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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志突出了海湾的自然环境要素，资料新，学科全，为开发利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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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一写 说 明

浙江省海湾众多，浙江海湾志以浙中的浦坝港为界分为第五分册和第六分册。第五

分册于1988年编写完成。

第六分册范围北起台州湾，南至沿浦湾。入志的大小海湾包括s 1)台州湾，2)乐

清湾，3)隘顽湾，4)漩门湾，5)温州湾，6)大渔湾，7)渔寮湾，8)沿浦湾。台州

湾、温州湾分别为椒江、瓯江河口湾，又是浙江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地区，而中国海湾

志河口分册中、小河口篇幅有限，因此列入本册。各海湾的地理位置及区域范围见图0—

0一l。

本分册编写进度大致是：1989年，初步整理分析收集有关资料，提出编写计划及框

架，有些章节编写初稿。1990年3月以后，前往台州地区和温州市沿海进行全面的资料

搜集和实地调访，听取了当地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意见。1990年4月以后在资料初步

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各海湾所缺的资料，进行海洋水文泥沙、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

补点调查，1990年9月基本定稿。本分册全文约40×104字，插图120幅，照片13张，

卫星照片5幅。

第六分册，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编写的同时，对不同海湾，按其大小和开发功能差

异，内容有所侧重。大型海湾，作为多功能海湾对待，根据编写提纲的要求全面编写，但

是各海湾的主要开发功能不同，内容侧重也有所差别，例如台州湾主要侧重于港口和滩

涂开发利用，在海洋水文、泥沙方面和岸滩动态给予较多的反映；乐清湾侧重于水产养

殖和环境保护，因此在海洋水文、海洋生物、化学内容有一定比重I温州湾侧重于全面

综合开发，故海湾环境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得到全面充分的叙述。对于隘顽湾、漩门湾和

大渔湾、渔寮湾、沿浦湾，由于面积较小，相互毗邻，性质类似，开发程度较低，故分

别合并成两章编写。 。

海湾是海洋和陆地联系的纽带，自然环境独特，资源相对集中，开发潜力较大，一

般成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海湾志编写的内容要求突出海湾自然环境要素，资料要求新，

其目的是为海岸和海湾开发建设服务。本分册引用的资料主要有1979年全国海岸带和海

涂资源综合调查温州试点报告、1981"--1986年浙江省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

浙江省地质志、1·20万浙江区域地质测量报告、1984年台州和温州地区沿海各地、县

农业区划和规划报告等，其次海湾所属沿海各县：临海、椒江、温岭、玉环、乐清、温

州、瑞安、平阳、苍南等市、县的计委、科委、农委、农业区划办、水产局、水利局、环

保局、海岛办等都提供了最新的规划资料，使本志书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

示诚挚的谢意。具体引用的资料内容本书不再一一列出。这里还要感谢那些作基础统计

一了



工作的第一线同志，为本书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本分册海湾志的编写工作是在国家海洋局和海洋局二所领导关怀下、编委会指导下

进行。但由于本书文字篇幅大，内容涉及面，_，书中难免错误、缺点，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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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o-1第六分册入志海湾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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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之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方志种类很多，覆盖面广，记载着各种自然要素

的分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史实，资料极为丰富，记述至为翔实，一向被视为研究

工作的瑰宝。然而对于港湾之有志却自这部著作开始，它填补了中国志书在这方面的空

白，确是一个创举．同时，它也是继全国海岸带调查之后另一项系统的海岸工程。

在万里海疆上，港湾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它为人类提供优良的生存空闻，为国

民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自然条件。河1：2可以视为特殊的港湾，它以水路一河流一联系了

流域，泻湖则是陆地环抱通道连海的一种港湾，所以一并编入海湾志中。

海湾的开发历史悠久，居住在海边的远古人类，就是以渔猎为主，一些贝冢的分布

正是他们拾贝捕鱼而食的遗迹。港湾水域空闻资源的开发更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纵观世界海岸，优良的海湾多被用作港口的建设。港口的建设又无不促进地方经 ．．

济的发展。所以海岸线上港湾海岸较之平直海岸产业发达，城市密集，经济繁荣。目前

我国沿海开放城市的建设也莫不以港13为依托，充分反映“城以港兴，港为城用"(见江

泽民1986年在勒哈佛、墨尔本、大阪、旧金山、上海友好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欢迎词，

《中国港口》1986年6期)的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

海湾又是海洋农牧化的重要场所。许多港湾是水产基地，也是建设海洋牧场的重要

场所，宜于养殖，宜于放流。近年来我国港湾渔业有很大发展。

海湾还蕴藏了丰富的潮汐能源，目前我国的江厦电站是仅次于法国的朗斯电站的世

界第二位潮汐电站。

港湾旅游事业发展迅速，它在人类活动中增加了新的具有活力的内容。

港湾资源虽然丰富，然而要使这些资源能够久用不衰，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科学

管理和合理开发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过去人类对港湾资源开发缺乏宏观认识，综合观点、长远规划、资源保护的要

求，以致出现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等不良后果。我国海湾开发出现失误的地方不乏其例。

如众所周知的，由于牛田洋的围垦，导致汕头港迸港航道的淤浅，厦门高集海堤和湾内

围垦工程，导致同安湾文昌鱼的迁徙和衰减；海南省太阳河的改道，导致小海泻湖通道

堵塞，船只难以通行I山东马山湾的堵坝，海参减少90％。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许多

泻湖因堵坝围涂等不当的工程措施，导致消亡或濒临衰亡的危险。而近年来由于不经处

理的污水排放，致使一些海湾水质严重恶化，同样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这部海湾志的编撰，对我国150多个海湾(含河I：／和泻湖)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

因素、资源状况、开发利用历史和存在问题等做了全面的阐述。记载翔实，信息丰富，是

一部重要的科学记录，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系统资料，使领导部门在决策时有据可依，有

典可据，减少盲目性，增加科学性。这部著作还为大家提出一个问题s中国并不像一般



所说港湾众多，条件优良，事实上优良港湾并不太多，而且有些港湾正在消亡或已经消

亡，所以一个港湾也浪费不得，必须合理开发，使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

有的作用。

陈吉余1989年12月

于华东师大河口海岸研究所



．．．】L．J-

口

事。

为了掌握海湾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以便充分和合理地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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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国家海洋局于1986年下达了编纂《中国海湾志》的任务。《中国海湾志》是在国

家海洋局直接领导下，由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牵头，国家海洋局一所、二所、三

所、环保所，南海、东海、北海三个分局和海南省海洋局及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

所和广西海洋研究所等单位参加，集体分工编纂的。编纂方法是在统一编纂的提纲和编

写格式的要求下，以搜集过去的海湾调查研究成果为主，适当地对水文、地质、化学、生

物和经济条件进行了补测或调访，对海湾这个综合地貌体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中国海湾志》是一部反映我国海湾基本自然环境要素为主的科学志书。它以志的形

式记述了我国主要海湾的调查研究成果，内容包括海湾历史沿革、社会经济状况、气象、

海洋水文、海湾周围地质地貌、海底沉积、海水化学、沉积化学、生物资源和自然环境

及开发利用综合评价等。《中国海湾志》共分14个分册，以省、市和河口为单位，从北

’向南排列，各分册的名称如下：

分册序号 名 称

第一分册 辽东半岛东部海湾

第二分册 辽东半岛西部和辽宁省西部海湾

第三分册 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海湾

第四分册 山东半岛南部和江苏省海湾

第五分册 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海湾

第六分册 浙江省南部海湾

第七分册 福建省北部海湾

第八分册 福建省南部海湾

第九分册 广东省东部海湾

第十分册 广东省西部海湾

第十一分册 海南省海湾

第十二分册 广西海湾

第十三分册 台湾省海湾

第十四分册 重要河口

《中国海湾志》是一部内容新、资料全、数据可靠、详细程度适度的自然志。它是研

究我国海湾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和经济条件的系统资料。本志可为国家管理部门制定海

湾发展规划、计划和实施管理，提供背景资料和科学依据，也可作为科研、教学单位开

展海湾开发利用研究的实际资料。海湾志与其他志书不同的是，可以直接被用作海湾开

发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资料，或者针对不同项目稍加补充内容即可被利用．它作为海湾

环境要素本底资料还有其重要的保存价值

陈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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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册海湾一览表

名称 台州湾 隘顽湾 漩门湾 乐清湾 温州湾 大渔湾 渔寮湾 沿浦湾

地 28。20’57”～ 28。07’24”～ 28。05’30”～ 27。59’09”～ 27。27’55”～ 27。19’40”～ 27。14’45”～ 27。10’04”～

理 28。4 7，21’，N 28。20’OO代 28。11’50”N 28。24’16悄 27。59’09"N 27。24’30”N 27。1 8，00”N 27。13’30"N

座 121。24’30”～ 121。21’42”～ 121。21‘42”～ 120。57’55”～ 120。35’50“～ 120。31’O(f～ 12矿31’00”～ 120。25’15”～

标 121。27’00龟 121。34’56雹 121922’56电 121。17’09雹 121。11’30’，E 120。39’00WE 120。34’00它 120。28’19”E

隶
台州地区 台州地区 台州地区 台州地区和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温州市

临海市、黄岩市、 温岭县 玉环县 玉环县、温岭
温州市区，瓯海县

属 瑞安市、平阳县
苍南县j 苍南县 苍南县

椒江市、温岭县 玉环县 县、乐清县
洞头县

面 总面积911．56 总面积340．78 总面积78．55 总面积463．60 总面积1473．69 总面积46．98 总面积17．2 总面积21．58

积 滩涂面积258．75 滩涂面积116．91 滩涂面积43．03 滩涂面积220．80 滩涂面积459．37 滩涂面积26．95 滩涂面积0．．96 滩涂面积14．57

(kinz) 浅海面积652．81 浅海面积223．46 浅海面积35．52 浅海面积242．78 浅海面积1014．34 浅海面积20．04 浅海面积16．2t 浅海面积6．71

河口平原淤泥质海 港湾淤泥质海岸 港湾淤泥质海岸
港湾淤泥质海岸，岸

河口平原淤泥质海 基岩砂砾质海
港湾淤泥质海

海
岸，岸线总长 岸线总长 岸线总长

线总长184．74km，其
岸，岸线总长 岸，岸线总长

基岩砂砾质海 岸，岸线总长

岸
138．54km，其中淤泥 93．61kin，其中 37．59km，其中

中淤泥质和人工海岸
98．58km，其中淤泥 47．22km，淤泥

岸，岸线总长 22．36km，基岩

类
质和人工海岸 淤泥质和人工海 淤泥质和人工海 质和人工海岸 质和人工海岸

20．1km，其中基 砂砾质海岸

98．15km，基岩砂砾 岸44．27km，基 岸19．62km，基
145．18km，基岩砂砾

57．89km，基岩砂砾 3．5km。基岩砂
岩海岸15．4km， 15．18km淤泥

型 质海岸36．79km，河 砂砾质海岸 质和人工海岸
海岸39．24km，河口 岩砂砾海岸 岩砂砾质海岸 质海岸26．05km，河 砾质海岸

海岸1．15km 49．34km 19．97km
口海岸2．77km 4．7km 6．73km，河口海

口海岸14．63km 43．15km
岸0．45km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 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热量 皿热带季风气候，温
亚热带季风气候，温

亚热带季风气候，年温适中，四季宜人，雨量充沛，热

温适中，雨量丰沛、年 较优，年平均气温16．9～ 暖、湿润，热量较优， 量较优，年平均气温16．8～18．I'C，年平均降水量

气 平均气温15．8～ 17．6℃，年平降水量1315～ 平均气温17．0～
暖、湿润，热量较优，

1088～1553mm，台风影响较深

17．1℃，年平均降水 1650mm，四季均遭到不同程度 17．8℃，年平均降水
年平均气温17．4～

候 量1349～1520mm， 灾害性天气影响 量1315～1649mm，
17．9℃，年平均降水 i一-

四季均遭受到不同程 四季均遭受不同程度
量1192～1695mm。 }i

受台风影响较深
度灾害性天气袭击 灾害性天气影响

东部、东南部属正规 正规半日潮，平均潮差>4．Om， 正规半日潮，平均潮差约4．Om左右，潮流旋转性

半El潮，椒江河口附 最大达7．Om以上。隘顽湾波浪 正规半日潮，潮差大，
正规半日潮，潮差大， 强，呈左旋性质，波浪作用强．但沿浦湾波浪作用较

海
平均潮差4．Om，最大 弱近为非正规半日浅海 作用强，年平均波浪高1．Om。最 平均潮差>4．Om，最
潮差6．O～7．Om。台

≮
～

潮，潮差大，年平均潮 大可达10．Om
大可达8．34m。潮流洋

风暴潮显著。最大增 《差海门为4．Olm，最
以往复流为主。波浪

‘

大达6．30m。 水极值>3．Om，潮流
水 作用较小，年平均波

以往复流为主。湾东潮流以往复流动为
高0．5m，最大波高

主。湾外波浪作用强， 部平均波高1．Om。最
文 2．8m

年平均波高1．2m，最 大波高10．Om

大达14．4m

、

悬沙含量高，至椒江

口可达109／m3，悬沙 悬沙含量较低，底质 悬沙含量季节变化明 ’

来源丰富，底质以粘 以粉砂质粘土为主。 显，冬高夏低，泥沙来 #

沉 土质粉砂为主，其北 悬沙含量隘顽湾较低，漩门湾高， 三面群山环抱，向南 源丰富，底质为粘土
悬沙含量低，底质以粉砂质粘土为主，海域开阔，岸

积 侧粉砂含量大于南 底质为粘土质粉砂和粉砂质牯 开口的半封闭海湾， 质粉砂和粉砂质粘
线曲折，沿浦、大渔两湾潮滩发育，渔寮湾为砂质海

地 侧。湾内水深大多 土。岸线曲折，半岛，岬角、海湾相 湾顶及其西侧潮滩发 土。它是瓯江、飞云
滩

貌 <10m，椒江口外发 嵌。漩门堵口后，潮滩淤涨迅速 育，港汉众多，处于缓 江、鳌江三个河口湾， f1

育了水深<2．0m，长 慢淤涨状态，深槽靠 岸线较平直，潮滩发 i；

18km拦门沙，潮滩发 近玉环岛一侧 育，处于淤涨状态

育，且趋于淤涨状态
) }

，

●，

{’
开 重点开发港口和滩涂

农、渔、盐、果综合发展。在漩门湾 水产养殖和贝类苗种 以港口开发为主，积
k

发 资源，发展柑桔。在大
重点发展水产养殖，建立苗种基 基地，同时开发港口 极进行围涂．发展种 发展盐业、亚热带果木，及渔业

方 陈岛建立渔业和水产

向 加工基地
地 和潮汐能、盐业资源。 植业、养殖业和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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