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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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第2款规定： “海湾为凹入陆地的明显水曲，其水曲的

面积要大于或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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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同时该

公约第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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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m2以上者有150多个，面积在5k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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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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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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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包括水域周围

的陆域部分。我们把海湾看成由海水、水盆、周围和空域共同组成的综合自然体。由于

它处于陆地和海洋之交的纽带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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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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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大型海湾周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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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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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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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正策的贯彻，海湾在全国的。门户一地位

将日益加强。
‘一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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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湾环境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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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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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单位，从北

向南排列，各分册的名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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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即可被利用．它作为海湾

环境要素本底资料还有其重要的保存价值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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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海洋局1987年下达的计划任务，中国海湾志浙北‘分册的编写工作，由东海

分局和第二海洋研究所在1988年内共同完成。 ．．’．．一、!

浙北分册范围北起长江口南汇咀，南至浦坝港南岸。入志．的大小海湾包括l 1．杭

州湾，2．宁波一舟山深水港，3．泉山港，4．三门湾，5．泉山县东部中小海湾，

6．浦坝港等。各海湾的地理位置及区域范围见图0-0-I和表0-0-1：：＼1 i

其中_宁波一舟山深水港一是依托大陆的由群岛环抱的港湾形海湾。·．‘-它主要由一系

列深水潮汐通道构成，．并不严格符合海湾定义。但由于其区域地理位髯重要和具有巨

大的开发功能，故单列一章入志。 ，一 !

按照分工，东海分局为主完成杭州湾的编写．海洋二所着重完成其他各章，并负责

金分册汇总，统稿和定稿工作． 。’
’＼、

本分册编写进度大致是t 1987年下半年至1 988年上半年，在以往海岸带调查基础

上。根据各海湾所缺的资料程度进行部分外业补点调查(中、小湾一般不补查)，同时还

进行了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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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这

些意见和设想都在志书里得到恰当的反映。浙北分册正文约38万字，插图134幅，照片

9张，卫星照片6幅。初稿于1988年9月底完成，lo月至11月先后在杭州和上海召开

报告会，进行初步的审查修改．予12月中旬底完成统稿，在此基础上打印，成册。予

1989年1月9～1】日在杭州提交专家审查。同月17～19日在青岛通过国家海洋局验

收。然后，根据专家和验收组的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提炼，并于1989年5月集中青

岛，由编委会统一作最后修定，予8月底交付出版。 ’一 ，j．

浙北分册的编写，在统一要求的基础上，对不同海湾，按其大小和开发功能差异，

内客有所侧重．对大型海湾，按多功能海湾对待。．内容全面按编写提纲编写，但是，根

据各海湾的主要开发功能不同，编写侧重不同。以港口开发为主的海湾(宁波一舟山

深水港)，海洋水文、地质、地貌、泥沙和沉积等内容为其重点。，’港，口资源和工程地质相对

也有较多反映’以养殖为主的海湾，则着重于海洋生物、海洋环境化学、沉积及水动力

等资料的反映，如象山港，三门湾等’对于中、小海湾，一般以搜集，调访资料为主，按资

料占有程度进行相应内容编写。对于位置毗邻，性质相似的小海湾，-归并二起编写，如

象山县东部诸湾。 2·。 ．-．．r ·+
-·-．．

海湾志的编写内容力求建立在最新的调查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分册尉用的资料主

要有上海市和浙江省1981,--,1986年完成的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的成果和报告，

上海市和浙江省地质矿产局系统近年来完成的1／20万的区域地质报告和水文地质报

告．以及东海分局和海洋二所近年来在杭州湾、宁波一舟山深水港、象山港进行的环

保、港口资源调查获得的最新成果资料等。其次，上海市所属的南汇，金山，奉贤，浙江省

C 1)



的平湖、海盐、萧山、绍兴、宁波，慈溪、镇海，鄞县、奉化，宁海，象山，三门、舟山等市县的科

委、农委、农业局、农业区划办、计经委、交通局、水产局、林业局、水利局，环保局、县志办都

提供了最新的规划资料，使得海湾志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至诚的谢忱。具

体引用的资料内容本分册不再一一列出。这里还要感谢那些作基础统计工作的第一线同

志，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图0-0—1 浙北分册入志海湾位置示意图

(2】



裹0-0-1海湾一览表

～名 称 杭螂湾 象III港 三九游
象山县东部诸

糠填港宁渡一舟山
潦水港 海湾

拖理位置： 浙豇北部 ， 浙江北部 浙江北部 浙江中部 浙江中部 浙江中部
29。58’ 29。42～ 29024'一 2矿57’一 29。13‘～ 28。49’～
30。52’N 30。07N 29。53'N 29。22’N 29。30’N 29。OO’N

J’1。04’ ’121。43’’ J21。101— 121。25～ 1214 55 r～ 121。27，～
12l。5l’E 122。23‘E 121。23flg 1210 58‘E 1224 05’E 1214 43’E

隶 属 ’海市、浙江， 宁渡市．舟山 宁渡市，包括 宁漩市、台州 宁渡常象‘山 台州地区三门
省．包括南汇。 市．包括定海， 鄞县、奉化， 地区，包括象 县，沿}笨共．8 县、临海市．
奉贤、金flI．‘ 普陀、鳆海、 宁海、象山， 山．宁海，兰 个乡裳。 沿海共7个多
平湖、海盐、 北仑县(区)， 北龛县(区)， 门县，沿海共 裳
憨溪、绠海、定 措海共49个多 沿海共35个乡 38个多绠。
海，岱I±『、嵊泗 绒。 鲠。
县(区)。’ f曩‘7

1

梅岸类型和岸线 平痘淤泥质海 基岩海岸和淤 港湾淤泥质海 港湾淤泥质海 开激型基岩。 港湾淤泥质海
长度 岸。岸线总长 泥碾海岸。岸线 岸0卑线总长 岸。岸线总长 淤泥质海岸。 岸。岸线总长

258km。人工 总长392km，大 280 kln，人工 30Ikm，人工 岸线总长 56．2knl，人工
和淤泥质海岸 陆岸线82k111， 和淤泥质海阜 和淤泥豌海岸 120kra，共中 和淤泥质海岸
21 7knl。河口 岛屿岸线 199km，籀岩 1l?ktn，蔫岩 门前涂(湾)岸 41．6km，籀岩
岸线22km， 310km。诸水 和砂砾质海岸 和砂砾碾海岸 线长儿km。 海岸14．6kin．
籀岩和砂砾质 道口息宽 78km，河口岸 1R6km．河口
海岸19kin。 ·

32kin。 线3kmo 岸线6kino ‘，，‘ ‘。r’，

，-。●
-}

面 积 息 丽 积 总 面 积 总 面 积 总 痂 积 涂茨湾面积 总面积57km2．
500nkml．岸线 993kml．岸线 563kmz．岸线 775km2．岸线 15kml，门前 岸线至理论深
至理论漯度基 至理论深度基 囊理论漯度基 覃理论澡度基 涂(湾)面积 度基准面
准呵550kin2， 准面81．5km2， 准面17l km

2． 准曲i295km 2。 54kin2，高湾 39．6kinz，理
弼l论深度葛准 理论深度基准 理论深度基准 理论深度基准 ．'t4km2。昌国 论深度基准面
面“瀑面积 面以涤面积 面以涤面积 面以漾面积 湾2km2。岸’ +以深面积

未‘ j 二
。1

’

4550kmz。 911．5kinz。 392km
2
o 480kml。、’ 线至理论深度 17．4tm-。·

基 准 面
90．8km2，其
中大 目 涂
71．3km2。

姆洋水文特征 大椰分为浅海 东熟为正规半 正规牛H潮， 正规半R潮。 工；【大目涂为 不正规牛日
牛日潮，大脞 日潮，西部北 涨潮历时长于 涨潮历时略长 饲．正规半日 潮．潮差大，
山附近为正规 仑田港区为不 落潮历时。潮 于蓐潮历时． 潮．平均潮差 口门平均太潮
牛H潮．甬江 正规半日潮， 整大，港口西 潮差大，平均 3．05m，最大 潮差为5．2m。
口附近为不 涨潮历时短于 泽站平均潮差 潮燕大于 潮莘5．J6m。 潮流为非正规
正规乍日潮． 落潮历时。潮 3．18m．港顶 4．om．港顶巡 潮流为牛日浅 牛El浅海潮
涨潮历时短于 差小，平均潮 红畦塘达 栓司最大潮差 海潮流．形式 流．形式为往
落潮历时。潮 差2．0m．自东 3．74m。眄泽 7．75m。潮流 为往复流。平 复浣。涨潮厉
差大．潮流强． 向两减小，北 最大潮荒 为不正规牛El 均流速16"．- 时略大于落潮
湾口大截山萃 仓港l 7Im。 5．65m。潮流 浅海潮流，形 5Sepal·．最大 历时。口n萃
均潮差2．89m． 正规牛R潮流 为不正规牛It 式为往复洗， 流速114cm／8。 均流速40-,．-
至湾顶澉浦达 和不正规牛日 浅海潮流，联 大潮季均演藩 年平均菠高 68cm／s，实测
5．54m．最大 潮流，形式为 潮平均流速20 4n～80,em，5． 0．4m，年均周 最大洗速
潮差达8．93m． 往复流，大潮 -,*-50cm／8．落 突测最大洗逮 期7．2·，实测 126cm／a．
多羁不正规半 平均流速50"-- 潮平均流速27 200cm／s，据 最大渡高
日潞流，形式 100cm，o，实 ～65cm／·．实 风速资料推 2．3m，最大周
为往复流，湾 测最大淀速 测展大淀速 算．湾中部平 期14．2·。
口断面平均流 370em／＆． 受 l 83em／J， 波 均渡高0．3—
速256cm，_． 地形影响．船 浪鞍小．口门 0．舳1，最大
湾内断面为 流和漩涡技 附近年平均波 波高3．6m。
269cm，·，湾 多。年平均波 高0．4m．平均
顶最大流速达 高0．2～0．4m． 周期4．5·，实
408em／so年 平均周期2．2— 测最大波高
平均渡高0．2 3．61，最大波 1．8m．最大周
～0．5m，平均 高4．2m。 期17．O·．
周期1．4—
3．8·，最大波
高6．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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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舟山 互九湾
象山县东部诸

摹’名+称， 抗期湾 象llI港 +浦埂港
瀑水港 湾海

沉积地貌特征 喇叭型强潮河 众多岛屿与大 东北_二西南走 星搀扶向内陆 开敝型海湾。 近东一西向深
口湾。悬沙含 陆环抱的海 向的狭长型半 深嵌的牛封闭 海面宽阔，岸 天内陆的牛封
量高，一般为 域。水道纵横， 封闭海塘。口 海湾。岸线曲 线曲折，平均 闭海湾，圣长

，， 0．5—5．Okg／ 水澡流顺，悬 门宽20km，水 折，港汉纵横， 悬沙含量0．18 19km，港道_宽
mo．泥沙运移 沙含量一般为 澡7—8m，港 舌状潮滩发 —0．53kg／m3。 浅，港阏300一．

以大进大出为 0．2—0．4kg／ 内较窄，宽约 育。水道水漾 底质以牯土质 1900m，水漯

主，净沉积少。 ms。底质类型 3-、一8km。港中 一般lOm，最 粉砂为主。潮 3‘．-7m，潮滩

底质主要由牯 复杂多样，粘 部最大水深 大水深48rn。 潍处于缓慢淤 发育。大潮息

土质粉砂、粉 土质粉砂分布 55m。口门息 忌沙含量年平 涨状态，沉积 沙含量0．2—

砂细砂质粉砂 最广，主要分 沙含量高，港 均0．3kg／m 3。 速率5em／a， 0．8kg／m3。

组成。水涤大 布在水漾 内水清沙少， 口门含量高， 基岩海岸和砂 底质主要为牯

多8—10m，北 30m以内的浅 淤积菇微，与 向港顶降低。 砾质海岸岸滩 土质粉秽。湾

岸自金山至海 水区和潮潍， 口外水沙交换 与口外水、沙 稳定。在爵溪 顶为粉砂质牯

盐发育长约 而深水区和水 缓慢。底质以 交换较为活 下涉、大岙、 土。岸滩和港

60kin深槽。最 遭以砂和秽砾 粘土质粉砂和 跃。底质以牯 旦门西洋山湾 域处于缓慢淤
大水深51m， 等粗粒物质为 粉砂质牯土为 土质粉砂和扮 见有海滩岩。 涨状态。
大致可分湾顶 主。海底地貌 主。岸滩在口 砂质粘土为

沙坎区。湾中 复杂．航门水 门地段缓慢淤 主。西部和北

潮流脊、槽系 道发育了深切 涨，港内岸滩 部岸滩缓慢淤

和河口浅滩三 的冲则槽．最 稳定，沉积速 涨，加上人工

大区。岸滩不 大水涤118m． 率缓慢。 促淤．潮滩沉

稳定，大冲大 岸滩较稳定， 积速率5em／&，

淤，具有南岸 淤泥质岸滩处 西南部岸滩稳

淤积北岸冲刷 于缓慢淤涨状 定。

的总趋势，海 态。

岸工程对岸滩
发育起控了制
作用。

开发方向 北岸金山一澉 以港口开发为 水产养殖为 水产养殖和围 以嗣涂为主， 围涂，发展种

浦以港口开发 主，并发展养 主，发展中小 垦并重。并发 发展种植业、 植业，盐业和

为主，建立能 殖、盐业和旅 型港口。 展盐业和中、 盐业和水产养 水产养殖。
源基地；南岸 游业。 小型港口。 殖。

以围涂为主，
发展种植，淡
水养殖、海涂
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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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杭州湾

第一节概 况

一、自然地理概况，
．j

琏 7

杭州湾位于浙江省北部、上海市南部，东临舟山群岛，西有钱塘江注入。杭州湾盼

范围，东起上海市南汇县芦潮港至镇海区甬江口，西接钱塘江河口区，其界线是从海盐

县澉浦长山至慈溪、余姚两地交界处的西三闸①，见图1-1-1和表卜1—1，杭州湾北岸．

为杭嘉湖平原(包括上海市南部三县的长江三角洲平原)l南岸是宁波平原、三北平原

(镇海、慈溪、余姚三县北部)。由于杭州湾实际上是钱塘江口外海滨段，两者关系甚

为密切，故此，本章部分内容将叙述到钱塘江河口区及其南岸的肖绍平原。 ．

哀1-I-1杭州湾起迄点位置

杭州湾是东西走向的喇叭型强潮河口湾，具有潮流急，潮差大，海水含沙量高的特

征。湾西波澜壮阔的钱塘江涌潮著称于世。 ，．

． 杭州湾东西长90km，湾口宽lOOkm，湾顶澉浦断面宽约21kirt，面积约5000km2，

其中岸线至理论基准面以上滩涂面积约550kin2，钱塘江河口段滩涂面积约440km2。

杭州湾北部有大、小金山，外浦山、菜荠山，白塔山等，湾中部有大、小白山，滩浒山{

和壬盘山等，湾中偏南有七姐八妹列岛的东霍山，西霍山、大长坛山、小长坛山等，湾

南部有七星屿，獬浦泥螺山等，湾口附近有大、小戢山、崎岖列岛、火山列岛、金塘岛，

等。 ．

杭州湾两岸多为平直的淤泥质海岸。海岸线长258．49km，其中人工及淤泥质岸线

217．37km；河口岸线22．08km，基岩及沙砾质岸线19．04km。

杭州湾湾口至乍浦，海底地形平坦，平均水深8—10m，乍浦以西，底床以0．1 X 10-。一

02×10_3的坡度向钱塘江上游抬升，至仓前附近最高高出基线约lOm。杭州湾北岸深

槽沿岸继续分布，总长度约60km，其水深一般为30—40m，最深处达51m，杭州湾南

岸七姐八妹列岛附近，有一条长20km、脊线高出周围海底3—7m的突起地形．

①另一种观点认为，杭州湾垮顶应在杭州闸口·本文系泵只浙江省海岸带裔源综合呷查哆确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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