

(3)无性繁殖

(4)提前开花结实

(5)减小易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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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火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一）火对能量流动的影响

增加了生态系统能量的输出。

（二）火对森林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1.以烟雾和飘尘的形式使养分输出；

2.大量养分随地表径流输出；

3.使贮存在有机质中的养分迅速释放；

4. 有时导致土壤的贫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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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防火产生的后果
（一）人类活动对林火的影响

人们把火引入到自然条件下很少发生林火的森林群
落；导致群落的演替。

人们有意识的防火减小了经常发生火灾的森林生态
系统的起火频率。导致可燃物积累，为发生更大的
火灾留下隐患。

对天然火发生的频率已适应的森林类型，盲目
防火导致可燃物过分积累和高强度的林火，因此应
科学防火与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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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火与森林经营

尽量防止火灾发生

火在森林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如控制死地被物、消除病虫侵害、减少
可燃物积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