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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大纲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的总体要求以及单个人员训练、班组训练、队伍灭火行动综合

演练和扑救安全训练的指导，并给出了相关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类专、兼职的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开展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训练，其他森林

草原消防队伍可参照执行。本文件不适用于驾驶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岗位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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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T 2797-2017 森林消防队员技能考核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专、兼职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 Full-time and part-time forest and grassland professional 

firefighting team 

指专职或兼职从事扑救森林草原火灾的专业队伍，包括“专业扑火队”和“半专业扑火队”。 

4 总则 

组织与管理 

组训单位宜制定相应的训练管理规章，指定专人组织训练，按照训练大纲要求的人员、时间、内容、

质量落实训练任务。 

训练内容划分 

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主要分为单个人员训练、班组训练和队伍灭火行动综合演练三项内容。 

训练模块权重 

单个人员训练、班组训练和队伍灭火行动综合演练权重比为5：3：2，具体训练模块与权重见资料

性附录A。 

训练安全 

组训单位按照训练大纲，落实训练制度要求，做好器材、训练防护、场地设置等要求，按纲施训、

预防训练伤，训练中需设立安全员监督训练全过程。 

5 单个人员训练 

法律法规 

5.1.1 培训条件 

组训单位需准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多媒体设备等。 

5.1.2 培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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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培训为选训科目，培训森林草原防灭火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各地下发的规范性文件。 

5.1.3 培训目标 

培训目标包括： 

a) 了解森林草原防灭火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内容； 

b) 熟悉森林草原防火责任和野外用火相关规定； 

c) 掌握森林草原火灾事故分级和相关法律后果。 

灭火基础知识 

5.2.1 培训条件 

组训单位需准备理论教材、电教器材。 

5.2.2 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包括： 

a) 林火基础知识； 

b) 森林草原防灭火常识； 

c) 气象、地形、可燃物载量等因素对火行为的影响。 

5.2.3 培训目标 

培训目标包括： 

a) 掌握森林草原、林火行为、气象和地形等基础知识； 

b) 熟悉灭火原则、原理、程序及方法。 

识图用图 

5.3.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识图用图教材、电教器材、指挥作业器材、地图，设置室内和野外训练场地。 

5.3.2 训练内容 

识图用图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地图知识； 

b) 地貌判读； 

c) 判定方位； 

d) 确定站立点和目标点； 

e) 按图行进； 

f) 调制略图。 

5.3.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地图知识，会判读地貌地物； 

b) 会利用指北针、星座、时针、植被和太阳等在生疏地形判定方位，会按图（方位角）行进； 

c) 掌握确定站立点和目标点、按图行进、调制略图基本方法。 

火场心理行为 

5.4.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器材、设置训练场地，场地设置需符合LY/T 2797-2017中资料性附录A的要求。 

5.4.2 训练内容 

火场心理行为训练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跃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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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跨火栏； 

c) 冲火廊； 

d) 入迹地； 

e) 穿火林； 

f) 过火幕。 

5.4.3 训练目标 

a) 能够按内容要求完成动作训练，通过各种火障动作迅速连贯，符合安全要求； 

b) 熟悉火场环境，克服心理恐惧，能迅速通过火障； 

c) 了解浓烟、爆燃火等危险环境情况处置。 

防护装备 

5.5.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防护装具，设置室内、野外训练场地。 

5.5.2 训练内容 

单个人员防护装备的使用与保养。 

5.5.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了解单个人员防护装备的用途和防护能力； 

b) 熟练掌握装备使用方法和日常保养注意事项，正确穿戴单个人员防护装备、快速装填野外背囊。 

宿营装备 

5.6.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宿营装备，设置野外训练场地。 

5.6.2 训练内容 

野外宿营装备的使用与保养。 

5.6.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了解宿营装备的组成和用途； 

b) 熟练掌握装备使用方法和日常保养注意事项，熟练搭建野外宿营地和撤收装具。 

灭火机具 

5.7.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灭火机具、维修工具、个人灭火防护装备，设置训练场地。 

5.7.2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风力灭火机具的操作与使用； 

b) 以水灭火机具的操作与使用； 

c) 化学灭火机具的操作与使用； 

d) 阻隔灭火机具的操作与使用。 

5.7.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熟练掌握灭火机具的操作方法，具备使用机具灭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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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熟练掌握各类机具装备维护保养、检查和排除故障的方法、步骤及要求。 

火场通信 

5.8.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电教器材、通信器材，设置室内、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5.8.2 训练内容 

火场通信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简易通信方法； 

b) 通信器材使用； 

c) 卫星定位导航终端； 

d) 无人机操作与运用。 

5.8.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手语、语音、光亮等简易通信方法； 

b) 掌握通信器材性能特点，掌握操作使用方法； 

c) 了解单个人员和班组通信器材的类别和基本使用方法； 

d) 了解掌握卫星导航定位终端、无人机操作使用方法。 

索降灭火 

5.9.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索降装备、器材；设置索降模拟训练设施。 

5.9.2 训练内容 

索降灭火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索降基础知识； 

b) 适应性训练； 

c) 索降训练。 

5.9.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索降的基本要求和乘机安全规定； 

b) 掌握索降器材的技术指标、检查和准备方法； 

c) 熟练掌握适应性训练和索降的程序、动作要领和意外情况处置方法。 

滑降灭火 

5.10.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滑降装备、器材；设置滑降模拟训练设施。 

5.10.2 训练内容 

滑降灭火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d) 滑降基础知识； 

e) 适应性训练； 

f) 滑降训练。 

5.10.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g) 掌握滑降的基本要求和乘机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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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掌握滑降器材的技术指标、检查和准备方法； 

i) 熟练掌握适应性训练和滑降的程序、动作要领和意外情况处置方法。 

野外生存 

5.11.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野外生存器材、个人灭火防护装备，设置室内、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5.11.2 训练内容 

野外生存为选训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野外生存知识； 

b) 野外生存技能。 

5.11.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了解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掌握识别与获取野生食物、寻找水源与鉴别水质的基本方法，掌握

蛇虫咬伤简易处理方法； 

b) 掌握露营选址要素和基本方法； 

c) 掌握野炊的基本方法，会制作热食、熟食。 

火场救护 

5.12.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电教器材、止血带、三角巾、就便救护器材，设置室内、室外训练场地。 

5.12.2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个人卫生； 

b) 训练伤防治； 

c) 自救互救。 

5.12.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了解个人卫生和行动自救、互救基本知识； 

b) 掌握训练伤防治与常见病预防方法； 

c) 掌握心肺复苏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d) 掌握使用止血带、三角巾完成止血与包扎的方法； 

e) 掌握使用制式或就便器材完成对上肢、下肢固定方法； 

f) 掌握搬运伤员的基本方法和要求。 

体能训练 

5.13.1 训练条件 

训练单位需配备训练场地、器材。 

5.13.2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体能训练常识； 

b) 基础性体能训练科目见资料性附录 B； 

c) 专业性体能训练科目见资料性附录 B； 

d) 辅助性体能训练科目见资料性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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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训练目标 

a) 了解掌握体能训练基本原则、组训方法； 

b) 基础性体能训练目标见资料性附录 B； 

c) 专业性体能训练目标见资料性附录 B； 

d) 辅助性体能训练目标见资料性附录 B。 

6 班组训练 

扑救行动 

6.1.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装备、器材，设置室内、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6.1.2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行动准备； 

b) 勘察火情； 

c) 接近火场； 

d) 突破火线； 

e) 扑灭明火； 

f) 清理余火； 

g) 看守火场； 

h) 撤离火场； 

i) 连贯演练。 

6.1.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班组长熟悉掌握所配置装备器材的性能，能够根据装备配置组织扑救行动； 

b) 班组长熟练掌握各要素的组织指挥、战斗编组、情况诱导的方法； 

c) 班组长指挥程序正确，内容完整，决心符合战术原则、上级意图和实战要求；  

d) 班组成员任务明确，准备充分，行动迅速，协同密切，战术意识强。 

扑救战法 

6.2.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个人灭火防护装备、灭火装备、训练器材，设置常规、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6.2.2 训练内容 

班组战法基本含义、示意图、适用情况见资料性附录C，训练内容包括： 

a) 一点突破，两翼推进； 

b) 两翼对进，钳形夹击； 

c) 多点突破，分段围歼； 

d) 穿插迂回，递进超越； 

e) 利用依托，以火攻火； 

f) 预设隔离，阻歼林火； 

g) 地空配合，立体灭火； 

h) 全线封控，重点扑救。 

6.2.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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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班组长能够根据装备器材配置，确定扑救战法； 

b) 班组长战法运用灵活、指挥程序正确，符合战术原则、上级意图和实战要求； 

c) 班组长情况判断准确，传达命令及时，选择战法符合灭火实际； 

d) 班组成员接受任务明确，积极协同密切，运用战术完成任务。 

水泵灭火 

6.3.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水泵及配套器材、维修工具、个人灭火防护装备，设置室内、野外训练

场地。 

6.3.2 训练内容 

水泵灭火专业班组技能为特种班组训练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基础知识； 

b) 架设与撤收； 

c) 找水、取水、输水、分水、用水的灭火五步法。 

6.3.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水泵的构造、性能及技术参数，了解水泵维修保养基本常识，掌握常见故障排除的方法； 

b) 熟悉水泵灭火基本原理，掌握寻找水源的方法； 

c) 熟悉水泵架设撤收程序，掌握水泵架设撤收的要领； 

d) 掌握水泵串联、并联、串并联的原理和方法； 

e) 掌握火场供水、直接扑火、协同扑火的基本方法及要求。 

灭火特种装备 

6.4.1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装备、器材，设置室内、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6.4.2 训练内容 

灭火特种装备训练为配备有大型机械、特种车辆、新特装备的专业队班组训练科目，训练内容包括： 

a) 基础知识； 

b) 基本操作； 

c) 灭火应用。 

6.4.3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大型机械、特种车辆、新特装备的构造、性能、技术参数及安全常识； 

b) 掌握大型机械、特种车辆、新特装备的操作、保养及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c) 熟练掌握大型机械、特种车辆、新特装备的协同行动、避险操作、通信联络和扑火方法。 

7 队伍灭火行动综合演练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准备训练教材、作业想定方案，配备灭火装备器材、个人灭火防护装备，设置野外生疏

地形训练场地。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紧急出动； 



XX/T XXXXX—XXXX 

8 

b) 组织开进； 

c) 火场勘察； 

d) 定下决心； 

e) 接近火线； 

f) 突破火线； 

g) 扑打明火； 

h) 清理火场； 

i) 看守火场； 

j) 移交火场； 

k) 撤离返营。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组织程序和实施方法，行动展开迅速、紧张有序；机动编成合理，情况处置得当； 

b) 火场情况判断准确，选择接近火场路线、突破点准确；战法运用灵活，清理手段多样；  

c) 火场看守组织严密，撤离行动确保安全，情况报告及时，总结讲评全面客观； 

d) 指挥程序清楚，指挥手段正确；行动展开迅速、协同密切；火场保障全面到位。 

8 扑救安全训练 

训练条件 

组训单位需配备训练教材、电教器材、个人灭火防护装备，设置室内、野外、夜间训练场地。 

训练内容 

训练内容包括： 

a) 扑救安全知识培训； 

b) 紧急避险知识培训； 

c) 利用地形避险； 

d) 点火避险； 

e) 转移避险。 

训练目标 

训练目标包括： 

a) 掌握灭火安全法规和火场安全注意事项； 

b) 熟练掌握判断险情和紧急避险的方法； 

c) 能快速识别危险火环境，熟练运用避险方法实施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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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训练模块与权重 

表A.1 单个人员训练模块与权重 

模块 科目 训练权重 

基础训练 

✱法律法规 

40% 
灭火基础知识 

✱识图用图• 

✱火场心理行为 

专业训练 

防护装备 

60% 

宿营装备 

灭火机具 

✱火场通信 

✱索降灭火 

✱滑降灭火 

✱野外生存• 

火场救护 

体能训练 

基础性体能训练 不计入训练权重； 

工作日体能训练一小

时。 

专业性体能训练 

✱辅助性体能训练 

注：标注•号的为含夜间训练科目，表中带✱号的表示选训科目。训练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和队伍配备条

件开展选训和夜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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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班组、队伍训练模块与权重 

模块 科目 
训练权重 

常规班组 专业班组 

常规班组、队伍

训练 

扑救行动• 40% 

40% 扑救战法 20% 

队伍灭火行动综合演练 20% 

专业班组训练 
水泵灭火★ - 

40% 
灭火特种装备★ - 

扑救安全训练 安全知识培训、避险方法训练• 20% 20% 

训练单位对班组骨干的训练内容参照《森林消防指挥员业务培训规范》LY/T 2797-2017中5.1内容设置，需

重点进行组训、指挥、安全、通讯四个方面的训练。 

注：标注•号的为含夜间训练科目，标注★号的为特种班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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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森林消防队员体能训练科目标准 

表B.1 基础性体能项目 

序号 项目 单位 
年龄 

＜25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44 岁 45～49 岁 

1 俯卧撑 次/2 分钟 40（10） 38（8） 33（7） 28（6） 20（5） 15（4） 

2 仰卧起坐 次/2 分钟 45（30） 40（27） 35（24） 30（21） 25（15） 20（10） 

3 
10 米×5 往

返跑 
秒 27″（32″） 28″（33″） 29″（35″） 31″（38″） 33″（42″） 38″（47″） 

4 3000 米跑 分、秒 
13′40″

（17′） 

14′30″

（17′30"） 
15′（18′） 16′（19′） 18′（21′） 20′（23′） 

注： “（）”内为女队员标准。 

表B.2 专业性体能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 单位 

年龄 

＜25 岁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44 岁 

力量 
1 引体向上 次 10 9 8 7 - 

2 立定跳远 米 2.30（1.80） 2.10（1.60） - 

速度 3 100 米跑 秒 
15″ 

（17″） 

15″30 

（17″50） 

15″50 

（18″20） 

16″ 

（19″） 

16″50 

（20″） 

耐力 

4 5000 米跑 分、秒 24′ 25′ 26′ 27′ - 

5 五公里负重越野 分、秒 28′ 28′30″ 29′ 30′ - 

6 组合练习 分、秒 
1′40″ 

（2′10″） 

1′50″ 

（2′20″） 

2′ 

（2′30″） 

2′10″ 

（2′40″） 
- 

游泳 

7 自由泳 分 自由选择泳姿游 200 米或在水中保持 30s 不下沉 

8 30 分钟计距游 米 800（700） 600（500） 400（300） 

注：“（）”内为女队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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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辅助性体能项目 

类别 序号 项目 标准 

球类 
1 篮球、足球、排球 

掌握基本动作，熟悉主要规则，可参

与比赛活动。 

2 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田径类 

3 长跑、接力跑 

4 投掷 

5 跳高 

体操类 
6 健身操、健美操 

7 器械体操 

水上类 
8 舢板 

9 水上救生 

武术类 
10 太极拳 

11 擒拿、散打、拳击 

冰雪类 
12 滑雪 

13 滑冰 

其他类 14 爬山、拔河、协调平衡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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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班组灭火战法说明 

表C.1 班组灭火战法 

序号 灭火战法 基本含义 示意图 适用情况 

1 一点突破、两翼推进 

林火燃烧蔓延呈线状推进，灭火队

伍集中力量选择有利地形地段由一

点突破火线，兵分两路沿火线扑打

合围，直至歼灭林火，是一种直接

灭火的常用战法。 

 

1.适用于扑救火灾初发阶段或面积较小、

火线较短的低、中强度地表火，突破点应

选择在地势相对平缓、植被相对稀疏、火

势相对稳定的地段； 

2.中强度以下地表火，应快速扑打清理； 

3.林火强度较大时，要选择火翼或火尾突

破； 

4.高强度地表火，或伴有间歇性树冠火

时，应运用特种车辆或水泵、管线车等以

水灭火手段进行压制，尔后予以扑灭。 

2 两翼对进、钳形夹击 

火场形成带状或扇面状火线，火尾

自然熄灭，灭火队伍选择两翼进入

火线，沿火线钳形夹击，是实施直

接灭火所采取的一种常用战法。 

 

在坡度较缓的山林地，林火在燃烧发展过

程中，当火尾自然熄灭，火翼火势较弱，

火势蔓延的主要方向出现断续火线时，灭

火队伍应当迅速进入两翼，兵分两路向火

头方向合围。 

3 多点突破、分段围歼 

火场面积较大，但现地条件利于扑

救，灭火队伍可择机多路出击，多

点突破，将火线分割为若干地段，

小群多路同步扑打推进，使整个火

场快速形成合围之势，是一种直接

灭火的主要战法。 

 

火场面积相对较大，有足够的灭火力量一

次投入，且火势发展平稳，地形、植被、

气象等客观因素具备分段围歼的条件，应

组织灭火队伍快速到位，明确任务，加强

协同配合，防止结合部跑火。 

4 穿插迂回、递进超越 

火势发展相对稳定，地势相对平

缓，灭火队伍穿插或迂回至多个方

向，交替递进超越扑打，是快速灭

火的一种战法。 

 1.适用于平原和浅山丘陵地带的低强度地

表火。在火烧迹地穿插时要选择安全路

线，沿火线穿插迂回时要选择靠近火线边

缘路线； 

2.穿插迂回时要随时观察火场情况，防止

误入险境；超越距离一般不宜过长，防止

相互协同的各个队伍首尾不能相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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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依托、以火攻火 

不宜直接扑打控制的林火，灭火队

伍可利用道路、河流、农田或人工

开设的隔离带等为依托，向林火蔓

延方向实施有控制的点烧，达到有

效控制森林受害面积，最大限度地

降低资源损失的目的，亦称“火攻

战法”。 

 

1.蔓延较快的高强度林火不宜直接扑救

时，或危及灭火人员和重要目标安全时，

有可利用的自然或人工依托和利于点烧的

气象条件。 

2.要抓住点烧时机（风力三级以上严禁点

烧），科学选定点烧位置和路线，合理配

置点烧和清理看守力量，明确协同配合关

系； 

3.在点烧火线可控的前提下，应加快点烧

进度；要防止人员进入预定点烧区域，发

生意外。 

6 预设隔离、阻歼林火 

对不宜直接接近扑救的火线，可在

林火燃烧发展的主要方向开设隔离

带，当林火发展至预设隔离带时，

灭火队伍抓住火势减弱的战机，迅

速扑打清理，是由间接向直接灭火

转换的战法。 

 遇有行为多变高强度林火、无法接近的复

杂地形或地下火火场时，隔离带应选择在

山脚的疏林、幼林、林草结合部等，走向

尽量要与林火发展方向保持垂直，宽度应

当根据地形、植被、林火类型和强度等确

定。隔离带开设完毕后，要及时调整力量

部署。 

7 地空配合、立体灭火 

利用飞机采取空中喷洒化学灭火药

剂或直升机吊桶洒水，有效降低林

火强度和火线蔓延速度，地面灭火

队伍利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扑打

明火，清理余火。 

 
主要在扑救大面积森林火灾时使用，空中

洒水（化学药剂）主要集中于火头以及地

面灭火队伍无法抵达的地带。使用此战法

要求空中洒水（化学药剂）时位置要准

确，地面跟进配合要及时，迅速抓住有利

时机组织灭火。 

8 全线封控、重点扑救 

沿火线全线部署灭火力量，灵活采

取直接扑打、阻隔灭火、以火攻火

等多种手段封控火场，同时组织精

干力量对重点方向进行扑救，达到

快速、干净、彻底的扑灭林火的目

的。 

 

主要在火场面积相对较小且灭火力量充

足，现地地形条件利于各灭火队伍快速机

动和展开时使用。使用此战法需统筹好各

方力量，明确责任分工，加强指挥协同，

主动密切配合，确保对火场实施全面有效

的合围封控。同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和火情

变化，及时调整部署，加强重点方向、重

要目标的灭火力量，确保全线推进，不留

空隙和隐患。 

 

 

 



 

 

 

 

 

 

（☑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  □报批稿） 

 

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 

2024 年 5 月 7 日 



- 1 -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提出，

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07）

下达。 

（二）制定背景

森林草原火灾频繁发生，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迫切需要提升扑救人员的应对能力和效率。气候变化导致火

灾规模和频率增加，加大了火灾扑救的难度和紧迫性，需要

及时应对。同时，目前存在着各地区、各单位扑救训练内容

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且缺乏统一的扑救训练标准和评估

体系，训练过程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训练计划设计不合理，

缺乏定期、系统的持续性培训计划，无法保持扑救人员的专

业水平和状态。部分扑救人员缺乏专业的技能和应对能力，

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火灾情况，亟需系统的训练和提升。 

在这种背景下，《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大纲》的制定

旨在规范和提升扑救人员的技能水平，以应对森林草原火灾

频繁发生、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挑战。制定训练大纲有助于

明确和规范扑救人员的行为准则，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扑救效

率。通过系统的训练内容和方法，提升扑救人员的应对能力，

增强其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强调训练安全措施，降低火灾

扑救训练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保障扑救人员的安全。

为了应对当前森林草原火灾形势的迫切需求，提升扑救人员

的专业水平，促进扑救行动的规范化、进一步推动森林草原



- 2 -

火灾扑救工作效能的提升和发展。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林业

大学、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大兴安岭森工集团、内蒙古森林

消防总队。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主要工作，见表 1。 

表 1 起草工作组成员及其主要工作 

工作组成员 主要工作 

殷继艳、李勇，等。 标准框架搭建、资料收集、整理、

主要内容的撰写与统稿 

王力承、姚启超，等。 调研、相关资料收集整理、参与

内容的撰写等 

（四）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起草单位接受任务后，根据《应急管理标准化工

作管理办法》《关于组织申报 2023 年应急管理标准计划项目

的通知》的要求，以及全国消防标准化委会制定的各项文件，

在项目论证的基础上拟定了工作计划，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编制组，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自 2022年下半年开始和编制参与单位进行讨论，于 2023

年初形成草案初稿。2023 年 4 月 24 日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

和火灾综合防治司组织召开了标准项目立项专家论证会。经

过专家质询与讨论，标准通过评审同意立项。编写组协调编

写参与单位广泛收集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地方专业

队的意见建议，内蒙古、云南、福建森林消防总队高度重视，

组织所属支队、相关盟市应急管理局、林草局共同探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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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建议，大兴安岭森工集团、北京市应急局、北京林业大

学等参与单位多次组织调研研讨。2023年 7月编写组赴昆明、

大兴安岭等地区防灭火基层一线队伍调研，了解当地专业队、

特勤大队训练情况，对训练科目、目标的设定进行调整。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对于全国森林防灭火队伍建设十分重要，扑救森

林火灾有很大的危险性，要求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来完成，

消防队员需要掌握科学的实训方法和步骤，必须进行规范性

的训练才能参加灭火作战任务。 

本标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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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编制要求，遵循

内容全面、军地统一、尽量利用现有基础、兼顾先进性与经

济性、与国家相关标准一致等原则进行编制。 

本文件提供了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的总体要求以及

单个人员训练、班组训练、队伍灭火行动综合演练和扑救安

全训练的指导，并给出了相关信息。考虑到专业队训练发展

成熟程度，本标准属于“指南标准”，建立起森林草原火灾

扑救训练的框架大纲，为后续制定更为详尽的“规范”“规

程”进行技术储备。标准的制定也是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的措施。“意见”将森

林草原防灭火力量划分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地方防

灭火专业力量和社会扑救力量三类，在灭火实践中通常将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力量和地方防灭火专业力量划归为专、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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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的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专、兼职的

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伍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我国是一个森林草原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面临着森

林草原火灾的威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森林草原产

业也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森林草原产业的

发展过程中，森林草原火灾的防范和扑救成为了重要的保障

措施，森林草原消防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到现在为止，

扑救森林火灾训练方面还没有比较系统的规范，多是各专业

队或地区修订的训练大纲。森林火灾扑救是一项很专业的工

作，要求训练有素和安全性高，目前各地区多是森林扑火技

术、战术和安全方面的研究，对于消防队员的训练要求和所

达到的标准极少有研究。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规范了森林消

防队员训练内容和目标，可有效提高森林消防队员业务素质

的质量、标准。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际上，ISO 消防安全技术委员会(ISO/TC92)已经开发

并制定了多个关于火灾安全的 ISO 标准，《野外消防个人防

护装备》（ISO 16073）系列、《消防队员防护服 森林消防服

的实验室试验方法和性能要求》（ISO 15384-2018）《房屋性

能描述第 4 部分:防火安全》（ISO 15928-4-2017）等。然而，

在森林-荒地火灾、森林-城镇交界域等领域，还缺乏相应的

标准。这说明，国际上对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大纲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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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工作还有待开展。在国外有关技术法规方面，例如美国

国家森林局颁布了《野外火灾事故管理手册》（PMS210）和

《美国国家野火综合管理战略》，并建立了完善的森林火灾

扑救体系。与国外相关技术法规相比，国内还需要进一步完

善相关标准和规范，提高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的能力和水平。 

国内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部分标准和规范，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林业行业标准《森林火灾扑救技术规程》（LY/T 

1679-2006）、《森林消防指挥员业务培训规范》（ LY/T 

2796-2017）、《森林消防队员技能考核规范》（LY/T 2797-2017）

等。这些标准和规范主要针对森林火灾扑救技术、消防指挥

员业务考核等方面进行规范，对于提高消防队员的扑救能力

和应对突发火灾的能力有一定的帮助。但是，缺乏针对火灾

扑救训练大纲的标准，对于规范森林草原火灾扑救训练的内

容、标准和要求还没有完整的系统规定。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拟制的《森林火灾扑救训练大纲》旨在规范森林消防员

的训练工作，满足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管理需求。同时，这

些标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在森林火灾扑救中人员

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符合国家管理和法律

法规的要求。 

拟制的《森林火灾扑救训练大纲》与现行的《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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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救技术规程》（LY/T 1679-2006）、《森林消防指挥员业务

培训规范》（LY/T 2796-2017）和《森林消防队员技能考核

规范》（LY/T 2797-2017）共同规范森林消防员灭火技能标

准，与其他标准具有协调性。这些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能够

促进各个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和统一，在实施过程中标准的

模块划分、技术方法、指标要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协调

性，标准体系的一致性能确保森林消防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得到提高。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考虑到全国森林火灾扑救训练的现状，本标准可作为森

林防灭火推荐性标准。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无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无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无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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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 年第二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应急厅函〔2023〕288 号），《森林

草原火灾扑救训练大纲》已列入制订计划，计划号为

2023-XF-17，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3）

归口。根据标准化工作相关业务调整，经商应急管理部监测

防火司、政法司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将标准归口标委会调整

为全国应急管理与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07），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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