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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县交通志》是本县第一部具有海岛特色、时代特征，记载交通运输事业的地方志丛

书。全书共七章，包括海陆运输、交通工业、交通管理等，比较全面地反映平潭交通面貌，

突出地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平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发展交

通运输事业艰苦奋斗的历程。 。

平潭四面环海，地扼南北海上交通要冲，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建国前，平潭港口

原始，交通工具落后，陆上无一条可通行车辆的公路。建国后，平潭虽处于国防前线，全县

人民长期为祖国站岗放哨，但在各级政府关怀，重视下，结合支前备战，修建码头公路，{改

进海陆运输工具，初具了交通运输的规模。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潭交通运输

业也随着国民经济起飞而蓬勃发展。1978年以来各主要交通口岸和各个小岛的码头、公路相

继建成，并实现了车，船机动化，初步改变了平潭交通落后面貌，对促进城乡经济繁荣，起

了积极作用。平潭交通运输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原始落后到机动化，这是各级政

府和全县劳动人民特别是交通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长年累月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成果。

《平潭县交通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原则，以翔实的资料系统地记述了交通运输

发展规律，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为逐步实现平潭交通运输现代化提供了历史借鉴，借以启

迪后代，继往开来。 。

回顾光辉历程，信心百倍，展望灿烂前景干劲激增。际兹志书问世，欣然命笔为序。

平潭县交通局局长 陈人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

个基本观点，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有机统一。
’

二、根据“详今略古，古为今用，立足当代，预见未来’’原则，重点记述现代历史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平潭交通运输发展历程。

三、时间断限，上起北宋嘉裙四年(1059)，下限断至1985年(部分记述至1986年)。

四、志书体例t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七种体例，以志和记述为主，以图，表、

录为辅，结构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文体除个别引文外，一律用规范化白话文，简化

字，新式标点。

五，称谓运用。政府，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为准，不加褒贬词，不以今称

代替。地名以《平潭县地名录》为准，古地名加注今地。各种名称一律用全称，如名称过长，

后文又多次出现，则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l(以下简称××××)。

六，1912年以前的历史纪年，先书朝代年号纪年，再括注公元纪年，四位数省去。公元骨

二字。民国时期用公元年号。如内容必要用民国年号来表达时，在民国年号后面加注公元纪
年。

七，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年龄，分数，统计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

字表示，夏历和清代以前历史纪年，月日用汉字表示。

八，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平潭县志》旧本。潮位均以黄零计算，!；[P1956年黄

海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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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潭是福建东海中一个岛县，由126个岛屿组成，位予北纬25。157"-'25。457，东经

119。327"-'120。10’。东濒台湾海峡，距台湾省新竹73海里；西隔海坛海峡与长乐，福清，莆田

相望，距内陆最近点3．5公里(平潭娘官港至福清小山东)l南连兴化海域，北接白犬洋，

距闽江口27r海里。全县陆地面积321．38平方公里(其中海坛岛面积为278．61平方公里，为全

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海域面积6064平方公里(包括滩涂面积在内)。全县划分3

个镇，12个乡，522个自然村，人口29．9万人。
‘‘

平潭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霜雪罕见，年平均气温19．6℃，季风明显，夏季

多偏南风，其他季节多东北风，年平均8级东北大风滨海地区为131天，台风多出现七、八，

九三个月，年平均5--6次，最大风力达12级以上。全年平均雾FI为23．8天，多出现于每年四

月份，月平均6．1天。地震烈度平均为6．5度。

平潭地扼台湾海峡和海坛海峡航线要冲，是太平洋西部南北来往船舶必经之地。古来为

海防要地，与台湾的澎湖，广东的南澳共称“三山之目’’。县内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408．73

公里，沿岸有220个港湾澳口，大部分可停泊船只，其中有不少天然良港。由于地理位置和

自然条件的优越，平潭自古就是航运基地。宋时船商已往来频繁，北宋嘉枯四年(1059)设

巡检司于钟门(今苏澳镇钟门村)，管理海上船舶和出海巡防。清代平潭木帆船运输已遍及

浙江，台湾、广东三省。清咸丰年间(185l～1861)平潭是对台贸易主要港口之一。民国时

期(抗日战争前)海上运输更加繁盛，县内有客货班轮四艘，行驶福清海口、福州和浙江平

阳等地。大吨位木帆船东至台湾，南下广州，北达天津。

八年抗战(1937--1945)，日伪军横行海面，抢掠烧杀，海上运输受到极大摧残。抗战

胜利后，-海运事业一度稍见复苏，但由于三年内战影响，不久又渐趋萧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以下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平潭海上运输，工具落后，港

口原始，没有助航安全设施，翻船死人时有发生，海上航行被视为畏途，有“脚踏船板三分

命"之感。

5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发展海上交通事业，但由于平潭地处国防前线，长期备战，更加

“十年动乱"，因而发展缓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带来百业兴

旺，海运事业也随着蓬勃发展。历年全县共修建客货运码头、轮渡码头以及企事业和部队专

用码头等33座(其中包括竹屿口港和观音澳港新建的500吨级码头)，小型避风港5l处，国

家还拨款修复牛山灯塔，建立电讯导航台，航标灯桩等助航设施。运输工具也在逐年更新，

机动船运输逐渐取代了木帆船运输，小吨位船舶逐步向大吨位转变，基本上改变了运输工具落

后状况。1949年全县只有客货运木帆船50艘850吨。1985年全县拥有客轮12艘467吨、868座；

货轮106艘8027吨，机帆船102艘2861吨。航线北达上海，南通，连云港，南至广州、香港，

l



海南岛。1985年海上客运量达66．61万人次，货运量达44．16万吨。

1956年以前，平潭境内没有一条可通车辆的公路，更加风大沙多，道路难行，陆上交通

长期处于原始状态。

1954年，结合支前备战，在部队防区、驻地修建简易公路，供马车运输给养。1956年根

据战备需要，县组织民工配合部队兴建以县城为中心的通往各主要口岸公路8条，长达79．1

公里，是年9月2日便有部分线路通车。此后，历年结合海防、农田建设，新建、改建了部分

县乡公路。1978年以来，随着海岛建设，新修公路不断增加，原有公路技术等级也相应提高。

至1985年，全县共有县道6条，乡道35条，专用公路9条，总里程254．44公里。全县15个乡镇，

179个行政村(包括6个小岛在内)，已有143个村通车。县道经娘宫渡口和全省公路网连成

一片。随着公路兴建，运输车辆逐年增加。1956年公路初建时，全县只有客车二辆(其中一

辆货代客)。1985年全县共有各类机动车辆1636辆，交通部门1985年拥有客车49辆，年运送

旅客596．7万人次，比1957年增加45倍。同年，经娘宫渡口进出岛各类机动车辆达3万辆次，

基本上改变了陆上运输落后面貌。

随着海陆运输的发展，船舶修造工业和机动车辆修配工业也应运而生。建国前县内只有

修船工业，无厂址设备，工场散布各澳口，1956年起造船和机械修理开始有组织生产，由合作

社逐渐过渡到工厂。近年政策开放，乡镇和个体交通工业发展更快，造船业和牟辆修配工业

遍及全县主要澳口和主要交通网点。1985年全县有国营造船厂两个，国营机动车修配厂(站)

两个，集体和乡镇造船厂11个，城关地区镇办和个体经营车辆修配工业16个。造船能力由原

来仅能修造50吨以下木帆船，发展到能修造安装200吨左右的机动船；机动车辆维修保养和配

件供应，不但不出县，而且还承包县外车辆修配业务。

平潭海域辽阔，港湾众多，海上运输四通八达，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县内水产资

源丰富，并有大量的砂、石，盐等工业原料。发展水陆交通对促进平潭开发开放，加快四化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事记

北宋嘉话四年(1059年)

福州知府蔡襄奏请移海I：I巡检司于钟f-j(今苏澳镇钟门村)管理海上船舶和出海巡防，

是平潭最早的海上船舶管理机构。 、。 ’’

北宋宣和三年(1 l 23‘年)

一位杨姓人士同僧觉充劝募修建跨越梧凤溪(今平原乡西梧风村南)三孔石桥一座，长

18米，桥下可通舟楫。名“太平桥”。是平潭有记载的最早古桥。
’●t

明嘉靖四十三年(1 564年) ．， ．

倭寇侵扰平潭，戚继光将军从福清县率部渡海荡平了窃踞海坛倭寇，恢复了平潭与内地

的海上交通。 ’一-’· ⋯、t ．’

清顺治三年(1645年)‘

明将郑芝龙降清。明水军都督周鹤芝(福清县人)率部移驻海坛，建总署于侯均区(今

潭城镇)，至清顺治十年(1653年)，周鹤芝先后三次据守海坛，在此期间，与郑成功之

金、厦、台相犄角，促进了平潭与台湾，金，．厦之间的海上交通。
’

清顺治十八年(1 66 1年)
’‘

清政府为防止沿海群众支援郑成功抗清活动，颁布“迁海令’’，勒令沿海居民内迁，禁止

船舶出海，历时23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z684年)才解除禁令。 ．。。 ．。

一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t

移福清县镇东卫驻扎海坛，在沿海主港I：1设“汛"(军队驻防机构)，并派战船巡防海

上，北至长乐磁澳，南至莆田湄洲。 ．

， ，．‘

清康熙四十二年(1 703年)

清廷规定各处商船，由浙入闽或由闽入浙，经过各要“汛’’，须挂号检验。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

： 清廷规定闽省渔、商船欲出海洋者，将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有犯，株连

余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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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十四年(1 749年)

。大风成灾，海沙隧潮涌上，近海乡村悉遭掩埋”，全县交通受阻。

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

7r月20夜，台风毁屋，拔术，毁田，沉船。兵营泊在竹屿口港的战船同时复没，死士兵

数十人。

清同治十二年(1 873年)

4月10日，位于台湾海峡西侧的，F潭牛山岛灯塔建成启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闽海关设分关于城关渡船埠道。

1924年

牛山灯塔设备更新，采用Ii0毫米白炽灯，配备单闪光旋转器，每秒钟能发出75万支烛

光的白色闪光，射程可达20海里。

1928年

7月27夜，日轮“锦江丸"在平潭南带柳礁触礁。28日，流水，东库渔船前往救助，遭

日舰枪炮射击，当场惨死船员12人，重伤7人，是有名的闽海惨案。

1929年

平潭商户陈传超等集资购买轮船一艘，作为平潭至福州客货班轮，是平潭第一艘机动客

货班轮。

1931年

县城商户集资建立“平潭县建通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客货运输业务。

1932年

建通公司在台湾，福州两地购买“昌利"，“公益’’轮船两艘，总载重量300吨，定期往返

浙江平I；l{、福州、平潭等地。

1934年

乎潭商户与福清县里美人合股购买“协川”号机动船一艘，载重50吨，作为平潭——海

口客班轮。 ’

IJj年，县城十八家商号，筹资500多元，重修潭城港旧码头，并改建“客笑亭一为候船

室。

1935年

秋， “平苏公路”(县城至苏澳)从县城全d二旺一段动工兴建，县长赖惟勋主持破土典

礼。不久赖惟勋去职，公路停工，只修路基三公里。

1936年

县长李为公筹建县城至东昆村<现敖东乡)10公里公路。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才完成



路基便停工。．

1937年 t

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平潭——福州客货班轮停航。

1939年

’6月，I+1舰三艘封锁平潭沿海，炮击现平原乡，同时日机一架连续两天轰炸停泊在潭城

港的“昌利’’轮船，投弹I+I枚，均未命中。 ，．。．

一 1939年7月5日至1941年9月8日

平潭连续六次遭日伪军侵扰，交通运输船只多被掠幼，破坏，从此海上运输业萧条_
1941年

1月23日(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日军驱逐舰一艘在平潭塘屿海面，劫持塘屿北楼村

～福清下孩澳客船，惨杀船员乘客40余人。
’

。

1942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舰频繁来往台湾海峡航道。6月福建省保安处奉命派士兵炸毁牛

山灯塔。
+- t一 1943年

平潭县设建设科，兼管交通建设。

1945年 ，，

4月1日深夜11点，日本运输船“阿波丸一号驶近平潭牛山海域时，被美国海军叠皇后鱼"

号潜艇发现，误认为日方驱逐舰，放射鱼雷击沉，船1．2000余人只一人幸存。 。

1946年

g『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一)，台风，海啸袭击，潮高数米，遍地泽国，全县大小船只被

摧毁寸板不留者有200余艘。

1949年

7月，国民党73军入驻平潭，实行军事管制，断绝平潭与外地交通。

9月16日，平潭解放。717日国民党73军败兵3 lO余人在东庠葫芦澳夺船逃命，商船老旁代欧

吓辉在澳口将船搞翻，淹死溃兵230多人，欧吓辉也同时牺牲。196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追认欧

吓辉为烈士。
。

同日，一艘木帆船运载海口——平潭旅客32人，船至竹屿口遇风沉没·死31人。

9YJ 22日，平潭县人民政府接管平潭——海口交通线，lO月1 R正式成立“平潭县人民政

府平海交通所，，。1951年7月，改为“地方国营平海交通所"。

4月，县平海交通所海员工会成立。

1961年

2月，县城码头搬运工会成立。

1950年——1951年，人民解放军配合民兵出发清剿海上散匪130次，

匪徒149名，打通了平潭沿海交通运输线。

f，

毙，俘匪首13名，

． 1953年

‘2月，、县城何金生购置马车在城关经营短途客货运输，是平潭县第一辆马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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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54年

4月，平潭港务站成立，并配备轮船一艘，担负平海客运。同时撤销平海交通所。

同年，县城关码头工人购置木轮板车四台，用于货物搬运，是县内首次用板车运输。

1 955年，

1‘1月，成立码头搬运队，由原来码头工人、码头装卸队，民工队联合组成，人数67人，

隶属潭城镇。

1月31日(农历十二月十八日)国民党飞机骚扰沿海交通线，炸移C南日岛客轮，平海交

通线奉命改为夜航。1959@：-3月才恢复白天航行。

1956年

3月，县交通局成立，首任局长(副)翁绳琛。

3月，全县以县城为中心通往娘宫，苏澳、伯塘、流水、观音澳、芬尾等主要口岸的干线公路

先后开工。同时，县成立公路修建委员会和工程指挥部，领导公路施工。至11月份，全县建

成公路79．1公里。

5月，娘宫军用登陆艇码头建成，岛上汽车可由登陆艇渡运，通往内陆。

6月，全县木帆船111艘1850吨组成平潭县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社址设苏澳镇。

8月，平潭汽车运输站成立。31日首次进岛客车二辆，开辟岛上客运业务。

9月2日，县城至东澳、县城至流水、县城至芬尾三条干线49公里公路首次通车，并在城

关隆重举行通车仪式。

同月，潭城搬运队转为地方国营平潭县搬运公司。同时成立苏澳搬运社。

11月，成立“流水渡口管理站"和“城关非机动车辆管理站”。

12月，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平潭县渡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加强对县、区乡之间

渡口管理工作。

同年，苏澳造船合作社成立。 ，一

195i'年

1月，潭城港客货运码头建成，是本县第一座能靠泊船只的客货运输码头。

11月，娘宫——福清北坑客运正式通航。

1956——1957年县沿海运输队船只被艇踞马祖岛网民党部队幼持23艘次，损失15万元。

1 958年
’

1月i县内北厝、流水、苏澳、娘宫、东澳、大福等六条公路全线通车，共79公里。

4月，县交通局改为工交局。9)j改为交通科。

6月，县地方国营苏澳造船厂建成投产。

8}J，县城19辆马车组织成立平潭县潭城公社马车运输合作社。

9月5日，暴雨242．2毫米，冲坏桥梁公路22处。

’10月1日，平潭第一个人工建造避风港——流水避风港建成。

同月，县交通局沿海运输队成立海员工会。

1959年

2月2日，平潭军民配合作战，击毁连续十年扰乱平潭沿海运输线的国民党“63’’炮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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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县搬运公司与县沿海运输队合并成立平潭运输公司，隶属县交通局。

12月，根据竹屿口围海工程运输需要，修建墓屿至竹屿口公路3．5公里。是县城通往竹。， 。

屿口的主要道路。

8月8日，12级强台风袭击。风，

被风浪卷上山，冲毁海堤125处。
、‘‘

咚‘j“o

1960年

雨，潮三灾并发，

?：一、l

。。1961年·

’’n 、 。

．+●’

海潮超过历史高度1．2米，7艘木帆船

3月，成立平潭养路工区，下设上楼，湖尾、．芦洋三个道班。

东壁两个道班和一个桥工组，养护6条县道、l条乡道it。87公里。

，

1965年12月又增设城关、

同月，成立竹屿，城关、流水、娘宫四个管理站，加强渡船、渡口和运输市场三统管理。

9月17日下午，“永乎’’客轮由海口至竹屿日，渡运旅客的舢舨翻船，溺死四人。

10月，平潭运输公司分家，恢复县搬运公司和县海运公司。次年6月改全民所有制为集

体所有制。 ．、t：： ．『． ，，

‘，

1962年

5月，交通科改为交通局。 ：． ．t
． ．

j 6月9日，紧急战备动员，县交通运输系统成立运输大队，辖海运、陆运，搬运，修路四

个中队。抽调船只四十艘，集中于大小湾、娘宫、竹屿口待命。县交通局所属汽车，马车集

中县城待命。 ．。，

10月，竹屿口围海工程全部竣工，竹屿口港成为平潭客货运输主要港口。港务站由县城

迁址竹屿口(原潭城港因海流截断，改为耕地)。： 。 ⋯
．。

11月24日，平潭驻军(陆军)由福清北坑乘船至娘宫，中途遇风翻船，死29人。

1 963年 ．．

1月，省支前办拨款建造娘宫和福清小山东码头。1964年1月第一期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10月，成立平潭县民间运输中心管理站和县运输合作社联社。两个牌子，一套人马。

1967年改称“县交通运输中心管理站"。

。
一I 964互g ．．，

．。
，一． j

3月，海军329指挥部，修建杨梅坑至君山顶专用公路6．945公里。 ，。

．12月，平潭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平潭县短途运输搬运装卸运价计算规则》。 ：

1965年
’

，．、。．

。 5月，县造船厂自行设计安装的东海i01号客船建成下水。同时，芬尾至塘屿之间的客运

首次改为机动船接运旅客。 t

11月14日，崇武海战，县交通船队“东海10．1号’’客轮和县海运公司“东海105号疗货

轮参加支前运输，荣立集体三等功。， ．．．?
⋯ ．．一．，； ． ．． 。

1966年。

1月，全县44辆马车联合组成平潭县马车运输合作社。 ．．：．
，

i·

7Y]，观音澳修建泊岸码头，10月竣工。 ∥．，叫 一．

lo月，座落在合掌街的县汽车运输站新站址落成并投入使用。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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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因“文化大革命"，县交通机构实行军管，交通局更名为平潭县交通运输指挥部。

1969年

2月，东澳水产码头建成。

sH，根据中央通令精神，县将所属各单位车辆集中统一运输，成立“县交通车队”。

1970年

7月31日上午十时半， “龙卷风"突起，历半小时，损船32艘，死1人。

1 972年

10月，恢复县交通局。

12月，平潭交通监理站成立。
‘

同年，全县公路桥梁经几年改建，已全部改成永久性桥梁。

1978年

流水客运码头建成使用(1966年动工修建)。

1974年

5H，大练岛——苏澳——松下改由机动客轮接运旅客。

9月，省交通厅公路测设队对娘苏、潭东两条县道，按三级路标准，全而测设，分段改建。

同月，长达1200米的县城东大街街道，动工兴建。

1976年

1月，娘宫——小山东轮渡码头落成，同时成立娘宫轮渡所，开始营运。

8月9日，12级台风正面袭击，时逢农历七月半大潮，损坏木帆船80多艘。

1977年

lO月，县公交公司成立。

同年，县首次开办轮机人员培ⅥIl班。

1978年

1月，县汽车修配厂成立。

6月，根据海岛建设规划，省交通设计院第二勘测队，测设大练、小练、草屿，塘屿，

屿头、东庠等六个小岛公路39．7公里。8月起，各岛先后动工兴建。 ’

12月，流水君山环山13个自然村自行设计，自己施工和自筹资金，动工修建环山公路

13．3公里。

lo月，受连续两次台风影响，大风持续十多天，最大风力达12级，千风无雨，飞沙走砾，

海潮升高2．4米，交通受阻。

1979年

12月，屿头岛新造客船下水，定点航行屿头——苏澳。
：

1980年

2H，流水、芬尾客运业务下放给东庠、南海两个公社管理。
‘

10月，由县渔轮修造厂自行设计、建造安装的100吨级185马力、204座位的娘宫客船下
水，抗风力在9—10级左右。

8



1981年

12月，县人民政府颁发《竹屿口港管理规定》。

同年，由中国救助打捞公司和海军防救部队联合打捞“阿波丸’’号沉船工程，历时三年，

胜利结束。

同年，上海航道局，在牛山灯塔原址建一简易灯塔，发光暗弱，1986年交通部批准霞

建，采用国际先进设备，建成后，射程可达24海里。． ，

。4

1982年 ?

r 6月，14条列养乡道，由公路段移交交通局管理。从此，县道由公路段养护，乡道由交

通局养护。 2‘

10月，苏澳码头接线公路动工兴建。 ，～

1977——1982年，塘屿的北楼、草屿的岑下兜，东庠岛的南江、屿头岛的东金、大练岛

的立新，以及苏澳，竹屿，钱便澳等客货运码头先后建成，投入使用。
’

1983年 ’+’

1月，福州航标区正式接管平潭天大山导航台，并建立平潭竹屿航标站o 、

位于潭城东大街中段的新汽车站建成，元旦正式投入使用。6’

6月16 Fl，20日两场暴雨，降雨量518．8毫米，部分山地滑坡，公路严重冲毁的有20公

里，全县交通受阻。 ：‘

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公布，自1984年1月起施行。

lo月，县首次汽车驾驶员培训班开学。 7
．

1 984年 ，．

8月，中共平潭县交通局总支委员会成立，书记郑华昌。

lo月，县海运公司实行划小核算单位，竹屿口设立第二海运公司。

lo月10日，观音澳水产冷冻500吨级码头动工兴建，1986年9月16日竣工，总投资170万元

11月，平潭县交通局直属工会委员会成立，主席李青峰 。

东甲岛供台湾渔船停靠码头建成。

12月，平潭县公路，码头筹建总指挥部成立，县长汤森金任总指挥，下设竹屿口码头指

挥部和娘宫、东澳公路改建指挥部。 ， 一?
。

12月中旬，观音澳大型专用油码头建成，便于千吨以内的油轮和渔商船靠泊装卸柴油。

1985年
‘

山利～田美澳、竹屿～大坪、中楼～镡水，苏澳～看澳，岱峰～玉堂等乡村公路，修

建，改建完成，先后通车。‘·
～

-．

8月1日，中楼～君山顶支前公路改建完成，全长8．804公里。’

8月23日夜，十号强台风正面袭击，风速达40米／秒以上，伴降暴雨，县乡受灾公路

107．6公里，码头损坏8座，打破运输船8艘，沉船一艘，总损失达46万元。

9月，竹屿口500吨级方舟码头修建工程正式动工，1986年底竣工，总投资171万元。

10月，由县交通，公安，工商，武警、农机、监理、港务、汽车站、公路段等单位组成

县交通安全领导小组，管理全县交通安全工作。



第一章 港 湾

平潭四面环海，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总长408．73公里，曲折多湾，形成220个海湾、

澳口。其中有不少天然良港。主要港口有竹屿口、娘宫、苏澳、流水、观音澳等。

平潭地处亚洲大陆的东南边缘，具有明显的季风特点，是福建省强风区之一。全年常风

向为东北风，频率36％。年平均八级大风日数，滨海地区13l天。年平均风速为6．9米／秒，

最大11月份为8．6米／秒。台风多出现在7—9月，年受台风影响或袭击平均达5—6次。每次

台风持续日数2—4天，最长达8天。台风最大风速达40米／秒以上。4F平均降雨量1180．2毫

米，降雨日数在74一130天之间。每年2—4月为春雨季，降雨量占全年26％，5—6月为梅雨

季，降雨量占全年36％，7—9月为台风暴雨季，降雨蹙占全年27％。滨海雾日年平均为23．8

天，4月多雾，平均为6．1天。

平潭潮汐属于正规半日潮碰，平均高潮5．84米，平均低潮1．60米，平均海平面3．74米。

波浪特征，基本上是风浪和涌浪的混合浪。平均波高0．9米，最大波高16米，平均周期5秒，

最大周期10．1秒。最多风浪向北北东，频率54％I最多涌浪向南东南，频率77％。’’

近30多年来，在沿海各个交通口岸和水产、砂、盐生产基地，兴建了客货运输和企业驻

军专用码头31摩，防风堤48处，并在东两两侧海峡设立航标灯桩，修复灯塔，建立电讯导航

台等助航设施。

一、台湾海峡

第一节 海峡 。·

台湾海峡是太平洋西部南北航线的要冲，从我国北方各港到南方各港，从东北亚到东南

亚，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海上最经济的航线。

台湾海峡位于北纬20。97～260227，东经117。267"'1200557，即南从南澎列岛，北至东

引岛，全航程276海里，海峡经平潭东侧一段海域，航程约35海里。

影响海峡航行大风，主要是东北季风和台风。东北季风，海峡南口比北口大，中部比两

端大。平潭牛山岛附近风浪最大。中小型船舶遇七级以上顶风，须取道海坛海峡。 ．·

台风年平均有5—6次(包括正面袭击或影响)。当台风逼近台湾海峡且有可能在本省沿

海登陆时，海峡风浪较大，一旦在台湾登陆，海峡风力反而减小，直到重新在本省登陆后，

海峡风浪再次增大。通常台风在台湾北部过境时，海峡风力不大，而在台湾南部经过时，海

峡南北两口风力较中部大。

涌浪：海峡因狭管效应，大浪较多。冬季浪大，秋季涌高，尤其平潭牛山岛附近海域为
甚。对船舶航行影响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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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压能影响船舶偏离航线，海峡航行离岸较远，受暖流和风生流影响较大，受潮流影响

较小。风生流受风向，风力持续时间以及地形的影响，流向、流速多变，暖流流向基本与航

线平行，流速一般为l一2节。但平潭牛山岛至连江东引岛之间，有较明显的东南～西北流。

潮流一般在高、低潮时转流，是逆时针方向回旋的。初涨为南流，初落为北流。急潮流

是自西～西北，东～东南，最强流速5节。海峡流向复杂，对航船影响较大。’

每年扯4月雾季，以及春雨、梅雨、雷暴雨等，都造成能见度不良，威胁航行安全。海
峡离岸较远，碍航物不多，且有足够水深，在正常情况下，航行并不困难。

自1980年以后，通航台湾海峡船舶越来越多，平均月达千余艘。随着我国实施开放政

策，通过海峡的船舶还在不断增加。

二、海坛海峡 ．海坛海峡，为大陆与海东岛之间的窄长海域，长40公里，是南北近海交通孔道，也是中～
小型船舶通过台湾海峡的备用航道。

海峡北端有两个出口．。北东日位于北纬25。387，东经．119。437，在大练岛与海坛岛钟门

村之间，水深在10米以上，可航宽度500一一700米。停泊苏溲港船只乡从此口进出。北El位

于北纬25。4l，，东经119。38，，在平潭县鼓屿与长乐县长屿之间，水深10米以上，航道两侧

多险礁，可航宽度300----500米。

海峡南端也有两条出口l。南口位于北纬25。217，东经119。407，在平潭县草屿，塘屿与

福清县高山半岛之间，南接兴化水道、东北通海峡南东日f，水深11．8一一50米，可航宽度

2000一一3000米，是南北来往船舶必经之道，东南I：1位于北纬25。237，东经119。437，在草

屿与芬尾村之间，水深最浅5米，可航宽度1800米，可通往牛山渔场和台湾海峡。

海峡两侧岸线曲折，多港湾岛礁，海坛岛的娘宫，竹屿口、苏澳等港口，均在海峡东

侧。

海峡水深5--*50米，中部有5米以下浅水区。潮流属正规半日潮型，涨潮水流分别从海峡

北部和南部向中间流入，在竹屿1：1南侧的老箩屿附近汇合，落涨则相反，并有局部沿岸流。

流速以海峡南口金虫孕礁(王井礁)附近为最，可达4～5节。

海峡有海坛岛挡住东北风浪，因而风浪不大，8～9级东北大风娘宫渡口仍能继续渡运。

海峡以竹屿为中心，东北自大练岛月举经钟门至石牌洋，南口经火烧港、娘宫至猴屿，

是船只经常往来航道。前人将南北两口地名联成对子； “火烧娘宫猴探水(猴屿)1月举钟

门石牌洋”，便于掌握航行目标。“半洋石帆”，“沐猴探水”为平潭名胜，均在海峡中

部。

海峡两岸都有先期下降而后上升的基本特征，近期海岸处在缓慢间歇上升之中，海滩比

较发育，再加水土流失和海潮带来的泥沙停积港湾，海坛岛一侧沿岸，有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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