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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 t? 一

本分册记述了海南省海口湾、铺前港湾、清澜湾、小海湾、新村湾、牙龙湾、榆林湾、三亚湾、洋浦湾、后水

湾、金牌湾、马袅湾和澄迈湾的社会经济状况、历史沿革、气象、海洋水文、周边地质、地貌、海湾沉积、海水化

学、沉积物化学、海洋生物资源及综合开发评价等，是制定海湾发展规划、开发利用和海湾管理的翔实资料及

科学依据，也可作科研和教学单位开展科研和教学的基础资料。另外，本分册附录中还收入了龙湾、石梅湾和

棋子湾的自然环境特征。以供有关单位工作中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

中国海湾志第11分册／陈则实主编；中国海湾志编

纂委员会编．一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3

ISBN 7—5027—4272—7
。

I．中⋯ Ⅱ．中⋯ Ⅲ．①海湾一概况．中国②海湾．

概况一海南Ⅳ．P722
‘

m8墅幽馑』8Ⅱ遁琶U塾彰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7)第03576号

责任编辑王加林

责任校对李慧萍

II l事之囊姓 出版发行

(100081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北京市燕山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5月第1版i_1999年5月爿匕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义；t092。1／16。印张：28．25插页s11

字数：680千字～，印数：1’800册

定价：75．oo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限国内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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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

一、本分册共收录海南沿岸海湾13个，依次为海口湾、铺前港湾、清澜湾、小海湾、新村

湾、牙龙湾、榆林湾、三亚湾、洋浦湾、后水湾、金牌湾、马袅湾、澄迈湾。另外，龙湾、石梅湾和棋

子湾虽不够入志标准，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已将它们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日程，具有重要经’济，价

值，故以附录形式录入本志。除金牌湾、马袅湾、澄迈湾因地域相邻，海区自然环境相似而被合

编一章外，其余海湾各为一章，共11章。

二、本册编写中。因受经费限制未作补充调查，仅在地方海洋部门的支持下，进行过短期

实地踏勘。本册资料主要来源于海南岛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另外收集和查阅了

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近年完成的海岸与海洋工程调查报告。

三、本志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除公开发表者列在每章后的参考文献中外，还有许多未公

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未能列出，望请作者见谅。并致谢。 ．．

四、本志所用经济数据均采用1987～1993年海南省统计年鉴和海南年鉴中公布的资料。

五、本志行政建制以1988年底为准，以后有变动者，尽可能作相应调整。

六、本册编制工作由海南省海洋局主持，国家海洋局第一、第二、第三海洋研究所共同协

作完成，其具体分工如下：

海南省海洋局负责龙湾、棋子湾的全部和其他各章概况，开发利用综合评价2节的编写任

务。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负责石梅湾、新村港、牙龙湾、榆林湾、三亚湾5章的气象与气

候、海洋水文、周边地质与地貌、沉积物与泥沙、海洋环境化学、海洋生物与资源6节的编写任

务。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负责洋浦湾、后水湾、澄迈诸海湾3章的气象与气候、海洋水

文、周边地质与地貌、沉积物与泥沙、海洋环境化学、海洋生物与资源6节的编写任务。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负责海口湾、铺前港湾、清澜湾、小海湾4章的气象与气候、海

洋水文、周边地质与地貌、沉积物与泥沙、海洋环境化学、海洋生物与资源6节的编写任务。

七、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诸海湾，因不够入志标准，故本志中没有列入该区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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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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是继全国海岸啭调查之后另一项系统海岸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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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国民经

济发展提供有利的自然条件。河口可以视为特殊的港湾，它以水路一河流一联系了流域；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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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渔猎为生，一些贝冢的分布正是

他们拾贝捕鱼而食的遗迹。港湾水域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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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国沿海开放城市

的建设也莫不以港IZ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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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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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汕头港进港航道的淤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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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马山港的堵坝，海参减少90％。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许多渴湖堵坝围涂等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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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河口和渴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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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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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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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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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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是深入陆地形成明显水曲的海域。湾口两个对应岬角的连线是海湾与海的分界线，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第二款规定：“海湾为凹入陆地的明显水曲，其水曲的面积要大

于以湾口宽度为直径划的半圆面积。湾口为水曲口门最窄处”。同时该公约第10条第3款还

规定，水曲的面积是位于水曲陆岸周围的低潮标和一条连接水曲天然入口两端低潮标的线之

间的面积。但我国规定，平均高潮线为岸线。依惯例并为着量测和应用的方便，本志以海岸

线作为海湾水域的边界。

我国的海湾，据初步统计，面积在lOkm2以上者有150多个，面积在5kin2以上者总和为

200个左右，依成因分为原生湾和次生湾两大类。原生湾包括构造湾、基岩侵蚀湾、河口湾和

火山口湾等4种类型；次生湾可分为泻湖湾、连岛坝湾、三角洲湾和环礁湾等。在我国的海

湾中，原生湾约占三分之二，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山地海岸，是冰

期后海进淹没沿岸低地与河谷等而成。次生湾以泻湖湾居多，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及海南

三省潮差偏小的海岸地区f连岛坝湾分布在潮汐作用不明显的浪控海岸，烟台的芝罘湾是典

型的连岛坝湾；火山口湾分布在北部湾中的涠洲岛和斜阳岛}环礁湾分布在南海诸岛，三角

洲湾由建设型三角洲围水而成，滦河三角洲与现代黄河三角洲之间的渤海湾就是一种三角洲

湾类型。

严格地讲，海湾除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水域部分外，还应包括水域周边的

陆域部分。我们把海湾看成由海水、水盆、周边和空域共同组成的综合地貌体。由于它处于

陆地和海洋之交的纽带地位．开发环境优越，所以海湾自古就是人类通往海洋的桥头堡，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人们在新石器时代就在湾畔生息，先人在那里采贝、

捕鱼，并开始了原始的航海事业。今天，海湾被视为各种海洋资源的复合区，进行了多种形

式的综合开发，尤其大型海湾周边，已发展为以航运交通为先导的经济、技术发达的城市化

带。较小的海湾则往往存在着某种资源优势，可进行单项的扬长避短的开发，如具有良好沙

滩的半开阔海湾，可辟为海水浴场，滩涂资源丰富的海湾往往成为海产养殖区。海湾还可以

用来发展盐业，修筑海湾水库等。 ．

海湾的综合开发利用，在整个海岸带的开发利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谓海岸带开

发，主要是在海湾进行的，我国24个海港城市，其中大连、青岛、厦门、湛江等17个是依

托海湾发展起来的。而14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13个位于海湾、河口。海湾与河口自古就是

我国交通海外的门户。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海湾在全国的“门户”地位将日益加

强。 ‘

在大型海湾、河口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随着现代海洋开发的迅速兴起和陆地上

工业区向海岸带迁移，沿湾地区污染日趋严重。另外，一些不当的开发项目和工程设施，使

某些海湾亦遭受不利影响或严重破坏，保护海湾环境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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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

^j¨=’，1H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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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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三个分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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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鼍

等单位参加，集体分工编纂的。编纂方法是在统一编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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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和经济条件迸行了补测或调

访。对海湾这个综合地貌体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

鬈中国海湾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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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经济状况、气象、海洋水

文、海湾周边地质地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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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广西海湾

第十三分册 台湾省海湾(因故暂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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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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0-0．1 主要海湾基本特征。

海湾
面 积(kin2) 岸线 口门 最大 淘差(m)

名称
隶属 睦度 宽度 水深 海岸类蟹 开发利用现状

总面积 Om线 5m线 lOm绂 (km) (k-n) (m) 平均 最大

秀英 1．11 3．∞ 港口及航运、海水养海口
海口市 42 5．8 29．2 7 20．5 12．5 8 沙质

湾 海口 0．82 3．3l 殖、旅游

铺 琼山
沙质、粉砂淤泥 港口、海水养殖、旅前

市、文 145 42 36 63．5 37．5 19 11 O．83 2．05
港 质 游、晒盐业
湾 昌县

清澜 抄质、红树林、 港口及航运、养殖、

湾
文昌县 40 10 29．S O．5 48．5 5．2 9 0．75 2．06

珊瑚礁等海岸 旅游、自然保护区。

小海 }

湾
万宁县 43 3．4 39．6 O．O 41．5 O．15 1．5 0．71 1．97 沙质、泥质 港口、海水养殖

：f

c 港口及航运、海水养新村
陵水县 22．6 lO．1 7．0 5．1 28．5 O．25 11．2 、0．69 1．S5 沙质、泥质+’

湾 殖、旅游

牙龙
三亚市 50．2 O．6 2．O 5．3 20．4 10．2 30．5 O．93 3．14

基岩、沙质、珊
港口及航运、旅游

湾 瑚礁海岸

榆棉 基岩、沙质、疆 港口及航运、自然保

湾
三亚市 37．2 1．5 4．8 3．4 37．2 7．7 30．4 O．85 2．14

瑚礁海岸 护区

沙质、珊瑚礁海 港口及航运、自然保一哪
三亚市 68．6 1．6 15．4 34．9 27．O 15．0 20．6 O．85 2．14

湾 岸 护区、旅游

， 港口及航运、海洋渔洋 儋 内湾 38 31 6 l
基岩、泥质、琚

业、辐海T廿开发浦 州 70．8 8．O 24．4 1．8r 3．趵
瑚礁海岸 ，；

湾 市 外捣 71 13 20．S 34
，， 区、自然保护区

东口
后 儋州 ‘j

4．1 沙质、基岩、珊 渔港、海洋渔业、度
水 市、临 127 36 15 68 75．4 13 1．89 3．94

湾 高县
西口 瑚礁海岸

’

假旅游
。，

8．2

边湾 4．5 O．5 4．0 0．O 19 O．25 2
澄

‘)

迈 澄迈 j

澄 县 、花 128．9 13 21 24 51．2 23．8 31

迈 场湾 港口及航运、旅游、
、

基岩、沙质、泥
诸 1．71 3．18 海洋渔业、临海工业

海
匿迈 马袅 质海岸

26．2 6 ' 10 22．5 6．3 17
区⋯⋯⋯．

湾
临高 湾

临高 金牌
32．5 6．5 4 12 26．4 11．2 1．5

县 湾

-注：龙湾、石梅湾、棋子湾3个海湾．因不属于重点海湾。故在本表中未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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