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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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水路一一河流一一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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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沿

海开放城市的建设也莫不以港口为依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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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和衰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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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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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各港湾(含河口和泻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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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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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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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河I：1海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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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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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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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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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大型海湾周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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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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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于1986年下达了编慕．《中国海湾志》的任务。鬈中国海湾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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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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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单位，从北向南

排列，各分册的名称见下表；?。， ，

分册序号

第一分册

，第二分册

第三分册

!第四分册

第五分册

第六分册

，，第七分册

第八分册

第九分册

第十分册

第十一分册

第十二分册

第十三分册

第十四分册

名 称

辽东半岛东部海湾

辽东半岛西部和辽宁省西部海湾

山东半岛北部和东部海湾

山东半岛南部和江苏省海湾

上海市和浙江省北部海湾

浙江省南部海湾

福建省北部海湾

福建省南部海湾
· 广东省东部海湾

广东省西部海湾

海南省海湾

广霭海湾

台湾雀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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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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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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 写说’明

继全国海岸带和滩涂资源综合调查结束之后，国家海洋局决定加强沿海地区海洋管理

和开发，推动经济发展，开展海湾调查研究，并编纂‘中国海湾志》。‘中国海湾志》第十

二分册(广西分册)的编写工作由广西海洋研究所完成。
7

一 广西分册范围东起铁山港-，西至北仑河口。入志的大小海湾7个s(1)＼铁山港，

．(2)。廉州湾，C”．大风江口，(4)钦州湾，(5)防城港j(6了珍珠港，(7)北各河口

(列入河口分册>。．．各湾的地理位置及其本特征见图。一1。≯，．

广西分册编纂工作始于1989年初，止于‘1991’1年4月。在编纂过程中，在系统地、

全面地收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各海湾所缺的资料程度，进行了海洋水文，海洋生

物，海水化学，沉积化学，沉积物的补点调查、分析、测试、鉴定，取得了大量实测数

据。同时还进行了社会调访，收集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生物、社会经济、地方县

志、规划、计划和文献等大量的资料。并对所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统计、整理，于

1991年4月基本定稿，’形成文字40余万，插图95幅，表格151张，卫星照片6幅。

和其他各分册一样，根据各海湾的自然环境特点及其开发功能的不同，对各海湾的编

纂内容则有不同的侧重，对宜于发展港口运输的海湾，则加重水文、地质、地貌等内容的

份量，如廉州湾、防城港等，对这些海湾的水动力条件，悬沙运移趋势等作了深入、详细

分析和论述。而对宜于发展水产养殖的海湾，则侧重海洋生物和海洋化学方面的份量}如

珍珠港、大风江口等。对具有多种开发功能的海湾，如钦州湾、铁山港等，则力求做到全

面地、系统地、充分叙述海湾环境各方面的因素，并对海湾各种开发功能的利弊进行详细

分析，找出各种开发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存在矛盾，以便为决策部门制定海湾开发规划提供

背景资料和依据。

海湾是海陆交汇的特殊自然综合体，具有独特的生态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开发潜力

很大，通常可发展成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编纂海湾志的目的是为政府部门对海湾进行科 )

学管理和开发实施提供基本资料，以便服务于经济建设。本分册索取资料、数据、内容均

以最新调查、科研、补测为准，其引用的资料主要有1983～1986年广西海岸带和海涂

资源综合调查报告，各县，市地方志、农业区划和规划报告，本单位历年进行调查、科研·

‘所取得成果资料等。以文，图形式表达。

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海洋局、．广西区科委、海洋管理处、广西科学院等部门

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并得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第二海洋研究所以及广西水文总
站钦州分站、北海海洋管区、广西海洋气象台、沿海各县政府部门、地方志办公室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合作，使本志书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表示诚挚的谢忱。

由于本志书的篇幅大，内容涉及面广，加上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

免，希专家指正。

编者

1992年8月于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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