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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海湾志》共分14个分册，本书为第八分册(福建南部海湾)。书中分述了闽东南

沿岸的湄州湾、泉州湾、安海湾、同安湾、厦门湾、佛昙湾、旧镇湾、东山湾、诏安湾和宫

口湾10个大小海湾。内容包括各海湾的概况、气象与气候、海洋水文、地质与地貌、沉积与

泥沙、海洋环境化学、海洋生物资源及开发利用综合评价。本书具有内容颇新、资料颇全、数

据准确、详细程度适中等特点。本书可帮助人们较系统地了解所述海湾的自然环境因素、海

湾演变规律、生物资源特征等，为开发规划、管理、科研、生产和教学提供了实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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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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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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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水路一河流一联系了流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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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海猎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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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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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的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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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汕头港进港航道的淤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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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山港的堵坝，海参减少90％。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许多泻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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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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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海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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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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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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

19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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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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条第二款规定：“海湾为凹入陆地的明显水曲，其水曲的面积要大

于以湾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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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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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惯例并为着量测和应用的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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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in2以上者有150多个，面积在5k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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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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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包括水域周边的

陆域部分。我们把海湾看成由海水、水盆、周边和空域共同组成的综合地貌体。由于它处于

陆地和海洋之交的纽带地位和优越的开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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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大型海域周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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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我国利用海湾发电和围海造田多数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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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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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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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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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厶¨u，1H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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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用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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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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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经济状况，气象、海洋、水

文、海湾周边地质、地貌、海底沉积与泥沙、海水化学、沉积化学、生物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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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和河口为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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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海湾

台湾省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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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做为科研、教学单位开展海湾开发

利用研究的实际资料。海湾志与其它志书不同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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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做为海湾环境要素本底资料还

有其重要的保存价值。

陈则实



编者说．明

《中国海湾志》第八分册收录了位于闽东南沿岸的北起莆田县的忠门半岛、南至闽粤交

界的铁炉岗的10个大小海湾，即湄州湾、泉州湾、安海湾、同安湾、厦门港、佛昙湾、旧镇

湾、东山湾、诏安湾和宫口湾(图1—1)。这10个海湾的岸线总长度达726．81km，湾域的

总面积约为1358．57km2其中，湄州湾、泉州湾、厦门港、东山湾和同安湾是开发程度较高的

大中型海湾，而其他海湾也是闽东南沿岸具有重要开发价值的中小型海湾。另外，大港湾和

深沪湾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湾的规定而未收入册。

‘本志编纂工作白1988年初开始，至1989年底结束。重点海湾按编纂大纲要求，搜集了

海岸带和前人在科研和生产中所获得的气象、水文、地质、地貌、生物、社会经济、地方志

等大批资料，同时，还确定了足够密度的水文、海水化学、沉积泥沙、沉积化学、海洋生物、

地质地貌填图、浅地层剖面测量等项目的现场补充调查；并且，进行了室内样品分析、生物

标本鉴定、资料计算等项工作，取得了大量实测数据。一般海湾也安排适当补测项目，填补

了部分海湾的资料空白。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上述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之后编纂了本

志。根据目前所掌握资料情况，本志具有内容颇新、资料颇全、数据准确、详细程度适中等

特点，并对某些自然环境因素进行了规律分析、评价，提出了海湾开发基本方向和建设性意

见。因此，本志将帮助人们对海湾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和资源特征有个比较系统了解，同

时也将对各海湾的开发规划、管理、科研、生产和教学等提供有实际价值的资料。福建省是

我国沿海地区海湾资源较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在我们编纂过程中也同样遇到资料不足、研究

程度差等方面的困难，但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使我们的编纂工作能按大纲要求而顺

利完成。．为此，对有关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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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面积(kin2) 最
湾 口门坐标 口门

成因 海岸
岸线 大

宽度 隶属
类型 类型

长度
滩涂

水域面积 水
名 (kin) (km) 深

N E
面积 (m)水深(m) 面积

25。07，25” 119。08750”

25‘06f18’。 119。09'0777
莆田市 龄泥质海岸，砂质

0～5 95．99
湄

25。03|15“ 119。05736'／ 5～lO 39．67
州 9．5 仙游县 构造湾 海岸、基岩海岸， 186．57 207．04

lO～20 56．7l
52

湾
25。02710” 119

o

047I 4，7
惠安县 局部有红树林海岸

25
o

02f32|‘ 119
o

Ol 730，， >20 24．36

25。03"06” 119。Ol 700”

泉
24。51121“ 118。46730” 惠安县 凝泥质平原海岸、 O--5 32．98

州
24‘49。则| 118。4575077 泉州市 构造湾 眇质海岸．基岩海 5～lO 10．97

湾
24

o 48f埘| 118。45750，7
8．92 80．18 80．42 25

晋江县 河口湾 阜，局部有红树林 lO--20 3．56

24‘46‘20’| 118。46／5077 石狮市 晦岸 >20 O．25

安
24。377337 118

o

25756” 晋江县 原生，次生
O--5 2．8l

海 O．8 龄泥质平原海岸 33．53 9．79 5～lO 0．5l 12．5

湾 24。37，42” 118
o

26720" 南安县 混合成因
lO--20 0．03

同 24。32718” 118。1373077 同安县
凝泥质海岸、红土

O--5 25．73

安 3．6 构造湾 台地岸，局部基岩 53．66 50．4l
5～10 9．60

22

湾
24

o

31。48“ 118。ll，25” 厦门市 lO--20 5．82
海岸

>20 0．49

24‘25f28f‘ 118。0775877
淤泥质海岸．‘基岩

O～5 66．89
厦 24。2371 o，7 118。10720”

厦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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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册海湾一览表

水文状况
自然

开发现状
灾害

潮汐 潮 流 余漉 波浪

正规半日潮．最大潮差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 表层余流向湾外，底层余流向
前田侧：港口、养殖、

7．59m，最小潮差2．22m， 隐定来复流，涨潮流向湾内。大潮表层余流流速
常浪向NE，

台风
旅游、盐业．煤码头，

平均潮差5．12m， 障内，落潮流向湾外 23．5cm／S，底层10．8cm／s；
强浪向S

风暴潮
电厂、钢铁

T羲．．Sh52min， ，J、潮表层余流速21．0cm／s，底 干旱
惠安侧：杂货，石油码

头、盐业
珞：6h33min 层5．2cm／s

多功能港口

正规半日潮。最大潮差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稳 因地而异。大部分余流流向为

6．68m最小1．22m，平均 定来复流，涨潮流向湾 巳s，部分为NE、NW，表层余
常浪向SE’

台风

潮差4．27m， 内，落潮流向湾外 流最大 29cm／s，最小 风暴潮 港口．海水，滩涂养殖

强：6hl Imin， 20cm／s；底层余流最大
强浪向SE

地震

如：6h14min 32cm／S，最小8cm／s

非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余流流向偏北。表层余流很 障内强浪向
台风

小犁港口．

为稳定来复流 小；底层余流最大17cm／s， gW，湾口强
风暴潮

水产养殖业
最小3cm／s 浪向SE 盐业

正规半日潮，最大潮差 非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 湾口流出。表层余流为逆时针
刘五店港区

6．02m，最小潮差1．99m， 稳定来复流，涨潮流为 环流，’底层余流沿南岸流出，
强浪向SSE， 台风 水产养殖，中小港口、

平均潮差3．95m， N。Nw，落潮流为其他余流流速一般不大，约
五通港区强 风暴潮 嗄门侧盐业．旅游

‰：6h8min， S、ES 10cm／s
狡向B SSE

％：6h16min
正规半日潮，最大潮差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 fL龙江河口表层余流向东，底

6．42m，最小潮差0．99m， 来复流 罢余流向西。流速一般均大于 常浪向偏E，
台风

多功能港口(商．客，

平均潮差3．99。 0cm／s．西港海域表层余流贴强浪向偏E
风暴潮

军、渔、旅游)水产养

强：6h18min， 晓西岸北上，底层沿主航道南 和ENE 殖，盐业

k：6h7min F，存在逆时针环流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 余流流速最大9．1cm／s，流向 常浪向SE， 台风
水产养殖(滩涂浅海)盐

隐定来复流涨潮流向湾 东南；最小3．7cm／S，流向西 强浪向SSE, 风暴潮

内，落潮流向湾外 南 SE、ESE 干旱
业，地方渔港

正规半日潮。最大潮差 非正规半H潮流，形式 余流流速5-8cm／s。表层余

4．85m，最小潮差1．13m， 稳定来复流，涨潮流向 流流向南，底层余流则流人湾肉 常浪向赃， 台风
中小型港I=l(杂货、对

平均潮差3．09m 北人湾内，落潮流向南 SE．ESE． 风暴潮
台贸易码头)水产养
膻、盐业

出湾外

非正规半日潮。最大潮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 上层有一个反时针方向的水平
差4．14m，最小潮羞 隐定来复流，涨潮流沿 余环流；同时存在底层流向湾常浪向盹

台风
巷口(渔港．杂货、军

O．43， 平均潮差各水道纵轴方向指向湾 顷；上层流向湾外的垂直余环 强浪向酬E，
风暴潮

港)、水产养殖‘滩涂、

2．3m。取6h31min， 顶，落潮流沿相反方向 流 S 浅海)盐业

h 5h54min 指向湾外

非正规半日潮。最大潮湾口为不正规半R潮流 湾内余流流向WS，WN表层

差2．94m，最小潮差．湾内为正规半日潮 余流最大7．9cm／s，最小常粮向NE,
台风

0．93m，平均潮差流．形式为来复流 1．9cm／s；底层余流最大强浪向SW，
风暴潮

渔业，水产养殖、盐业

1．74m．强：Th5min， 5．9cm／s，最小1．8cm／s ⅣSW

％：5h21min

非正规半日潮 正规半日潮流，形式为口门余流流向ES．表层余流
台风

来复流 12．9cm／s，底层约6cm／s．湾 强浪向SSW
风暴潮

小型港口水产养殖

内余流流向西南，约5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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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状况

第一章湄州湾

第一节 概 况

湄州湾位于福建中部沿海，北邻兴化湾，南邻泉州湾，湾口有湄州岛作为屏障，是福建

沿海天然优良港湾之一。湾内三面被大陆环抱，东面为莆田县，西面为惠安县，西北面为仙

游县。港口朝向东南，人台湾海峡。本湾海岸线曲折，主要由基岩海岸组成，局部出现淤泥

质、砂质和红树林海岸。海岸线长186．57kin。湄州湾属于隐蔽性和稳定性较好港湾，湾内

具有潮差大和水深大的特征。海湾总面积达423．77km2，其中滩涂面积为207．04km2(并以

潮滩为主，局部为海滩)，水域面积为216．73kin2。湾内大部分水深均在lOm以上，并从湾

内北侧、东西两侧向中心航道、南侧和湾口逐渐变深。最大水深达52m。湾内岛屿层层阻

挡，口内有盘屿，大竹岛、小竹岛、大生岛，湾内又有横屿和山乐屿形成两道天然屏障。湄州

湾周边无大河溪注入(仅在西北角有一条枫亭小溪注入)。口门附近无拦门沙发育。湄州湾

为多口门的海湾，从东北部文甲口经采屿、大竹到西南部后屿等共有4个较大口门，其宽度

共达9．5kin。湄州湾属构造成因的海湾(图1-1-|)。

二、海湾周边经济状况
■

城镇、人口和交通

湄州湾区周边跨越3个县，包括2个工业区、10个乡和1个镇，即秀屿，肖厝港口工

业区，湄州、忠门、东庄、灵川、南埔、后龙、山腰、辋川、东岭、净峰乡；枫亭镇。总人

口85．17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9．167万人，非农业人口2．51万人，渔业人口3．497万人；

分别各占总人口的92．95％、2．95％、4．10％。土地总面积为668．34km2。人口密度为1274．4

人／km2。各乡镇人口、土地面积及其密度列于表1-1-1。

该湾周边以居住汉族为主，另外尚有回、苗、番、壮等少数民族，流通语言有莆仙和闽

南方言。

湾区周边水陆交通十分方便。秀屿和肖厝港区有公路分别在莆田的城关、仙游的枫亭和

惠安的龙头岭等三处与福厦公路干线相接。各乡镇每天均有直达班车来往于莆田、仙游和惠

安城关，各乡镇之间也有公路相通，水路交通发达，湄州湾位于湛江、上海两大港口和本省

福州、厦门港的中点，与台湾隔海相望，靠近港澳和东南亚。目前，湾内有各种吨级运输船

只通往上海、马尾、泉州、厦门、香港等国内一些港口及部分国外的较大港口，湾内尚有一

些小货客船来往于文甲、宫下、山腰、辋．／tI、枫亭等小港口之间。

工业、农业、林业和渔业

工业湾区周边近几年来乡镇工业生产发展较快。据统计目前湾区周边主要工业种类

有：轻工、机械、建材、电子、服装、运输、拆船、食品、水电、铸造、粮油加工、化工、

鞋革、炼钢、石雕等。1987年的工业总产值达19741．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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