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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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应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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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险指标体系和分级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森林火险指标体系和火险指数计算、森林火险等级名称和分级等。

本文件适用于本市森林火险指数计算和分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695 地面气象要素编码与数据格式

GB/T 36743 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LY/T 2578 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分级及标识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森林火险指标体系和火险指数计算

4.1 森林火险指标体系

4.1.1 森林火险指标体系由 2 个一级指标（监测指标、计算指标）、4 个二级指标（可燃物监测指标、

气象监测指标、可燃物湿度指标、火行为指标）、12 个三级指标组成，见表 1。

表 1 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单位

监测指标

可燃物监测指标
10h 时滞可燃物温度 ℃

10h 时滞可燃物湿度 %

气象监测指标

空气温度 ℃

空气湿度 %

风速 m/s

降雨量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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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指标

可燃物湿度指标

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 无量纲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无量纲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无量纲

火行为指标

初始蔓延指数 无量纲

累积指数 无量纲

火险天气指数 无量纲

4.1.2 指标体系中 12 个三级指标的编码和数据计算格式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输入指标数据结构表

三级指标名称 指标编码 数据计算格式

10h 时滞可燃物温度 FT10h 保留 1 位小数

10h 时滞可燃物湿度 FM10h 保留 1 位小数

空气温度 T 保留 1 位小数

空气湿度 H 整数

降雨量 r0 保留 1 位小数

风速 W 保留 1 位小数

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 F 保留 1 位小数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P 保留 1 位小数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D 保留 1 位小数

初始蔓延指数 R 保留 1 位小数

累积指数 U 保留 1 位小数

火险天气指数 S 保留 1 位小数

4.2 指标计算方法

4.2.1 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由前一日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与降雨量、空气温度、空气湿度、风速等气

象要素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1。

4.2.2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由前一日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与降雨量、空气温度、空气湿度等气象要素

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2。

4.2.3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由前一日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与降雨量、空气温度等气象要素获得，具体

计算方法见附录 A.3。

4.2.4 初始蔓延指数由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与风速等气象要素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4。

4.2.5 累积指数由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与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5。

4.2.6 火险天气指数由初始蔓延指数与累积指数获得，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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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森林火险等级名称和分级

5.1 森林火险分级

5.1.1 森林火险分级采用双因子分级方法，根据火险天气指数和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的不同区间组合

确定火险分级，见表 3。

表 3 森林火险分级

火险天气指数
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

(0-85] (85-92] (92-95] (95-97] 97+

40+ 三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五级

(30-40]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五级

(20-30]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10-20]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三级

（0-10] 一级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5.1.2 日常森林火险分级可联合采用细小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和森林火险分级方法。在无法确定细小

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的情况下，可单独采用 5.1.1 方法确定森林火险分级。

5.2 细小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

5.2.1 细小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应按照在不考虑气象条件时引燃细小可燃物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从

低到高分为一级至五级。

5.2.2 根据10h 时滞可燃物温度和10h时滞可燃物湿度的不同区间组合确定细小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

见表 4。

表 4 细小可燃物引燃风险等级

10h 时滞可燃物湿度（%）
10h 时滞可燃物温度（℃）

<-5 (-5-0] (0-15] (15-30] >30

<4 三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五级

(4-6] 二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五级

(6-8] 二级 三级 三级 四级 四级

(8-12] 二级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12 一级 一级 一级 二级 二级

5.3 森林火险等级名称

5.3.1 森林火险分级从低到高分为一级至五级，共五个等级。火险分级名称符合 GB/T 36743 的要求，

见表 5。

5.3.2 森林火险等级描述符合 LY/T 2578 的要求，见表 5。

表 5 森林火险等级及描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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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险等级 名称 危险程度 易燃程度 蔓延程度

一级 低火险 低度危险 不易燃烧 不易蔓延

二级 较低火险 中度危险 可以燃烧 可以蔓延

三级 较高火险 较高危险 较易燃烧 较易蔓延

四级 高火险 高度危险 容易燃烧 容易蔓延

五级 极高火险 极度危险 极易燃烧 极易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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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火险指数算法

A.1 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

为当天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1）所示。

(A.1)

式中， ——当天细小可燃物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10）或（A.11）或（A.12）所示。

A.1.1 前一天的细小可燃物含水量

为前一天的细小可燃物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2）所示。

(A.2)

式中， ——前一天的细小可燃物含水量；

——前一天表层可燃物湿度指数 FFMC。

A.1.2 细小可燃物含水量中间值

为细小可燃物含水量中间值，计算公式如式（A.3）或式（A.4）或式（A.5）所示，当计算的

当 时，则 。

为降雨量，单位为mm。

当 时，

(A.3)

当 时，

当 时，

(A.4)

当 时，

(A.5)

式中， ——细小可燃物含水量中间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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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的细小可燃物含水量；

——降雨量，单位为mm；

A.1.3 干燥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

为干燥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6）所示；

(A.6)

式中， ——干燥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

——空气湿度，单位为%；

——空气温度，单位为℃；

A.1.4 潮湿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

为潮湿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7）所示；

(A.7)

式中， ——潮湿细小可燃物平衡含水量；

——空气湿度；

——空气温度；

A.1.5 干燥指数对数

为干燥指数的对数，计算公式如式（A.8）所示；

(A.8)

式中， ——干燥指数的对数；

——空气湿度；

——风速；

——空气温度；

A.1.6 潮湿指数对数

为潮湿指数的对数，计算公式如式（A.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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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式中， ——潮湿指数的对数；

——空气湿度；

——风速；

——空气温度。

A.1.7 当天细小可燃物含水量

为当天细小可燃物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10）或（A.11）或（A.12）所示。

当 时，

(A.10)

当 时，

(A.11)

当 或 时，

(A.12)

A.2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为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13）或公式（A.14）所示。

当 时， 计算公式如式（A.13）所示；

(A.13)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前一天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干燥指数的对数，计算公式如式（A.15）所示。

当 时，

(A.14)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雨后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17）所示；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干燥指数的对数，计算公式如式（A.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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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干燥指数的对数

为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干燥指数的对数，计算公式如式（A.15）所示。

(A.15)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干燥指数的对数；

——空气温度,单位为℃；当 T<1.1 时， =1.1。

——空气湿度；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白天有效长度，单位为小时；查表 4确定。

表 A.4 有效白天时长（DMC）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6.65 6.67 8.90 10.25 11.37 11.98 11.72 10.75 9.47 8.18 6.98 6.35

A.2.2 雨后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为雨后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计算公式如（A.16）所示，当计算的 时，

。

(A.16)

式中， ——雨后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雨后浅层腐殖质层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17）所示。

A.2.3 雨后浅层腐殖质层含水量

为雨后浅层腐殖质层含水量，计算公式如式（A.17）所示。

(A.17)

式中， ——雨后浅层腐殖质层含水量；

——前一天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降雨量；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计算公式如式（A.18）或（A.19）或

（A.20）所示。

A.2.4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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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计算公式如式（A.18）或（A.19）或（A.20）
所示。

当 时，

(A.18)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

——前一天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当 时，

(A.19)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

——前一天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当 时，

(A.20)

式中， ——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中降雨影响的斜面变化；

——前一天的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A.3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为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21）或式（A.22）所示。

当 时，

(A.21)

式中，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前一天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计算公式如式（A.23）所示；

当 时，

(A.22)

式中，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雨后的深层有机质水分当量，计算公式如式（A.24）所示；

——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计算公式如式（A.23）所示.

A.3.1 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

为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损失总量，计算公式如式（A.23）所示，当计算的 时， 。

(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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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空气温度,如 T<-2.8，则 =-2.8。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中白天长度调节；查表 A.5 确定。

表 A.5 白天长度因子（DC）

月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 十二

-1.6 -1.6 -1.6 0.9 3.8 5.8 6.4 5.0 2.4 0.4 -1.6 -1.6

A.3.2 雨后深层有机质水分当量

为雨后的深层有机质水分当量，计算公式如式（A.24）所示，当计算的 <0时， 。

(A.24)

式中， ——雨后的深层有机质水分当量；

——前一天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降雨量，单位为mm；

A.4 初始蔓延指数

为初始蔓延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25）所示。

(A.25)

式中， ——初始蔓延指数；

W——风速；

m——当天细小可燃物含水量。

A.5 累积指数

U 为累计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26）或（A.27）所示。

当 时，

(A.26)

当 时，

(A.27)

式中，P——浅层腐殖质湿度指数；

——深层有机质干旱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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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火险天气指数

S 为火险天气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28）或（A.29）所示。

当 时，

(A.28)

当 时，

(A.29)

式中， 为中间形式的火险天气指数，计算公式如式（A.30）所示。

(A.30)

式中， ——中间形式的火险天气指数；

——初始蔓延指数；

为半腐层湿度函数，计算公式如式（A.31）或（A.32）所示。

当 时，

(A.31)

当 时，

(A.32)

式中， ——累计湿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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