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酊武汉港口志》编写说明

一、《武汉港口志》是《武汉市志·交通邮电志》的组成部

分，按《武汉市志》总体设计编纂。

二、《武汉港口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1年，先后搜集资料

共一千三百余万字，经过筛选．考证、汇编、试写，1986年完成

17万字的初稿，获市志办初稿成果奖。1989年又精加工成13万字

的总纂稿，经市交委审查同意印册．

三。《武汉港日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

绳，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并具有时代特

点、地方特点和行业特点，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资料文献。

四、本志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定为1985年。对于需要囊源

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五、本志记述了武汉港口百余年来的基本面貌以及1985年前

港口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记述当代以武汉港务管理局为主，对

湖北省属、武汉市属的地方港及企事业单位专用码头的基本情况

也作了简要记载。

六、本志设8类、25条目。。港埠沿革。类目下未设条目，

从宏观上纵述武汉港埠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码头。

类目下，按古、近代码头和当代码头设条目，记载不同时期码头

的建设规模、种类和功能等状况。 。港口建设”类目下，按库

场、港机设备、铁路专用线、水上镭地设条目，分别记述历史与

现状。港口客货运输按主要业务内涵分嗣设类立目，作较详的记



述． 。管理”类目下，按港日管理机构和专业管理职能设条目，

以记述港I：I管理现状为主。另设专记，记述武汉港区航道淤浅与

琉浚情况。

七，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大专院

校和本省、市港航单位的大力支持，：上级单位及专家学者给予了

指导和帮助，特表谢忱．

由于我们编纂水平有限，遗漏或错误难免，请读者批评指
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昔B鹦鹉洲

▲出口煤炭码头

▲今日长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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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专用铁路编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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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货场一角



▲今日客运港区新貌

▲昔日武汉关一带的码头

◆建设中的客运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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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El已开辟了直达日本、

香港、东南亚和转口欧洲、

V建设中的青山外贸海轮靠泊码头



曼'：

一港口现代仓库一角



*舔f丽醒

▲港口职工进修学校 ▲昔日码头工人的悲惨生活

▲港口职工俱乐部 ▲港口职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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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l

概 述

武汉港地处长江中游，长江和汉江的汇合处。自古以来成为

商舟汇集，内联九省、外通海洋的内陆天然良港，闻名于世。

地理位置居华夏腹地，独具。水”、 。中”两大优势；长江

干支水系自然形成以武汉港为轴心，溯长江西至重庆1370公里，

连接洞庭湖和湘、资，沅、澧支流；顺江东至上海1 12'5公里，连接

郝阳胡、巢湖、太湖支流。溯汉江西去襄樊532公里，连接自河、

唐河支流。港口水陆联运网辐射广远，京广(北京一广州)、武

大(武昌一大冶)、汉丹(汉口一丹江)3条干线铁路在汉相联

纵横，均与港区专用铁路线连接，距京、津，沪、穗、渝、西安等

特大中心城市均在1100一1200公里。因此，武汉港得水独厚、得

中独优的地理位置，无论在历史上和现代生活中，都处于全国经

济发展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港域江面最宽处3 800米，最窄处1 060米，航道水深，枯水期

一般在3．5米左右，洪水期大约为lo米，冬季不冻，流速较缓，常

年可通5 000吨级船舶，丰水期万吨级海轮可靠泊装卸作业。

港口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末年，汉阳郁月城、禹功矶一带就

为“建港泊舟”之所。三国至宋代，武昌夏口城、黄鹤矾一带又

辟为“新开港”。嘎、清时期，汉口沿岸逐渐发展成“九州百货

备集之所”，并为漕粮交兑、淮盐分销的集散枢纽港。

入近代，t862年1月1日，港口被迫开埠通商，港权属“洋

人”控制。为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我国官办航业和民族私营航业

在武汉港局外国航商抗衡竞争，建筑码头、仓库，经营港口客货



2 概述

运输和仓储业务。武汉港的对外贸易总额名列全国四大商埠

(广州、上海、天津、汉口)之一，持续42年占居第二位，仅次

于上海港。年度始发国内外船舶航线(1928年)多达52条，进出港

船舶达14 260艘次，总吨位为887万吨(含各国海轮811艘次，
l 79．aT船吨)，仅次予九龙和上海港，居全国第三位。

1938年lo月26日，武汉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着港口，垄

断了航运和港口主权，造成长江上下游航线不畅，货源腹地中

断，航业肃条，港口衰落。直至国民党政府溃逃时港口未能恢复

繁荣。

1949年6月16日，武汉解放，港口获得了新生。建国30多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港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民经济体系和工

业体系的不断完善，武汉港也构成了“中间开花”的经济腹地新

格局。遍及长江水系和东北、华中，华南、西南、华北等19个

省、市、自治区的货源结构，由五十年代中期的农产品和人民生

活日用品转向以煤炭、石油、钢铁、水泥、化肥、金属矿石、建筑

材料、非金属矿石，木材等为大宗货源，不仅远远超出了。九省

通衢”的腹地范围，而且货物水陆联运年均中转量占港口吞吐量

比重的70叻以上。港口年均货运吞吐量居全国内河港口第二位，’

旅客发送量居第一位。

1980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武汉港为开放口岸后，截至

1985年已先后开通了直达日本、东南亚诸国和香港地区的货运航

线，共完成进出港海轮装卸船舶305艘次，外贸货运量44．1万吨。

尤其是经香港中转的货物已通往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体现

了武汉港通江达海的外贸运输的历史地位和多功能作用。

武汉港是在解放初期，码头设施处于瘫痪状况下，开始进行

恢复、改造，扩建的。1953年至1985年，国家给武汉港的基建投

资额累计达I．87亿元，使武汉港的旧貌换新颜，港口综合通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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