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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巡查机制的优化路径
赵克算

腾冲市大河国有林场，云南保山，679101；

摘要：腾冲市地处云南西南部，毗邻缅甸，是我国西南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域。该地区森林覆盖率高，但同时也

是森林火灾高发区域，特别是在中缅边境一线，受缅甸农业用火、非法砍伐、偷猎等行为影响，跨境火源输入

隐患突出。虽然腾冲已建立了一套森林防火巡查体系，但实际运行中存在多点盲区、响应迟缓、协作不畅等问

题，亟需提升整体防控效能。本文围绕边境森林防火巡查体系展开研究，力求提出具有操作性的优化路径和改

进建议,促进边境防火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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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位于云南西南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境

内山高谷深、林密草丰，是典型的高海拔边境森林生态

区，区域森林多为易燃的针阔混交林和灌木林，枯枝落

叶等可燃物丰富，极易形成火灾蔓延链条。腾冲市地处

中缅边境前沿，边界线长达 148.7 公里，是天然的“火

源输入带”，火情易从缅甸蔓延至境内，给边境森林资

源和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1 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腾冲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云南省与缅甸接壤的重

要区域，边界线长、山林密布、生态脆弱，具有突出的

战略、生态与安全价值。森林资源是腾冲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维系中缅边境地区的生态平衡、涵养水

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

由于其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气候干燥，加之边境特殊

的人文与政治因素，森林火灾防控任务尤为艰巨。中缅

边境的开放性和双向流动性显著，缅甸境内农事用火、

炼胶、狩猎等野外火源活动频繁，一旦发生火灾，极易

越境蔓延，形成跨国火灾风险，对我国生态安全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腾冲作为国家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森林防火成效不仅影响局地稳定，更关系到区域生态

环境保护与中缅睦邻关系的协调发展。若防火工作失控，

不仅将导致森林资源毁损、生态退化，还可能引发跨境

纠纷和外交压力。因此，强化边境森林防火工作，不仅

是提升地方自然灾害应对能力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边境稳定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环境的

重要保障。

综上所述，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具有极强的特殊

性和战略性，必须高度重视并持续加强。

2 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的难点

2.1 地形复杂，巡查困难

腾冲地处滇西边陲，与缅甸山水相连，是典型的高

山峡谷地貌，地势起伏大，森林覆盖率高。特别是中缅

边境地区，山高林密、道路曲折，很多林区仅有简易林

道或完全无路通行，这对常规巡查和应急响应构成巨大

障碍。部分重点林区需步行数小时方可抵达，导致巡查

力量无法实现全覆盖，火灾监测存在较多盲区。一旦发

生火情，人员难以及时抵达火场，延误最佳扑救时机，

极易造成火势蔓延和灾害扩大。此外，复杂地形也限制

了机械设备的进入和作业，增加扑救难度和安全风险。

2.2 跨境火源输入隐患大

腾冲与缅甸接壤，边界线长达 148.7 公里，大部分

为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缺乏有效的天然或人工阻隔带。

缅甸境内多为村寨型散居，农事活动频繁，但防火制度

不健全，监管力度不足，尤其在干旱季节，当地村民常

进行焚烧秸秆、烧荒整地、非法炼胶、野外狩猎等用火

活动，极易引发火灾。由于火源多发生于山谷或风口区

域，一旦失控，借助风势极易越境蔓延至我国境内。更

为严重的是，中缅双方在火情联防方面缺乏机制化协同，

现有沟通多为临时性、非制度化联系，火情传递滞后，

我方防火工作多处于“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火源处

置效率低，外部火灾威胁长期存在。

2.3 基层防火基础薄弱

边境乡镇由于地处偏远，财政资源有限，森林防火

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目前已有的瞭望塔、通信塔等

防火基础设施布局分布不均，部分设备陈旧、功能退化，

缺乏红外监测、卫星遥感和无人机巡查等现代化防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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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段。同时，基层防火队伍多由临时工或护林员兼任，

编制不足、人员老龄化现象突出，缺乏系统培训，专业

素养普遍偏低。火情发生时，因物资储备不足、防火设

备简陋、交通工具不配套等问题，扑救效率低，面对复

杂火情往往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应对森林火灾多发的现

实挑战。

2.4 通信信号盲区多

腾冲边境山区信号基站建设相对滞后，地形遮挡严

重，通信网络不通畅，部分林区仍处于无信号或弱信号

状态。火情发生后，现场人员往往无法第一时间向指挥

中心报告火情，信息传递延迟，影响整体应急响应效率。

同时，缺乏覆盖全域的火情监测系统，尚未建立起统一、

高效的信息指挥调度平台，难以实现前线与后方的实时

联动和资源调配，制约了火情预警和应急处置水平。

2.5 群众防火意识不强

边境地区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居住分散，整体教

育水平偏低，森林防火意识薄弱。春季农事用火、烧荒、

焚烧垃圾、野外吸烟等现象屡禁不止，且多为隐蔽行为，

监管难度大。一些村民对火灾危害性认知不足，存在“烧

点草地没关系”的误区，甚至在火灾发生初期盲目扑救，

存在安全隐患。此外，边境群众与缅方人员往来密切，

跨境婚姻和亲属探访频繁，外来人员活动增加火源监管

难度，部分火种来源难以追溯和约束，为火灾防控增加

额外压力。

3 腾冲中缅边境防火巡查机制运行现状

3.1 基层巡查队伍综合能力较低

腾冲市在中缅边境林区已建立基层森林防火巡查

队伍，主要由乡镇护林员、生态护林员以及临时聘用人

员构成，结合行政村网格化管理推进日常巡查工作，然

而，队伍多数人员以兼职为主，总体人员不足，人员年

龄结构偏大，体能条件有限，缺乏统一的职业培训，实

际处置火情能力较弱。

3.2 监测预警手段相对滞后

当前腾冲边境地区已初步引入部分现代监测手段，

如部分重点区域设有视频监控系统、卫星遥感接收站和

简易气象预警设备。部分乡镇尝试使用无人机开展高空

巡查和拍摄，提高火源发现的及时性。但整体而言，信

息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手段分布不均，偏远山

区仍以传统人巡为主，预警时效性与准确率有限，监测

设备受天气、地形等因素影响较大。

3.3 与缅方及周边村寨的联防协作不足

腾冲市曾多次与缅方边境管理机构开展森林防火

合作，主要以边境联席会议、通报制度和应急响应机制

为基础，推动火情互报和紧急处置。但该联动机制依赖

临时协调，缺乏制度化保障，协同效率不高。在村寨层

面，部分边境村建立了村组防火巡逻队和群众义务扑火

队，群众参与度逐年提升，但缺乏专业训练，作用多局

限于火灾初发阶段。

3.4 巡查技术手段落后

目前，腾冲中缅边境通常实行“定点驻守+流动巡

查”相结合的模式，在重点林区设立卡点，定期巡逻，

并在高火险期加密频次，但是多数地区仍以人工巡查为

主，监测设备有限，技术手段单一，难以适应复杂地形

和快速反应需求。无人机、红外探测、卫星遥感等先进

技术应用覆盖率低，部分林区甚至存在“技术空白区”，

制约了火情早期发现与高效应对。

4 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巡查机制的优化路径

4.1 提升基层巡查队伍综合能力

基层巡查是防火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提升中缅边境

基层巡查队伍综合能力，应从人员配备、培训机制和激

励政策三方面着手。首先，加大专职护林员招聘力度，

优先引入具有军事背景、青年志愿服务经历的人员，补

充现有老龄化队伍，提升队伍的体能水平和组织纪律性。

其次，建立分级培训体系，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与火场实

战演练，内容涵盖火情识别、扑救操作、安全撤离、通

信协同、GPS 定位使用、简易应急物资应用等，增强队

员应急处置能力与协同作战水平。再次，制定岗位激励

措施，如绩效津贴、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等，提升队伍

稳定性与积极性，推动形成“能者多得、多劳多奖”的

正向激励机制。同时，应健全“乡镇+村组”协防模式，

推行“防火包保责任制”，动员村民协同参与，建立村

民防火联络员制度，发挥本地人员熟悉地形、人际关系

密切的优势，实现基层防火力量“纵到底、横到边”，

构建起责任明确、反应高效的网格化巡防体系。

4.2 推进监测预警手段智能化升级

面对监测预警手段滞后的问题，应构建以“天空地

一体化”为核心的智能化监测体系。在高风险区域增设

高清热成像监控系统和全天候红外探头，实时捕捉烟点

及火源变化；同步引入高分辨率遥感卫星与低空无人机

系统，用于动态巡查、图像传输与火情定位。整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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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在市、县、乡三级防火指挥系统中嵌入大数

据分析与 AI 智能预警模块，实现多源信息汇聚与快速

风险评估。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合作，布设林区微型

气象监测站，动态预测风力、湿度、温度等影响因子，

提升预警的精准性与时效性，构建快速响应机制。

4.3 健全与缅方及附近村寨的联防协作机制

腾冲中缅边境森林连片成带，生态系统一体相连，

火灾具有强烈的跨境传播特征，加强国际合作已成为边

境防火工作的必然要求。应推动中缅双方建立常态化森

林防火合作机制，通过政府间协商设立边境联防联控联

络点，开展定期会商与联合演练，提升协同处置能力；

建议建立中缅火情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监测等手段实现火情数据实时互通，缩短预警时间。

再次，可在高火险季节设立联合巡逻队伍，对重点区域

进行联合巡查与防控，提升边境应急响应协同水平；加

强防火政策交流与技术合作，邀请缅方相关人员参与中

国防火培训，推广规范用火行为和现代防控理念，逐步

提升其境内防火能力。通过推动跨境协作与信任建设，

形成边界“无盲区”、信息“无缝隙”、处置“无延迟”

的国际合作防线，共同守护区域生态安全。

同时，在边境村寨设立联防工作站，推行“护林员

+村干部+群众”三位一体防火管理模式，鼓励设立群众

联防巡查小组，建立义务扑火队和早期报告奖励制度。

通过编制村级防火预案、开展防火知识培训与应急演练，

提升村民自防自救能力，打造“专业+群众”的立体联

防网。

4.4 加快巡查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改造

为破解巡查技术手段落后的难题，应加快防火巡查

信息化与装备现代化建设。优先在高火险区域推广使用

手持智能终端与北斗定位终端，实现巡查轨迹自动上传、

火点信息实时定位与图片视频远程回传。引入 AI 识别

技术，通过图像识别模型实现对可疑烟点、明火等的自

动识别与预警，提升火情发现效率。推动“数字防火地

图”建设，将森林资源、火灾风险、历史火点等数据上

图，供基层巡查人员实时参考。建立移动指挥调度系统，

在偏远山区布设中继站，解决“通信死角”问题，实现

前线信息与指挥中心的高效联动，为智慧防火提供坚实

支撑。

4.5 提高森林防火应急响应机制

为有效应对腾冲中缅边境复杂多变的森林火情，亟

须建立科学、高效、可操作性强的森林防火应急响应机

制。一方面，应完善火情分级响应预案，根据火势蔓延

速度、风力等级、地形条件等因素设定响应等级，做到

“分级处置、梯次响应”，提升应急反应的精准性和时

效性。另一方面，依托现有行政和林业系统，设立边境

森林火情应急指挥分中心，配置应急值守、数据分析、

指挥调度等职能，实行全天候监控与统一调度管理。同

时，应建立“临战转战”模式，设立边境应急物资储备

点，配备轻便化扑火器具、个人防护装备、通讯工具和

应急饮水食品等，确保一旦火情发生，人员可快速集结、

装备可即刻动用。此外，常态化开展模拟火场演练，检

验预案实效，强化跨部门协同作战能力，尤其要加强与

边防、消防、交通、医疗等单位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

确保应急体系在面对突发火情时具备快速反应、协同作

战、科学调度的综合能力。

5 结语

腾冲中缅边境森林防火工作具有显著的地缘特殊

性与复杂性。面对现有机制的短板，必须从巡查队伍建

设、智能监测体系、跨境协作机制、巡查技术升级、应

急响应机制建设等方面系统优化，推动防火工作专业化、

制度化、智能化发展，为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提供有

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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