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NGTAN删H俎n．珊I
平潭县海域志

《平潭县海域志》编纂委员会

华艺出版社

1992年10月



《平潭县海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林文宝

副主任任恢俊王金生张伟翔

主孺一张伟翔
副主编林学瑞念克谦王昌麟

编辑(按姓氏笔划为序)丁云清

王辉平刘宏焰李积安

林庆衍施孙福黄跃平

摄影陈菊生



谨以此书献给
平潭建县八十周年庆典



挲．≮Ii．。●≥0’．|||一i，鼍．j圈霍窿．』j．。．、。I?≯一?。。：i’^-i!饕麓量

蕊蓬’
⋯

≯!誊j：≯ ．，；。．孽i I¨妻‘澜

巨。譬”∥、凄≤鎏‘0霉溪≮“一i“-|，：j。÷0委篓毫毫溺
1‘。 冀、r‘ 。 岛一一、i_奠“、 j。 -‘?：．辫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祝平潭建县八十周年丛档之四



序

平潭是全国第五大岛。海，对平潭来说，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平潭县海域志》是我县编纂的第一部关于海

域的大型重要资料书。．她是以全国第一次沿海岛礁地名

普查的成果资料为基础，吸取了有关部门和地方志等宝

贵的历史资料，精心编纂而成的，全书较系统地记述了我

县地质、地貌、气候、水文、资源和交通以及1200多个

地理实体的自然和人文情况，并较严格地进行了海域和

岛礁地名的标准化处理，内容丰富，可读性强。这对发掘

平潭岛的历史文化，制订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规划，加快海

岛的开发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当今世界

“蓝色革命”正向人类展示出新的广阔前景，《海域志》作

为一项基础工程，无疑将愈发显示她的巨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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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序

社会的进步，是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各方面诸多合力

的结果。借此机会，谨向为《海域志》的编纂，为平潭事

业的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的同志们，表示敬意。

雄支宝
1 992年8月25日



凡例

3

一、本志书为平潭县第一部反映海域状况的大型资料书。是

在平潭县海域地名图、志、录的基础上扩展范围、增加篇目、深

化内涵、完善体例编纂而成的。

二、本志书采用综述和分述相结合的方式编纂。综述了平潭

县的地貌、地质、气候、水文，海域资源、岛上资源、旅游资源、

新能源、交通等。记载了海、海峡、海湾、港湾、澳口、水道、岛、

礁、沙、滩、岬角各类自然地理实体1200多条的自然概况和人文

情况。力求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科学性强。

三、本志书以国务院、中央军委部署的全国第一次沿海岛礁

地名普查所取得的成果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司航保部编印的

《中国海洋岛屿简况》和l：50000海图；省内外和本县各有关部

门提供的最新资料；地方史志资料；1990"-1991年地名补查和资

料更新成果表等为依据。

四、本志书主要供县(团)级以上党、政、军机关和海洋、航

运、渔业、旅游、交通、文教、科技、新闻、出版、行政管理等

有关部门使用。

五、本志书由中共平潭县委书记刘嘉静题笺书名，县长林文

宝作序；卷首有平潭县概况、平潭县政区图；全书分海域环境、海



凡例

域地名、实体与名称演变三大部分．共有14章4l节，穿插地图

22幅，照片28帧。附录《平潭县海域志》编纂始末，海事纪要。

为便于检索，编排了地名首字笔划索引，汉语拼音音序对照。海

域地名图分幅索引。 ．

六、本志书中的条目(景点条目和地名条目)顺序，均按地

理座标从北到南，由西到东逐分推移排列，经纬度—般以中心表

示法表示，范围较大的自然地理实体，采用跨度表示，经纬度一

律表示到度、分。

七、本志书断限时间，上限依事延伸，不予限制，下限一般

断至1991年年底，个别事项延伸到出版之时。

八、本志书的度量衡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标准。

数字的书写按国家语委等部门颁发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暂行规定》执行。

九、本志书中的海拔高程是以1956年黄海平均海平面为0起

算的，干出高度为自然地理实体在退潮后露出水面的高度。

十、本志书涉及实体的相对位置，所在政区以及县乡(镇)的

界线，均不作为行政归属的依据。

十一、本志书中的地名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

例》，福建省人民政府《地名管理办法》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颁

布《福州市地名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精神，以“法定的书写，标

准的读音，健康的含义”为原则，经过标准化处理，按法定审批

程序审定的法定地名，各单位使用海域地名时，应以本志书中的

标准名称为准。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审批手续，都

不能任意更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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