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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属各站志》(下册)

一、站的沿革

1964年林业部正式批准成立百色分站；1957年试航时，百色地区(现为百色市)的

凌云、西林等地曾被列入航线的“检查点”；1961年林业部向国务院“报告”，要求在西

南成立航空护林机构；关于航空护林范围，“报告”认为主要是“滇、川两省和黔、桂交

界的南盘江流域”；1961年11月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林业部西南航空护林站》以及

所属的“成都分站”。

西南航护站成立后的1962年一1966年连续5年的航护飞行，百色地区均获受益；其

中1962年的航空护林，以昆明为“基地”，曾将广西的凌云、百色、西林列入航线的

“检查点”；1964年，百色、南宁己成为春、秋季航护“基地”；1965和1966两年，百色

仍为“基地”，重点安排巡护飞行。

1964年3月25日，林业部下达了(64)林计营昭字第18号、即《关于西南地区航

空护林站基建设计任务书的批复》的文件明确：“同意建立三处航空护林站，其中扩建昆

明航护站为西南航护总站，新建广西百色、四川成都两个分站”；同年4月，西南航护总

站派壮有仁同志到百色筹建分站事宜，经与百色地区行署赵世同专员、行署计委主任、林

业局局长等同志共同踏查，选定了建站地点(即现百色站站址)，同时委托计委筹划建站

工程。

1965年10月，按林业部下达的计划，完成了基建项目后，并没有“上人”成立分站

机构；1966年春航期，新竣工的房舍却排上了用场。

“文革”中，西南航护总站“成建制地下放给”云南省；1969年3月16日，总站派

陈叔初同志到百色，将分站已建的楼房等财产移交给百色地区行署，后交由滇、黔、桂三

省(区)护林联防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防办”)使用。

1968年百色“基地”的航护工作，被迫中断；1979年6月，在云南省委和林业部的

关怀下，西南航护机构得以恢复(当时称“云南航空护林站”)；1985年6月，西南(云

南)航护机构再次收归为林业部的直属(事业)单位；同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部以(1985)参作字第520号文，同意将百色(旧)机场供我站开展航护工作使用。

根据林业部1985年7月12日林安283号文件精神，即要求将在“百色的房地产移交

给西南航空护林站”的规定，当年12月，李文清、刘鸿诺等同志到百色筹备恢复建站的

同时，分别于20日和21日就房地产交接事宜，签订了两份“协议”；后来在执行“协

议”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应联防办的要求，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并充分考虑到

联防办的具体困难，在1987年6月24日和1988年3月12日，又补签了两次“协议”；

1993年，滇、黔、桂三省(区)协商决定撤销联防办机构；1995年1月26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林业厅发出桂林防字l号《关于三省联防办与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房产问题意见的

函》；过去遗留的房地产问题，终于获得解决；(可参阅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1985年lO月恢复建站时，经协商、推荐，同年12月先后从当地将甘永棠等七同志

调入百色分站；1986年3月，林业部以林计99号文下达了百色分站恢复建站《计划任务

书》，5月，甘永棠、黄干同志分别被任命为站长、副站长；11月，西南航护总站(以下

简称“总站”)根据林业部林人(1986)497号文、将百色分站更名为“林业部西南航空

护林总站百色站”(以下简称“百色站”)。

根据林业部1985年12月关于“边建站、边开展航护工作”的指示，以百色(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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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属各站站志

机场为基地，于1987年春恢复开航；当年就使用海豚(直-9)和贝尔～212直升机，第

1991年百色航护“基地”成立了以百色地区行署分管林业工作的黄锡南副专员为指

1993年修建南昆铁路，因百色(旧)机场被占用，被迫暂时停航；1994年起，我站

春季航护“基地”移至站驻地东约40公里的空军田阳机场，航护飞行亦由空军田阳场站

保障。

1995年春航，在林业部森防办的协调下，百色站使用米一8直升机成功地开展了西南

林区首次吊桶洒水扑火(野外)模拟试验，获得了宝贵资料；试验中，陈国祥总站长和

1995年11月6日，总站以林航政字80号、即《关于将林业部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

部森防办同意，百色站1997年的春季航护范围，在原有基础上(第一次)向桂中林区拓

1998年12月，总站向林业部写了《关于加强百色站航护工作的请示》，同时《请

示》提出了恢复“秋航”事宜；次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桂政报(1999)

44号向国务院写了《关于请恢复在广西开展秋季航空护林的请示》；是年7月，广西区林

航护继续向桂东拓展，这也是第二次航护范围“东扩”；百色站开始了“一个站、两个

南宁地、市航空护林指挥部》；根据森防工作的需要，航护指挥部逐年加强、完善；1999

年起，成立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罗永魁副厅长为指挥长的“自治区航空护林指挥

部”；根据总站党委的部署，1999年春航，百色站首先试推行直升机吊桶洒水扑火(实

战)作业，扑灭多起森林火灾，为后来总站系统开展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

正处(县)级单位；百色站即由副处(县)级升格为正处(县)级单位。

副总站长又共同主持了“协调会”；同时12月19～29日，以广西梧州机场为中心的(临

百色站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担负着以田阳和柳州两个机场为“基地”的航

空护林任务；站址地理座标：东经106度37分、北纬23度54分30秒。

。弓一／．3．



《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属各站志》(下册)

百色站承担任务的两个航护区，包括百色、柳州、河池、南宁、崇左、桂林、玉林、

梧州、来宾等市以及桂、黔、滇三省(区)交界的滇、黔两省三个州的部分县；这些地

方、特别是广西范围是革命老区，在百色站航护覆盖的区域，既具有文化优势、又是旅游

资源较为丰富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覆盖了广西四十八个贫困县中的四十七个和80％以

上的森林面积；但总的来讲，这一区域的经济、文化、交通、农牧业生产方式目前仍不够

发达，野外生产、生活用火频繁，火源管理难度较大，且地面森防设施欠缺，扑火力量薄

弱；特别是在山区，交通不便，一旦发生火灾，由於发现不及时、延误战机等原因，难以

迅速扑灭，致使蔓延成灾，造成严重损失；因此现代化的航空护林手段在这些地方就显得

十分重要。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以百色(旧)机场为“基地”的航护业务，已经试行；但

由于“文革”动乱等原因，被迫在1968年中断后，原三省(区)联防办和区林业部门。

就提出恢复百色站的要求；1979年西南航护机构(在昆明)恢复，且1985年收归林业部

领导时。即重建百色站。

1987年以百色(旧)机场为“基地”的航护业务恢复；后由于百色(旧)机场被

占，1994年春航起，我站移至田阳机场开展航空护林；1996年在春航结航座谈会上，广

西区林业厅提出航护范围向东部扩展(即“东扩”)的要求；10月，广西河池地区行署

曹效军副专员(林业部挂职干部)和森防办刘永东副主任专程到百色与正在百色站出差

的刘鸿诺等同志协商“航护范围尽可能多的向河池地区扩展”的问题；刘鸿诺同志表示：

“一定做工作并向党委汇报，也请曹副专员支持并给部汇报，同时要求百色站尽快调研，

提出意见，向总站报告”；同年12月，南宁地委黄金宝副书记、林业局黄东来副局长和

森防办黎尊谊主任在百色站站长陈昌利同志陪同下，到昆明向总站要求“将南宁地区范

围的森林纳入航护区域”；总站陈国祥、刘鸿诺、和宏、向重军、饶美醒等负责同志与黄

金宝副书记一行进行了座谈；接着百色站向总站写了《关于扩大航护范围地面调查的报

告》；百色站的调研报告完成后，总站向部森防办领导作了汇报；1997年春航，航护范围

即“东扩”至河池地区的环江、罗城、宜州、都安、大化五县，南宁地区的上林、马山、

隆安、天等、大新、崇左、扶绥、宁明八县，南宁市的武鸣县，黔南州的荔波、独山两县

(共十六个县)，新扩航护覆盖面积396万公顷，其中森林187万公顷；春航结束后，通

过总结，认为航护“东扩”，取得了预期效果，各级政府非常满意，对航空护林的认识进

一步提高；同时根据地面调查资料显示：广西的森林防火一年中有两个季节，即2～5月

和lO～12月(有时需延至翌年1月)，因此有必要恢复秋季航护工作；1998年11月，总

站派刘鸿诺、饶美醒同志会同自治区森防办周宇光副主任和百色站吴青龙、梁铎馨等到广

西进行航护范围再次“东扩”和恢复秋季航护的调研；1999年恢复秋航中，在当地政府

和空军的支持下，增加了柳州(白莲机场)“基地”的航护业务，同时2001年临时启用

梧州机场，这是柳州“基地”航护范围的延伸；百色站也实现了“一站多基地”作业；

现就田阳、柳州“基地”的航护范围简况分述如下：

1、田阳机场的航护“基地”，主要开展春航作业；航护区在东经104度54分一108

度52分30秒、北纬22度17分一25度26分的范围内，其行政区划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

百色市所辖的十二个县(区)、河池市辖的十一个县(区、市)、崇左市辖的五个县、南

宁市辖的十二个县(区)，贵州省黔西南州辖的四个县(市)、黔南州辖的四个县，云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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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属各站站志

省文山州辖的一个县；共七个市(州)四十九个县(市、区)；航护覆盖面积1338．1万

公顷，其中森林面积460．4万公顷。详见本节附表1

百色站田阳基地航护覆盖面积表 表l

航护覆盖 森林面积
地名 所辖县(市、区)

(万公顷) (万公顷)

右江区、平果、田东、田阳、德保、靖西、那坡、隆
百色市 363．2 141．4

林、田林、凌云、西林、乐业

永新区、兴宁区、新城区、城北区、江南区、隆安、
南宁市 222．9 71．9

横县、马山、宾阳、武鸣、上林、邕宁

崇左市 147．3 58．0 江州区、扶绥、宁明、天等、大新

金城江区、宜州、罗城、环江、南丹、天峨、凤山、
河池市 335．0 118．0

东兰、巴马、都安、大化

黔西南州 108．5 31．9 兴义、安龙、册亨、望谟

黔南州 107．2 29．9 罗甸、平塘、独山、荔菠

文山州 54．0 9．3 富宁

合计 1338．1 460．4 49县(市)

2、柳州(白莲)机场为“基地”，主要开展秋(冬)季航护作业；航护区在东经

107度lO分20秒～1ll度18分、北纬22度37分30秒～25度47分的范围内；其行政区

划包括广西柳州市辖的十个县(区)、来宾市辖的六个县(区)、桂林市辖的十七个县

(区)、贵港市辖的五个县(区)、贺州市辖的四个县(区)、梧州市辖的七个县(区)、

玉林市辖的七个县(区)、河池市辖的十一个县(市、区)、南宁市辖十二个县(区)，

共十个市的七十九个县(市、区)；航护覆盖面积1618．1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772．9万

公顷。见本节表2

百色站柳州基地航护覆盖面积表 表2

航护覆盖 森林面积
地名 所辖县(市、区)

(万公顷) (万公顷)

柳北区、柳南区、城中区、鱼峰区、三江、融安、融
柳州市 183．7 96．2

水、鹿寨、柳城、柳江

永新区、兴宁区、新城区、城北区、江南区、隆安、
南宁市 222．9 71．9

横县、马山、宾阳、武呜、上林、邕宁

·5·



<西南航空护林总站所属各站志》(下册)

金城江区、宜州、罗城、环江、南丹、天峨、凤山、
河池市 335．0 118．0

东兰、巴马、都安、大化

来宾市 132．0 43．8 兴宾区、合山市、象州、武宣、金秀、忻城

叠彩区、秀峰区、象山区、七星区、雁山区、阳朔、

桂林市 277．O 157．6 临桂、灵川、全州、兴安、永福、龙胜、平乐、荔浦、

恭城、资源、灌阳

梧州市 124．6 93．6 万秀区、蝶山区、长州区、苍梧、藤县、岑溪、蒙山

贵港市 106．1 45．1 港北区、港南区、覃塘区、桂平、平南

贺州市 114．7 79．9 八步区、昭平、钟山、富川

玉林市 122．1 66．8 玉州区、福棉区、兴业、容县、北流、陆川、博白

合计 1618．1 772．9 79县(市、区)

自1997年以来，我站航护覆盖经两次“东扩”，并于1999年恢复秋航、开设了柳州

基地；至此，百色站田阳、柳州两个航护“基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除北海、钦州、防

城港市和崇左市的凭祥市、龙州县未列入航护范围外，其它均被航空护林所覆盖；百色站

春、秋两个航期的航护覆盖面积目前已扩大到2398．3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1043．4万公

顷(春、秋航重复的面积仅计算一次)；航护涉及到桂、黔、滇三省(区)十四个市

(州)的一百零五个县(市、区)；航空护林在当地的森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航护区的自然地理

l、地理概况

百色站田阳航护区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区内有金钟山、青龙山和东风岭，海拔

2061米的岑王老山为最高峰；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部为海拔500—1500米的中、

低山区，东北、东南部多为低山丘陵区，海拔一般在200—500米，部分为500—800米；

面积达3．5万公顷的右江盆地海拔仅120米，是该区最大的冲积平原。

百色站柳州航护区三面环山、中间低，呈马蹄形地貌；西部、西南部有海拔1000—

1500米的东风岭、都阳山、大明山；北部为海拔1500米左右的凤凰山、九万大山、大苗

山、大南山和天平山；东北部为海拔1500—1800米的南岭山地，越城岭、海洋山、都庞

岭和萌渚岭，有的山脉平行排列，岭谷相间；东南部有海拔1000米左右的云开大山、六

万大山；其中海拔2141米的猫儿山，为航护区内的最高山峰；航护区的中、南部，地势

较低平，海拔在200以下，统称为“广西盆地”。

2、主要动、植物

(1)百色航护区的森林，以天然林、人工林、飞播林为主，林木种类繁多，类型复

杂；有热带季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亚热

带针叶林等；热带雨林分布于北热带范围内，主要树种多达16个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树种组成以壳斗科、木兰科、胡桃科、金缕科的种属居多；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主要是栓皮

栎和白栎为主的栎类林。面积较大、经济价值较高；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由云南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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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松、油杉、栓皮栎及枫香组成；亚热带针叶林主要以杉木、马尾松、云南松、油杉等

组成；天然林主要分布于江、河源头的山区；人工林、飞播林多为马尾松、杉木等针叶

林；桉树、八角、肉桂、油茶、油桐等树种亦占有一定的比例；果木林有芒果、荔枝、龙

眼、柑、橙、柚等。

森林中的野生植物种类较多且分布广、蕴藏量大，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淮山、半

夏、茯苓、田七、天麻、金银花、罗汉果、山苍子、乌桕、龙须草、芭芒、黄茅草、云香

竹、余甘子、杨梅、杜仲、桃金娘、猕猴桃等。

(2)在森林中生息的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不少是我国的珍稀品种，仅国家规

定保护的动物就有40多种，例如白头叶猴、长臂猿、野梅花鹿、金猫、云豹、熊猴、斑

冠犀鸟、娃娃鱼等。

3、航护区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

广西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多达六十五个，其中国家级的有十一个，总面积160．2万公

顷，占自治区国土面积的6．7％；其中属于林业部门管理的保护区有五十六个，面积

143．8万公顷，在五十六个保护区中，有国家级七个，面积16．9万公顷，区(省)级三

十一个，面积89．5万公顷，市(地)级两个，面积10．2万公顷，县(市)级十六个，

面积27．2万公顷。

此外，在广西自治区有较多的森林公园，至2002年统计：森林公园多达37处，其中

国家级有十二处、省(区)级有十八处；茂密的森林、不仅保持了水土、也为人民休闲

和旅游提供了美丽的景观。

在百色站的航护区范围内，有国家和区(省)级自然保护区就多达四十七个；其中

国家级有六个，即花坪、木伦、大瑶山、猫儿山、大明山、茂兰；(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在贵州省内)；省(区)级自然保护区有四十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面积达72．7万

公顷之多i

(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于1961年批准建立；位于广西龙胜、临桂县境内；面积1．5万公顷；主要

保护对象是银杉等典型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

木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于1998年批准建立j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西北部，与贵州省(荔

波)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毗连；地理坐标：东经107度53分29秒一108度05分45秒、

北纬25度06分一25度12分35秒；保护区东西宽20．6公里，南北长11．6公里；面积

1．089万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中亚热带石灰岩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

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于2000年批准建立。位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境内，面积2．5万公顷；主

要保护对象是银杉等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林)和瑶山鳄蜥等野生动物。

猫几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于2001年批准建立；位于广西兴安、龙胜、资源县境内；面积1．575万公

顷；主要保护对象是典型的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林)。

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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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保护区于2002年批准建立；位于广西南宁市的武鸣、马山、上林三县境内；面积

约1．6994万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北回归线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及自然景观。

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该保护区于1988年批准建立；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境内；面积约2．12万公顷；主要保

护对象是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及珍稀野生植物。

(2)省(区)、市(州)、县(市)级自然保护区有关情况略。

4、气象及水资源概况

百色站的航护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热量丰富、夏长冬暖，雨量充沛而集中；年均

气温17—22℃，大部分地区年最高温度37—39℃，年最低温～1℃一5。C；年降水1250—

1750毫米，且集中在4～8月(柳州航护区)或6～9月(田阳航护区)；其年降水量的分

布是：东部多于西部，夏季风的迎坡面降水量多于背坡面，山区降水多于河谷、平原；降

水量最少的是百色(田阳)航护区的右江河谷平原(田阳县年均降水量1077毫米)；由

于受云贵高原的影响，百色(田阳)航护区冬春旱严重，雨季来得较迟(5月初)，2～5

月是该区的森林高火险期；而柳州航护区秋、冬旱，时有发生；森林高火险期为当年的

11月至翌年的3月。

航护区内，在正常年份不会十分缺水；据统计，集雨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

流约有60条，河网的密度平均为0．14公里／平方公里；此外，大、中、小型水库、坝塘

蓄水工程多达8万处，控制集雨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有效库容上百亿立方米；这为开展

直升机吊桶洒水扑火提供了有利条件。

5、人文和工农业概况

本航护区在我国的南部，濒临北部湾，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区，有壮、汉、瑶、苗、

侗、仡佬、毛南、京、仫佬、回、布依、彝、水、哈尼、白等；北部湾为优良的热带渔

场，“南珠”养殖世界驰名；锰、铝、石油矿藏储量丰富；冶金、机械、制糖、罐头食品

工业较为发达，是我国食糖的主要供应基地之一，小型工业分布普遍，传统特色的民族手

工业，近年发展迅速；农业主要有水稻、玉米、甘蔗、花生等；这一区域是我国热带、亚

热带经济作物的主产区之一，荔枝、芒果、龙眼、香蕉、柚子、柑桔、罗汉果、八角、茴

油、三七等，全国闻名；特别是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自古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誉。

(三)森林火灾和森防设施建设

1、森林火灾概况

(1)桂、黔、滇三省(区)交界的南盘江、北盘江和红水河流域的林区，如广西的

原百色和河池地区、贵州的黔西南和黔南州、云南的文山州等，历史上曾是森林火灾多发

区，其火灾发生和受害情况，甚至影响到省(区)火灾统计的“全局”；据1951～1960

年lO年间的资料：广西和贵州每年平均发生火灾分别为1516起和1337起，受害面积分

别为2．9万公顷和3．2万公顷；但“文革”动乱期间，这种情况更趋严重，仅1971—

1979年9年统计，每年火灾燃烧面积分别增加到6万公顷和7．8万公顷；而全省(区)

当年发生的火灾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上述地(州)；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实施了航空护林

以后，虽然情况逐年有所好转，但森林火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杜

绝，例如，在广西的四个地区八十年代初，6年间年均仍发生森林火灾153起，其中重大

火灾占7％左右，特大火灾占3％o，受害森林面积约2．8万公顷，有40％为飞机播种造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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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飞播林”)的成林面积，而且火灾还造成多人的伤亡事故，因扑火受伤80人、死

亡多人；1992-2000年8年间，平均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降到40起，且火警占52％左右，

基本杜绝了特大火灾的发生，年均受害森林面积在0．12万公顷以下，受害森林面积相当

∞年代的4％，扑火受伤人数降至5人。详见本节附表3

广西部分地区火灾统计表 (单位：公顷)表3

百色 柳州 河池 南宁
年份 备注

火灾起数 受害面积 火灾起数 受害面积火灾起数 受害面积 火灾起数受害回积

1981 132 5605 255 900l 165 7139 26 1417

1982 307 12176 85 2797 170 6521 30 1568

1983 407 19259 269 8729 374 6889 112 5075

1985 121 1188 38 1341 57 717 ll 462

1987 263 5696 216 5342 137 1812 133 3250

1990 122 3122 120 1616 56 417 70 9ll

6年小计 1352 47046 983 28826 959 23495 382 12683

6年平均 225 784l 164 4804 160 3916 64 2114

1992 35 996 165 3432 48 926 35 2176

1993 34 8ll 32 983 27 1529 18 794

1994 86 2938 34 1068 6 ll 8 3ll

1995 35 328 25 471 8 572 22 393

1997 15 210 26 804 7 79 6 91

1998 45 740 63 2943 21 1770 38 1616

1999 173 3944 73 4018 29 699 34 1465

2000 46 393 46 793 ll 204 21 386

8年小计 469 10360 464 14512 157 5790 182 7232

8年平均 58 1295 58 1814 19 724 23 904

(2)上世纪90年代，在航护区范围先后发生重大森林火灾12起；对这些火灾，百

色站有的直接参与了扑救，但是，有的因飞机航程所限，航护手段不能直接参与扑救。详

见本节附表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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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站航护范围发生的重大森林火灾 表4

损失林木 损失和
党-舌回积 扑火工

地名 火灾时间 蓄积 幼树 扑火费
(公顷) 日(个)

(立方米) (万株) (万元)

玉林市博白县龙潭 1994

镇北海市合浦县白 lO．25． 104．1 368 3l 16．4 3410

沙镇 11：30—24：00

柳州市柳城县沙浦
1996

3．5． 132．5 647l 11．1 231．9 285
乡

13．00～3．6．02：20

南宁地区扶绥县区
1996

3．16． 218．7 9412 7．5 5．1 2500
种畜场南牧林场

11：30—20：05

南宁地区上林县明
1998

12．13． 157．5 3702．8 44．4 11．3 1905
亮乡

22：10—12．15．3：30

柳州地区象州县百
1998

lO．25． 228．7 8299 2 1683
丈乡

19：35～10．26．16：30

梧州市苍梧县旺甫
1998

10．23． 283．3 l009．2 56．1 2．5 2916
乡

08：00～10．24．24．00

1998

梧州市郊区城东镇 lO．17． 143．9 8582 5．5 2600

11：30～lO．18．17：00

贵港巷市港南区瓦
1998

lO．18． 142．7 3493 12．5 2800
糖乡

1l：00—10．20．10：00

泖州地区融水县永
1999

1．7． 115．4 34．6 1400

乐乡
6：30—1．8．02：00

2、森防设施和扑火队伍建设简况

(1)自1987年以来，各级党委、人民政府认真落实“预防为主、积极扑灭”的方

针，并从“防”字人手，在财力不充裕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切实加强森防设施建设；

百色站承担的田阳、柳州两个航空护林区域也不例外，其森防基础设施建设也陆续有了进

展，仅广西壮族自治区1991年统计：在航护区内已建了望台495座，林区公路和林道分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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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达到10654公里、10778公里，防火隔离带26326公里，防火林带11123公里。已购望

远镜317部，电话ll部。短波电台137部，对讲机3758部，各类森防专用车276辆，风

力灭火机1436台，背负灭火器267台，其它扑火工具19063台(把)；到1995年统计：

了望台已有617座，防火隔离带43900公里，新建森防公路1942公里，望远镜、电话、

对讲机、各类森防专用车、风力灭火机己分别增加到426部、429部、8740部、527辆、

2890台，购置传真机10部；2001年，新建了望台55座，购望远镜154台．架设森防电

话线24公里，购传真机2部，计算机18部，短波电台39部，各类森防专用车30辆，建

设森防储备库15座、面积达265平方米。 ：

(2)组建专业、半专业扑火队；1987年恢复航护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

森防指挥部，对组建扑火队伍非常重视；当时抽调大批基干民兵，集中食宿，时刻准备，

进行扑火作业；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总结了一套适合广西实际、有效的组织形式；扑

火队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半专业扑火队，这支队伍平时分散在当地，但有统一的

“名册”，发生了火灾，即可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二是专业扑火队，

这部分人，系从各县(市)半专业队中挑选出政治素质、业务水平较好的队员(约13—

30人)组成，由航空护林站统一调度、指挥，承担整个航护区域内的扑火任务；这支队

伍一般称为“基地中心机降(扑火)队”，其日常生活、训练、管理，开始由航护站统一

管理，现在实行由当地森防办指定一名县(市)级干部担任队长与航护站共同负责管理；

另一部分集中在“某地”食宿，一旦需要时，直升机首先将“基地”的机降队送到现场，

参加扑火战斗，兵力不足时，再调运“某地”的队员到火场；专业扑火队在非航期从事

林农业生产和植树造林以及地面护林。扑火队的组建形式，己日趋成熟；目前，全区已有

专业、半专业扑火队伍449支、约11778人；近两年，基地中心机降(扑火)队不仅白天

要承担扑火任务，有时晚上还要出动，参加扑火战斗；上级森防指挥部若需临时调遣这支

队伍易地扑火，由上级通知航护站实施；这样既保证了队伍的稳定、利于扑火技术和战斗

力的提高，又保证了航空护林全局的需要；“多数分散”在航护区范围本县、市、(林)

场待命的扑火队，需要时再集中调遣，这样做既不影响当地生产，又不至于浪费人力资

源，同时节约了开支；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广西组建扑火队的办法很好，原林业部刘广运

副部长和部森防办王汉忠主任到广西调研后认为：“组建森林警察和组建广西式的机降

(扑火)队，是因地制宜，是中国特色的专业(半专业)森防队伍”。

3、航护使用的机场概况：

(1)百色(旧)机场

该机场位于百色城东南方(1lO度)5公里，海拔110米；跑道方向：325度——145

度，有一条长1500米、宽30米的碎石跑道(我站另外已建有20米×20米的水泥直升机

停机坪两个)。

(2)田阳机场

该机场位置：北纬23度43分12秒、东经106度57分37秒，海拔145米；跑道方

向：305度36分48秒一125度36分48秒，有一条长2200米、宽45米的水泥跑道，可
起降波音737等大型飞机。

(3)柳州(白莲)机场

该机场位置：北纬24度12分35秒、东经109度23分30秒，海拔100米；跑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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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336度——156度，有一条长2540米、宽45米的水泥跑道，可起降波音737等大型

飞机。

(4)梧州机场

该机场位置：北纬23度27分20秒、东经lll度14分50秒，海拔36．9米；跑道方

向：001度——18l度，有一条长1800米、宽45米的沥青跑道，可起降中、小型飞机。

另外，航护抢险救灾需要时，南宁、桂林、桂平、佛山、遂溪等机场亦可使用。

4、航护飞机

百色站自1987年恢复航护以来，先后使用过以下机型g运_5(或运_5B)、贝尔一

212、直—9、米—8、米一17I、赛斯纳等，其飞机的主要性能见下表。详见本节附表4

使用的飞机主要性能表 表4

＼柳型
贝尔一212 赛斯纳 直一9 米一171 米一8 运一5性能＼

机长(米) 17．46 8．2l

机高(米) 4．53 2．72

翼展或旋翼直径
14．69 11．Ol

(米)

最大起飞重量(公
5080 1112．3

斤)

商载量(公斤) 2540 389．1

客载(人) 9_14 2 请参阅本 请参阅本 请参阅本 请参阅本

书第八章 书第八章 书第八章 书第八章
最大速度(公里／小

24l 302 第3节有第4节有第3节有 第3节有
时)

关内容。 关内容。 关内容。 关内容。
巡航速度(公里／小

183 239

时)

实用升限(米) 4330 4117．5

最大航程(公里) 420 1272

续航时间(小时) 3：24 6：36

要求跑道长(米) 60 X40 288 X 30

小时耗油(公斤) 295 35

三、航空护林情况

(一)概述

百色站的航空护林工作起步较早；不仅在西南航护机构成立前的1957年试航时，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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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凌云和贵州的望谟等县已作为航线“检查点”，而且航护机构(在昆明)成立后，

1962年起，逐步扩大了巡护范围，进而在1964、1965、1966年连续以百色(旧)机场和

南宁(吴圩)机场为“基地”，安排了巡护飞行。

1964年百色“基地”航期自3月5日—3月31日，使用安—2型飞机，飞行了28小

时16分，发现火情24起，空投森防宣传品7万份；当时设计了3条航线，其“检查点”

(或“转点”)涉及滇、黔、桂三省(区)南盘江中、上游林区的10多个县，航线距离约

1200公里，巡护森林面积360万公顷；南宁(吴圩)“基地”使用里—2或安—2型飞机，

设计了2条航线，长约1800公里，对原桂林、河池、百色等地区开展航护飞行。巡护森

林面积约540万公顷；1965年百色“基地”航期自2月25日—5月25日；1966年航期

自2月21日_5月31日；航空巡护中，对发现的森林火情，均及时、准确地作了报告，

起到了尽快扑灭，减少灾情的作用；同时，为扩大森防宣传，每年利用航空巡护，为当地

森防指投撒了大批森防宣传品；另外，1967年3月28日广西金钟山林区发生重大森林火

灾，西南航护站从昆明基地派出里—2飞机空投食品支援火场救灾，航护机构1962—1968

年7年中，每年都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贵州会同三省(区)联防办进行地面森防调查、

总结经验，帮助当地森防指开展工作；1967、1968年还应邀组织人员到桂林、黔南、黔

东南等地、州，从事森林虫害调查和航空化学治虫作业，均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

1987年百色站恢复航护工作后，使用运—5飞机，在继续开展好航空巡逻、报警的同

时，又引进了直升机，陆续实施了机降、索降、吊桶等航空直接扑火的多种手段，并取得

了明显成效；恢复航护的当年，继1986年思茅“基地”首次机降扑火试验告捷后。1987

年3月12日，我站使用直一和贝尔_212，也成功地进行了直升机机降扑火作业；在
1994年3月11日，又实施了米川直升机的索降扑火；1995年春航，机长马彦同志以精
湛的技术、操作米—8直升机进行吊桶洒水扑火“摸拟”试验，再次获得了成功，受到了

自治区林业厅原张锁副厅长和总站陈国祥总站长的高度评价；同时为全站系统后来的吊桶

洒水扑火作业，提供了宝贵资料。

随着森林面积的增加，百色站的航护工作也有了明显发展：一是航护手段多样化：由

1968年前的单纯使用固定翼飞机进行航空巡逻报警、空投森防宣传品和支援火场救灾物

资，发展为目前的继续搞好固定翼飞机开展航护业务的同时，引进直升机，进行机降、索

降、吊桶洒水扑火作业以及火场调查、视察等多项业务；二是航线条数不断增多：由

1988年的6条、2400公里，增加到1996年的9条、3800公里，特别是经过1997年以来

的两次“东扩”和1999年恢复了秋航，航线条数也由lO条增加到16条，长度由4000公

里增加到7908公里；同时，航护范围(面积)不断扩大；1988年，我站航护覆盖面积约

723万公顷，其中森林150万公顷；到1997年航护覆盖和森林面积分别达到1338万公顷

和460万公顷；1999年又进一步分别提高到2398万公顷和1043万公顷；与此相应的是：

航护使用的机场(基地)也由过去的一个，发展为多个，即实现了“一站多基地”作业；

航空护林在森林防火中真正起到了任何其他手段难于替代的作用；这对于保护森林、维护

生态平衡、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航线设置

根据森林的分布、航护固定翼飞机的性能，规划一定数目的“航线”，以开展巡护作

业飞行；另外，按照直升机的性能，拟订其作业(活动)半径；根据百色站实际，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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