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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暰目的暱为加强林业气象服务能力建设,改善和提高林业气象服务质量,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开

展了全国林业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服务效益评估调查。暰方法暱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评估和现场勘察等方法,
广西共收集到196个风险点相关信息。暰结果暱数据显示:火灾、病虫害及风灾风险是广西风险点的主要类型。
调查得知:在灾害风险点附近属于林业部门的监测站共77个,主要是监测火险灾害,其他灾害还没有布设监

测点;预警设施还在不断完善;影响林业生产的气象灾害类型为干旱、大风及强降水,主要致灾气象因子为温

度、风速及降雨量;森林防火、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造林抚育等对气象服务需求量比较大,并希望通过电话、
手机短信及预警系统获取林业气象服务产品。专家对广西气象服务效益贡献率给出了客观评价,全区林业气

象服务效益贡献率为8.41%,按照2016年广西林业总产值为314.784亿元的规模测算,2016年广西林业气

象服务效益值已达到26.47亿元。暰结论暱加强林业气象监测、技术开发和应急联动等多方面合作,进一步做

好林业气象服务,有效地减轻林业灾害损失是目前气象部门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林业暋风险普查暋气象服务暋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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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暰Objective暱Inordertostrengthenthecapacityandimprovethequalityofforestry
meteorologicalservice,thenationalforestrymeteorologicaldisasterriskinvestigationand
servicebenefitevaluationwerecarriedoutfrom November2016toMay2017.暰Methods暱A
totalof196risksitesinGuangxiwerecollectedbymeansofquestionnairesurvey,experte灢
valuationandon飊siteinvestigation.暰Results暱Theresultsshowedthatfire,pestandwindhaz灢
ardswerethemaintypesofriskpointsinGuangxi.Investigationshowedthattherewere77
monitoringstationsaroundthedisasterrisksitesbelongingtoForestrySector,whichmainly
monitorfirehazards,whileotherdisastershadnomonitoringpointyet.Earlywarningfacili灢

ties were still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meteorologicaldisastersthataffectingforestry
productionweredrought,gale,andheavyrain灢
fall,andthemainmeteorologicalhazardfactors
weretemperature,windspeed,andprecipitati灢
on.Forestfireprevention,forestry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forestation and



tendingdemandformeteorologicalserviceswasrelativelylarge.Itwashopedthatforestry
meteorologicalserviceproductswouldbeobtainedthroughtelephone,SMSandearlywarn灢
ingsystems.Inaddition,expertsgaveanobjectiveevaluationofthecontributionrateofme灢
teorologicalservicesinGuangxi.Thecontributionrateofforestmeteorologicalservicesin
thewholeregionwas8.41%.ThescaleofGuangxi'stotalforestryoutputvaluewas31.478
billionyuanin2016.Accordingtothecalculationofthisvalue,theservicebenefitvaluehad
reached2.647billionyuan.暰Conclusion暱Strengtheningthecooperationinforestrymeteoro灢
logicalmonitoring,technologydevelopment,andemergencyresponse,andfurtherimpro灢
vingforestrymeteorologicalservicesandeffectivelyreducingforestrydisasterlossesarethe
topprioritiesofthemeteorologicaldepartment.
Keywords:forestry,riskcensus,meteorologicalservice,benefitevaluation

0暋引言

暋暋为落实中国气象局和国家林业局《关于深化全

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

公共服务司和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

好林业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服务效益评估工作的通

知暠要求,开展了广西全区林业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

服务效益评估,目的是调查了解广西林业气象灾害

风险和服务需求,评估了解气象服务效益,确定相关

指标;以需求为引领,加强广西林业气象服务能力建

设,改善和提高林业气象服务质量。调查内容具体

包括:气象灾害风险点所在林场或乡镇、村成片林地

位置及覆盖面积、优势树种类型、气象灾害类型、灾
害季节分布、灾害监测预警设施布设等;林业相关产

业气象服务需求,重点包括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造林抚育、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关键领域气

象服务需求;气象服务对林业相关生产的贡献水平。

1暋材料与方法

暋暋采取问卷调查、专家评估和现场勘察等方法,并
通过德尔菲法和对比分析法[1]对调查数据进行评估

分析,具体实施方案[2]如图1所示。

图1暋广西区林业气象灾害风险普查与服务效益评估工作实施方案

暋暋Fig.1暋Implementationplanforriskgeneralsurveyandservicebenefitevaluationofforestrymeteorologicaldisasters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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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调查对象包括广西区森林防火指挥部、防治检

疫站、营林处、种苗站及其管辖的单位和林场,涉及

了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造林抚育、林业资

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调查专家包括领导型、技术

型、管理型和财务型等共37位,测重于生产一线的

技术型专家(表1)。选取了百色雅长林场、北海市

防护林场、防城港市中心苗圃、南宁市林业局、来宾

市维都林场等5家典型单位开展林业气象服务效益

评估。
表1暋调查专家类型比例表

Table1暋Proportionofinvestigatortype

专家类型
Experttype

人数(名)
Numberofpeople

比例
Percentage(%)

领导型
Leadership 9 24.3

技术型
Technology 20 54.1

管理型
Management 6 16.2

财务型
Finance 2 5.4

2暋结果与分析

2.1暋广西林业气象灾害风险点分布

暋暋调查共收集到196个风险隐患点相关信息,具
体分布情况见图2。

图2暋广西林业风险隐患点分布

暋暋Fig.2暋Distributionofforestryhiddendangerpointin

Guangxi

2.2暋广西风险点的基本特征

暋暋进一步分析得知:火灾、病虫害及风灾[3飊4]是广

西各 地 林 业 风 险 的 主 要 灾 害 类 型,占 比 分 别 为

50灡40%、19.90%以及15.50%(图3);主要优势树

种类 别 为 松 类、常 绿 及 软 阔 类,占 比 分 别 为

34灡20%、33灡20%以及14.80%(图4);主要的优势

树种为 桉 树、马 尾 松、松 树 及 杉 树,占 比 分 别 为

29灡89%、17灡93%、15.76%及13.04%(图5)。

图3暋灾害风险点类型

Fig.3暋Typesofdisasterrisksites

图4暋优势树种所属类别

Fig.4暋Classificationofdominanttreespecies

图5暋优势树种数量分布

Fig.5暋Distributionofdominanttreespecies

2.3暋广西风险的分布特征

暋暋根据风险点调查数据,从地市、海拔、面积这3
个维度,对广西风险点的分布特征进行分析。调研

结果显示,海拔100m 以下和海拔300~500m 的

风险 点 主 要 存 在 于 贵 港 市,风 险 点 面 积 分 别 为

6灡8315暳106 m2 和5暳106 m2。而来宾市海拔在

100~300m 的风险点面积有1.2739暳107 m2。对

于海拔500m 以上的风险点主要分布在百色市,达

4.38453暳106 m2(图6)。

2.4暋广西风险点的主要气象灾害与影响

2.4.1暋主要气象灾害类型和致灾因子

暋暋调查得知:当前广西的主要气象灾害类型包含

干旱 (40.00%)、高 温 (39.73%)、大 风 (内 陆)
(12灡33%)、强降水(3.01%)等(图7);而造成灾害

的主要致灾因子为气温(42.14%)、湿度(33.49%)、
风速(12.07%)、降雨(10.93%)、降雪(1.37%)等
(图8)。这与广西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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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广西地市风险点、海拔、面积分布

暋暋Fig.6暋Distributionofcityrisksites,altitude,andarea

inGuangxi

图7暋广西气象灾害类型

Fig.7暋TypesofmeteorologicaldisastersinGuangxi

图8暋广西主要致灾因子

Fig.8暋Maindisaster飊causingfactorsinGuangxi

暋暋据调查了解,影响火灾的气象因素包括高温和

干旱[5飊7]。火灾容易发生的季节在3—4月和9—11
月,连续高温2~3d以上容易发生火灾,火灾面积

与当时的风速、风向有关;病虫害与温度和湿度有

关,长期高温天气会引起树木林苗的病虫害;造林抚

育对风、雨、雪、低温比较敏感,大雨以上、8级以上

大风会引起林苗倒覆,连接3~5d阴雨天气、0曟以

下结冰或者低温5~6曟持续5d以上容易造成烂

苗,对造林抚育会造成不利影响。

2.4.2暋灾害引起的事故情况

暋暋调研数据显示,2011—2015年广西全区共发生

16次自然灾害,主要是由高温干旱(31灡25%)、强风

(31.25%)、强降雨(25%)等引起,累计造成经济损

失648万元。而仅2016年1年就发生了9起事故。

2.5暋广西气象灾害风险的监测与预警

2.5.1暋监测站点的分布

暋暋以风险点为中心,设置向外辐射5km 范围的

监测站共163个,其中属于林业部门的监测站共77
个,主要是监测火险灾害,其他灾害还没有布设监

测点。

2.5.2暋监测站点类型及特征

暋暋广西监测站点类型有区域自动站、一般站、基本

站等,所属部门主要为气象、林业部门,其对应关系

见表2。
表2暋广西监测点归属部门统计表

Table2暋Statisticsofmonitoringpointownershipdepartments

inGuangxi

站点归
属部门
Site

ascription

站点类型Sitetype

基准站
Datum
station

基本站
Basic

station

一般站
General
station

区域
自动站

Regional
automatic
station

其他
Others

总计
Total

林业
Forestry 0 0 0 77 0 77

气象
Meteorology 0 2 4 80 0 86

国土资源
Landand
resources

0 0 0 0 0 0

环保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0 0 0 0 0 0

其他
Others 0 0 0 0 0 0

总计
Total 0 2 4 157 0 163

2.5.3暋监测数据的管理

暋暋调查数据显示,对气象灾害风险主要关注湿度、
气温、降水量、风速[3飊4]等4个主要因子。目前监测

站均暂未实现数据的共享与交换。

2.6暋广西林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防御设施

2.6.1暋预警设施分布

暋暋林业部门目前主要通过瞭望台来了解火灾发生

及变化情况,电子显示屏(情报板)很少。其他: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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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预警客户端、移动电视、广播、电话传真、网络热点

还没有布设。

2.6.2暋预警设施类型及特征

暋暋据调查了解,预警设施目前还不完善,主要分布

在南 宁 市 横 县 和 武 鸣 县,年 均 预 警 发 布 频 次 为

36次。

2.6.3暋预警设施管理

暋暋目前预警设施管理主要由林业部门进行,且已

有的设施使用正常。预警产品为森林火险监测预报

预警。

2.6.4暋防御措施情况

暋暋在防御措施方面,主要的工程举措为铸造隔离

带,以及进行加固设置来防御火险灾害,其他临时防

御措施有:扶直风倒木、扑火、人员撤离、修护道路、
修护苗篷、转移苗木等。

2.7暋广西林业领域气象服务效益评估

2.7.1暋林业气象服务贡献率

暋暋在第一轮专家测评中[1],专家测算使用气象服

务增加的效益 A1,使用气象服务减少的损失 A2,

使用气象服务的成本B 。根据公式e=[暺
m

i=1

(Ai-

Bi)]/D=(暺
m

i=1
Ci)/D ,其中Ci 是指第i个生产环节

由于气象服务产生的净效益值,D 是指上年度单位

产业增加值,计算得到广西林业气象服务贡献率第

一轮结果e,并上报中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中

国气象局公共服务中心对各省区调查结果进行汇

总,得到全国平均林业气象服务效益贡献率e=
7灡1%。

暋暋在第二轮专家测评中,将全国平均林业气象服

务效益贡献率e按0~2暳e等分为10档,专家进行

最后打分,得到表3。可以看出选择8.6%~9.9%

(7档)的专家最多。再根据公式E=暺
10

k=1
ek暳Wk(其

中Wk=专家选择的人数/总专家人数,ek 是第k等

级的中值),计算出广西区林业气象服务贡献率为

8.41%。[1]

表3暋广西气象服务贡献率档次(1~10)及相应范围[1]

Table3暋ContributionratelevelandcorrespondingrangeofmeteorologicalservicesinGuangxi(1-10)[1]

贡献率
Contributionrate

所属环节
Link 总计

Total

档次
Level

范围
Range

森林防火
Forest飊firepre灢
vention

林业 有 害 生 物
防治
Forestrypest
control

造林抚育
Afforestation
andtending

林业 资 源 开 发
与利用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forestry re灢
sources

1 0~1.4% 0 0 0 0 0
2 1.5%~2.8% 0 0 0 0 0
3 2.9%~4.3% 0 0 0 0 0
4 4.4%~5.7% 0 0 1 0 1

5 5.8%~7.1% 0 0 0 0 0
6 7.2%~8.5% 1 0 0 0 1
7 8.6%~9.9% 0 0 1 1 2
8 10.0%~11.3% 0 1 0 0 1
9 11.4%~12.8% 0 0 0 0 0

10 12.9%~14.2% 0 0 0 0 0
总计
Total 1 1 2 1 5

2.7.2暋林业气象服务效益值

暋暋经调查得知:广西全区林业2016年 GDP(G)为
314.784 亿 元,林 业 气 象 服 务 贡 献 率 (E)为

8灡41%,全区林业气象服务效益值 (P=E*G)为

26灡47亿元。
2.8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现状分析

2.8.1暋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基本情况

暋暋调查了解,目前广西使用较多的林业气象服务

产品主要有:森林火险预报预警、森林干旱监测预

报、森林火点监测(过程监测)、专项网络化服务、森
林长势监测预报、林业病虫害预报等。

2.8.2暋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主要类型

暋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主要类型有:森林干

旱监测预报(森林干旱气象指数)、森林火点监测(过
程监测)、森林火险预报预警、林业病虫害预报、森林

123黄树燕等:广西林业气象灾害风险调查与服务效益评估分析 暋 暋暋



长势监测评估等,其中前3类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

需求 量 较 大,分 别 占 比 为 29.29%、22.78% 和

22灡78%(图9)。

图9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产品需求分布图

暋暋Fig.9暋Demanddistributionchartformeteorological

serviceproductsinGuangxi

2.8.3暋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形式

暋暋从图10可看出,广西林业气象服务产品的需求

所属 环 节 是 森 林 防 火 (65.96%)、造 林 抚 育

(24灡82%)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9.22%),而“林业

资源开发与利用暠这一领域还未见相关针对性的

需求。

图10暋广西林业生产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情况

暋暋Fig.10暋Demandformeteorologicalservicesinforestry

productioninGuangxi

2.9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产品需求分析

2.9.1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基本情况

暋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包括:主要引起森林火

灾高温、干旱长中短期天气预报;引发病虫害天气趋

势预估以及影响造林抚育的气温、降雨、大风等气象

要素的预报[5飊7]。

2.9.2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主要类型

暋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主要类型为森林火点

监测(过程监测)、森林火险预报预警、森林干旱监测

预报,占比分别为27.50%、25.50%及23灡50%(图

11)。

图11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主要类型

暋暋Fig.11暋 Maintypesofdemandproductsforforestry
meteorologicalservicesinGuangxi

2.9.3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形式

暋暋调研数据显示:森林防火、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

对气象服务有较大的需求,占比分别为68.8%和

18.8%。

2.9.4暋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传播渠道

暋暋经调查:电话、手机短信及预警系统为广西林业

气象服务需求产品的主要传播渠道,占比分别为

29.40%、29.40%和17.60%(图12)。

图12暋广西林业气象服务需求产品传播渠道

暋暋Fig.12暋Communicationchannelsforforestrymeteoro灢
logicalservicedemandproductsinGuangxi

2.9.5暋林业气象服务产品需求与现状对比分析

暋暋据调查了解[8飊10],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

治、造林抚育、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领域与气象因

子密切相关,除了要求提供森林火险预报预警、森林

火点监测(过程监测)之外,还要求提供森林干旱监

测预报、雷电监测预报、森林长势监测预报以及专项

网络化服务(如对火害易发点定时定点发布火险等

级、风力、风向、雨量、温度、湿度等要素)。还要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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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通过电视、网络提供服务之外,通过电话、手机短

信及预警系统及时地发布预警预报信息。

暋暋一直以来,广西气象、林业部门保持着较好的合

作关系,建立了重大林业气象灾害预警和发布机制,
通过多种方式及时提供气象实况和气象服务信息,
主要是通过电视提供24h森林火险等级预报以及

广西森林高火险天气过程预报警报。通过网络提供

以火险预测为主的专业气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季
节性森林火险短期气候预测、月森林火险短期气候

预测、旬降水日数与旬森林火险等级预测、5d滚动

火险等级预报以及高火险预测。也就是当某一局部

区域出现10d以上连续高温干旱高火险时,针对该

区域预测其森林火险等级、气温、高火险天气持续时

间,但服务产品的精细化程度不高,与林业气象服务

产品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3暋结束语

暋暋从本次风险普查和服务效益评估来看,广西林

业灾害类型以火灾、病虫害和风灾为主,影响林业生

产的气象灾害类型主要有干旱、大风和强降水,主要

致灾气象因子为温度、风速和降雨量。目前除了火

灾风险点布设有监测点之外,其他灾害还没有布设

有监测点,预警设施还在不断地完善。森林防火、林
业资源开发与利用、造林抚育等对气象服务需求量

比较大,迫切需要引起森林火灾高温、干旱长中短期

天气预报产品,引发病虫害天气趋势预估以及影响

造林抚育的气温、降雨、大风等气象要素的预报,并
希望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及预警系统获取林业气象

服务 产 品。广 西 林 业 气 象 服 务 效 益 贡 献 率 为

8灡41%,按照2016年全区林业总产值为314.784亿

元的规模测算,2016年全区林业气象服务效益值已

达到26.47亿元。

暋暋因此,建议:栙加强林业气象观测站点建设,实
现林业观测站点、森林资源基础数据、林业病虫害数

据、气象观测站点、气象卫星云图等各类观测数据的

充分共享。栚提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预报的时效性

和精度,联合做好林业产业、生态气象服务,双方共

同开展林业病虫害发生气象等级预报,运用卫星遥

感技术,联合开展造林抚育、林业资源开发与利用等

动态评估。栛联合加强和规范森林预报预警信息发

布,进一步拓展信息发布渠道,气象部门充分利用国

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使信息发布更快速、
高效,更有指导性。栜充分利用林场有专人管理优

势,共建林场林业综合生态观测站,增加能见度、光
照时数、雷电监测及负氧离子浓度监测,以满足现代

林业向生态旅游方向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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