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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水产局局长吕来清(右)、副局长余匡军(左)1994年

5月1 5日在南麂岛考察海水养殖——国姓澳海区网箱养鱼a

鳌江渔业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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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海洋河泊的水，对于海洋生物来说，尤如土壤对植物一样重要，但

千万年来，人类并没有给它多少投入，它却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食品与

财富——鱼、虾、蟹、贝、藻等。河海是人类的第二故乡。平阳县渔业志

中涉及平阳县水产事业的发展记实，充分说明了水产事业带来巨大的

经济、社会效益。

当前随着陆地资源的日益开发，人口的增多，科技的发展，人类的

进步把发展的眼光瞄向海洋、河泊、滩涂。并大大增强了海洋的国土意

识．人们预言t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发出向海洋进军的号召。我县已

提出建设“海上平阳”战略及组织实施“科技兴海”工程，并提出“养护为

主．适度开发、持续发展”方针和“保护第一，科技先导”的开发原则。政

府在政策、规划上的引导，广大渔民群众和企业家的投资，南麂海洋开

发公司的建立，拉开了海洋开发的序幕。

在这样大气候下，平阳县水产局干部、职工，多年努力查阅文献、调

查研究，不失时机地编写了《平阳县渔业志》它尤如是一面水产事业发

展的镜子，映照着我县数十年来渔业走过坎坷道路；阐明了我县渔业生

产的地理环境、资源优势及海洋渔业、淡水渔业、水产加工、购销，水产

科技与管理等的发展变迁历程，为我县渔业今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可信的资料与数据。

我县向海洋、河泊、滩涂的深度广度开发，发展渔业生产，机不可

失，时不我待，在二次创业中，让我们投身到“耕海牧渔”的热潮中·叫龙

宫献宝。

平阳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周咸文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凡 例

一、‘平阳县渔业志’是一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详今明古的地方

性专业资料书。上限一般力求追溯事物发端，下迄1995年底止。

二，本志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整理有关资料，容科技与史实记事

相结合。

三、本志书在分县前取原平阳县史料，1981年冬分县后记新平阳

县资料。

四、本志书资料来自有关档案、志书、图书、文献、族谱、报刊、统计

年报及修志人员收集的口碑资料，经考证鉴别后载人，不一一注明出

处。(对有争议的资料和数据注明来源)

五、本志书分章，节．目，子目四个档次，以现代文体记述。



目 录

概况⋯⋯，⋯··”⋯⋯⋯⋯⋯⋯⋯⋯⋯⋯⋯⋯⋯⋯⋯⋯⋯⋯⋯⋯⋯⋯·1

第一章水域地理环境

第一节南麂渔场⋯⋯⋯⋯⋯⋯⋯⋯⋯⋯⋯⋯⋯⋯⋯⋯⋯⋯⋯⋯⋯6

一、范围⋯⋯⋯⋯⋯⋯⋯⋯⋯⋯⋯⋯⋯⋯⋯⋯⋯⋯⋯⋯⋯⋯⋯6

二：水深⋯⋯⋯⋯⋯⋯⋯⋯⋯⋯⋯⋯⋯⋯⋯⋯⋯⋯⋯⋯⋯⋯⋯6

三、潮汐⋯⋯⋯⋯⋯⋯⋯⋯⋯⋯⋯⋯⋯⋯⋯⋯⋯⋯⋯⋯⋯⋯⋯6

四、海流⋯⋯⋯⋯⋯⋯⋯⋯⋯⋯⋯⋯⋯⋯⋯⋯⋯⋯⋯⋯⋯⋯⋯7

五、表层水温⋯⋯⋯⋯⋯⋯⋯⋯⋯⋯⋯⋯⋯⋯⋯⋯⋯⋯⋯⋯⋯8

六、海水盐度⋯⋯⋯⋯⋯⋯⋯⋯⋯⋯⋯⋯⋯⋯⋯⋯⋯⋯⋯⋯⋯8

七、海水PI-I值⋯⋯⋯⋯⋯⋯⋯⋯⋯⋯⋯⋯⋯⋯⋯⋯⋯⋯⋯⋯8

八、海水中营养盐⋯⋯⋯⋯⋯⋯⋯⋯⋯⋯⋯⋯⋯⋯⋯⋯⋯⋯⋯9

九、溶解氧⋯⋯⋯⋯⋯⋯⋯⋯⋯⋯⋯⋯⋯⋯⋯⋯⋯⋯⋯⋯⋯⋯9

十、生物量⋯⋯⋯⋯⋯⋯⋯⋯⋯⋯⋯⋯⋯⋯⋯⋯⋯⋯⋯⋯⋯⋯9

十一、岛屿和明、暗礁⋯⋯⋯⋯⋯⋯⋯⋯⋯⋯⋯⋯⋯⋯⋯⋯⋯10

十二、人工渔礁⋯⋯⋯⋯⋯⋯⋯⋯⋯⋯⋯⋯⋯⋯⋯⋯⋯⋯⋯⋯34

十三、南麂港和海湾澳口⋯⋯⋯⋯⋯⋯⋯⋯⋯⋯⋯⋯⋯⋯⋯⋯34

第二节南麂列岛气象⋯⋯⋯⋯⋯⋯⋯⋯⋯⋯⋯⋯⋯⋯⋯⋯⋯⋯36

一、南麂列岛的四季气候划分⋯⋯⋯⋯⋯⋯⋯⋯⋯⋯⋯⋯⋯⋯36

二、平均气温⋯⋯⋯⋯⋯⋯⋯⋯⋯⋯⋯⋯⋯⋯⋯⋯⋯⋯⋯⋯⋯36

三、降水量⋯⋯⋯⋯⋯⋯⋯⋯⋯⋯⋯⋯⋯⋯⋯⋯⋯⋯⋯⋯⋯．．．36

四、降水日数⋯⋯⋯⋯⋯⋯⋯⋯⋯⋯⋯⋯⋯⋯⋯⋯⋯⋯⋯⋯⋯37

五、冷空气活动⋯⋯⋯⋯⋯⋯⋯⋯⋯⋯⋯⋯⋯⋯⋯⋯⋯⋯⋯⋯37

六、风速⋯⋯⋯⋯⋯⋯⋯⋯⋯⋯⋯⋯⋯⋯⋯⋯⋯⋯⋯⋯⋯⋯⋯3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