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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沿海港 口现状及开发利用

王 文 介

(广东省海岸带调查队)

广
’

东省海岸线总长 8 4 4 9
.

6 公里 (其中大

陆岸线 4 3 1 4
.

1公里
,

岛屿岸线 4 1 35
.

5 公里 )
,

其轮廓 曲折错综
,

在沿海形成 港 湾 153 处
。

这些港湾是本省海上交通的重要门户
,

也是

发展海洋捕捞相养殖的重要基地
。

一
、

港 口 (海湾)类型

根据地质地形背景和外动力条件组合的

区域差异
,

J
t ‘

东沿海的港 r1 (海湾 ) 可以划

分为以
’

F类型
。

1
.

山丘溺谷港 (湾)

此类港湾多 出现在沉降的山地海岸
。

由

于地质构造的控 制
,

过去在沿海形成了一些

高低错落
、

反差强烈的山丘和谷地
,

由于海

面儿经升降
,

尤其冰后期海平面的上升
,

其

低洼谷地即被海水 溺淹而成规模宏伟
、

水深

较大的基岩港湾
。

这些港湾常年受潮流控制
,

径流和陆域来沙甚少
,

沿岸输沙轻微
,

口门

一般没有拦 门浅滩发育
。

它们常受半岛 (或

娜角) 与岛屿掩护
,

造成
“

大湾套小湾
”

的

隐蔽形势
。

此类港湾主要分布于珠江 口东西

两侧
。

此外
,

粤东的拓林湾和琼东南的牙龙

湾
、

{俞休湾也属于这一类型
。

珠江 !J东侧的大亚湾
、

大鹏湾以及香港

地区的港湾是广东最优 良的深水港湾
。

由于

海岸山脉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入海
,

分水岭南

偏
,

沿岸无大河泥沙注入
,

邻近珠江泥沙对

本区无多大影响
,

湾床地形相对稳定
.

目前
,

这些港湾湾内水深可达 1 0一 20 米
,

5 米 和 10

米等深线靠近岸缘
。

大亚湾和大鹏湾的底质

为深灰色粉砂粘土
,

是几千年缓慢沉积的结

果
。

大亚湾的平均淤积厚度每年不足 l厘米
.

香港一九龙一带海岸 岛屿错综 : 水道纵横
,

海峡水道水流急速 (如急水门最大流速可达

4一 5节 )
,

底质多为粗砂砾或基岩
,

反映海

底长期处于冲刷状态
,

形成互相 沟通的深水

航道
。

珠江 !J西侧原有一系列山地溺谷港湾
,

但由于珠江 口海岸流西行
,

珠江的入海泥沙

常年被上述海岸流挟带至此段海岸沉积
,

因

此形成 了广海湾至镇海湾一带较宽广的粉砂

粘土质平原
。

这里原有的山地溺谷港湾
,

如

那扶湾
、

上下川岛的港湾正受到强烈的泥沙

淤积 ; 但其西部的海陵山湾
,

由于海陵大堤

的修筑 (19 5 8年 )
,

减少了东向 (漠阳江 )

的泥沙来源
,

目前仍有较大 水 深 (8一 10 米

以深 )
,

堪称粤西 良港
。

拓林湾是粤东海岸水深较大的港湾
,

现

有航道水深 4一 6米
,

自黄冈河的汤溪水库和

三百门大堤筑成后
,

泥沙来源减少
,

其水体

含沙量小
,

自然淤积强度不大
。

琼东南的牙龙湾和榆林港
,

河流影响极

小
,

沿岸输沙也很轻微
,

是 良好的深水港湾
,

早 已辟为军用
.

2
.

台地溺谷港 (湾 )

此类海岸多出现在
“

湛江组
” 、 “

北海组
”

砂砾粘土或玄武岩组成的台地海岸
,

它们是

由原来的构造一一侵蚀谷地
,

经冰后期海面

上升被海水溺淹形成的
,

以后经潮流的长期



塑造
,

发育成规模宏伟
、

水深较大的潮汐通

道
,

如雷州半岛东北的湛江湾
、

西南的流沙

湾
;

海南岛北部的洋浦一新英湾和铺前湾等
。

由于湛江湾及北部湾潮差较大 (平均潮

差大于 2 米 )
,

各台地溺谷湾纳 潮 量 也 大

(大潮纳潮量湛江湾为 6 亿立方米
,

流沙湾

为 1
.

3亿立方米
,

新英湾为 l 亿立 方 米 )
,

潮流动力作用强劲
,

因此潮汐通道水深可达

10 一30 米
,

河流影 响很小
。

台地溺谷港湾湾内隐蔽
,

有 良好的泊稳

条件
,

可利用岸线较长
,

口门区域海浪作用

不强
,

沿岸总输沙率普遍在 10 万立方米/ 年

以下
,

仅湛江港大于此数
。

这类港湾拦门浅滩

中乱水深可达 5一了米
,

而流沙港几无拦门浅

滩发育
,

属深水 良港
。

3
.

泻湖港 (湾 )

此类港湾是从原来的丘陵阶地 (或台地 )

之间的小海湾或小河 口为基础发育起来的
。

这些地区由于河流或陆架供沙较多
,

海浪作

用较强
,

沿岸漂沙活跃
,

沙质堆积体广布
,

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泻湖体或潮汐通道
,

如粤

东的海门港
、

靖海港
、

神泉港
、

甲子港
、

湖

东港
、

褐石港
、

乌坎港
、

汕尾港
、

港 口港 ;

粤西的河北港
、

沙扒港
、

博贺港
、

水东港
、

乌石港
、

企水港
、

江洪港
; 海南岛的清澜港

、

港

北港
、

坡头港
、

黎安港
、

新村港
、

铁炉港
、

墩头

港
、

海头港等
,

多辟为地方性的商港或渔港
。

泻湖港的共同特点是
,

泻湖作为纳潮水

域
,

面积大小不一
,

不受或少受河流影响 ;

拦湾沙坝将泻湖和海洋阻隔
,

成半封闭状态
,

潮汐通道 口外普遍有拦门浅滩发育
,

其水深

普遍小于 3 米
,

是航行的障碍
,

必须加以改

造 (疏浚或整治 )才能通行较大吨位的船舶
.

河口 港 (湾 )

广东沿海的主要河流有韩江
、

榕江
、

螺

河
、

珠江
、

漠 阳江
、

鉴江
、

南渡江
、

万泉河

和昌化江等
,

它们具有较多的分流河 口或河

口湾
,

形成大大小小的河 仁!港
。

河 口港是海洋和内陆水运交通的枢纽
,

其共同特征是径流和陆域泥沙来源较多
,

在

口外海滨或河 口段
,

由陆域输入海洋的悬沙

也可以向河 [l 湾倒灌 (涨潮输入 )
; 部分河

口还受到较弧大的波浪作用
,

沿岸漂沙使河

口处于半封闭状态
。

珠江年平均入海径流 8 2 8 3亿 立力
‘

米
,

年

平均悬沙输移量 8了3 5万吨
,

另外 每 年 还 有

3 0。。万吨左右的胶体微粒与离子以 及一定数

量的推移质泥沙 (底沙 ) 进入河 口
。

珠江各

分流河 口平均潮差在 1
.

。米上下
,

河 Ll 湾 内

波浪作用弱
。

珠江三角洲水网稠密
,

卜!前有

较大的汉支近百条
,

是主要的水运要津
。

珠

江八大 口门中
,

蕉门
、

洪奇沥
、

横门
、

磨刀

门
、

鸡啼门和虎跳门主要受西
、

北江米水来

沙影响
,

河川径流作用较强
,

泥沙被输送至

河 L1 区域
,

由于潮流动力消能
,

加上咸淡水

混合
,

泥沙淤积较快
,

通常在 口门附近形成

大规模的拦江沙
,

其航道中涨最浅水深普遍

小于 2一 3米
,

是航引的障碍
。

虎门和崖门河

川径流和波浪作用相对较弱
,

潮汐作用较强
,

口 门或口门以里因潮流和径流的冲刷作用
,

形成了水深数米至 10 余米的冲刷深槽
。

但它

们的 口门以外的河 口湾 (如伶仃洋
、

黄茅海 )

水域宽广
,

由于泥沙不断淤积
,

亦发育了规

模宏大的拦江浅滩
,

但这些拦江浅滩并非完

整连片
,

由涨落潮流塑造
,

形成了互相交错

的冲刷槽
。

伶仃洋的东槽 (矾石水道 ) 和西

槽 (伶仃水道 ) 自然水深 5一 6 米以上
,

为黄

埔港的出海航道
,

至伶仃洋东南岸赤湾一带
,

矾石水道与香港暗士顿水道相连
,

水深 l。米

以上
,

近期有冲刷趋势
,

具有优 良港址
。

黄

茅海冲刷槽最浅水深仅 3 米左右
,

是崖 门港

出海航道的障碍
。

韩江五大分流河 L1 中
,

东溪口
、

外砂河

口和新津溪口 主要受径流和波浪控制
,

泥沙

来源丰富
,

河 Iil 砂质堆积体非常发
一

言
,

河 仁I

拦门浅滩中私水深仅 飞
.

。米左右
; 义丰 溪 和

一 3 0 —



枚溪 口主要受径流控制
,

拦门浅滩中乱水深

仅 t一 2米
,

稍大型船舶航行困 难
。

榕 江 口

(汕头港 ) 受潮流和波浪控制
,

外拦门浅滩

中涨水深 4
.

6一 4
.

7 米
,

5 0 0。吨级货轮需减载

或候潮进出汕头港
,

由于 日门附近波浪总输

沙率每年可达 50 万立方米
,

过去的疏浚效果

不佳
,

已成为汕头港扩建的障碍
。

螺河
、

漠阳江
、

鉴江
、

南渡江
、

万泉河

和昌化江诸河 口波浪作用较强
,

泥沙堆积显

著
,

日外拦门浅滩 中从水深仅 1
.

0米 左 右
,

航道的平面位置和断而形态经常发生变化
,

对航行极为不利
。

5
.

人 工港 (湾 )

如海日 港 (秀英港
,

海 口新港 )
、

八所

港
,

水兴 岛港
,

港池航道均由人工挖成
,

有

不1司程度的泥沙回淤
。

二
、

港 口 资源利用现状和存在问题

l-J 前
,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

广东

已有黄埔
、

湛江 (还有香港 ) 等吞吐量 工。00

万吨以上的大型港 口 ; 有汕头
、

广州
、

南北

台
、

江门
、

容奇
、

石岐
、

海 口和八所等吞吐

量10 。万吨以
_

仁的中型港 口 ; 此外还有 三 百

门
、

莱芜
、

海门
、

甲子
.

汕尾
、

澳头
、

蛇 「l
、

泳湾
、

太平
、

中山
、

九洲
、

斗山
、

博贺
、

水

东
、

海 口新港
、

清澜
、

新村
、
_

三亚
、

白马井

等吞吐量几十万吨或几万吨的一系列港 口
。

日前
,

广东沿海有大小商业港 口 59 个
,

海港

泊位近 4 00 个 (不包括港澳 )
,

其中万 吨 级

以止f自位39 个
,

主要集 中在黄埔
、

赤湾
、

湛

江和 火所 ; 5 0 0 0一 7 。。即屯级泊位 则 分 布 于

汕头
、

黄埔
、

湛江
、

三亚和八所
,

其 他 多 属

3。。011 屯级以下或数
一

百吨级泊位
。

年总吞吐 量

超过。
.

5亿吨
。

全省渔港数量则更 多
。

目 前

正在折建扩建或规划建 设的港 「I有
,

)
’一

澳一

达壕涌 口
、

大鹏湾正角嘴一沙头角港
、

深圳

湾
、

示湾
、

妈湾
、

大铲湾
、

黄埔港新沙 港区
、

‘

卜山港
、

水东港
、

湛江港和洋浦港 ; 一些地

方小港也在规划扩建或整治
。

总的说来
,

广

东沿海的港 口多数经历 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

但是随着当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

需要
,

还显得不相适应
。

1
.

大 中型港口 数最不多
,

码头泊 位 不

足
,

部分港口 工程不配套

广东大陆和海南岛海岸线长达 5 了。。余 公

里
,

目前吞吐量 1 0 00 万吨 以上的港 口仅两个

(不包括香港 )
,

吞吐量 100 一 1 0 0 0万 吨 的

港 口也只有 8 个
,

即平均约60 。公里海 岸 线

才有一个中型以上 的港 口
,

而且这些港 口泊

位不多 (万吨以上深水泊位全省不及 4 。个 )
,

扩建速度又很缓慢
,

这样就不能承担国家更

多的物资进出口任务
。

广东沿海有部分港 [J 工作不配套
,

如有

的港 口有深水码头
,

但没有深水航适
,

如黄

埔港和汕头港各有 3
.

5万吨级和 5 0 00 (1万 )吨

级码头
,

却无相应深水航道
; 有的港 口有天

然深水航道
,

但没有深水码头
,

如大亚湾
、

大鹏湾
、

海陵山湾和流沙港
,

其航道水深普

遍在 7一 8米 以上
,

可通行万吨以上 巨轮
,

但

目前这些港湾尚处于沉睡状态
,

未能很好利

用
。

此外某些中小港 「」缺乏装卸机械
,

道路

不便更是较普遍的问题
。

2
.

多数中小港 口面临较严重的泥沙淤积

广东沿海多数中小港 口历史上就存在泥

沙问题
,

近儿
一

1年来泥沙间题更趋严重
。

过去

由于人们对海岸线和港 口航道资源在国民经

济发展 中的作用认识不足
,

或是缺乏对海岸

带自然条件的了解
,

在有关港 口或其附近盲

目修建海岸工程
,

主要是不适当的围垦与河

流改道
,

导致 了许多港口水深条件的严 重恶

化
,

促使其 口门地形剧变或趋于封闭
,

甚至

造成对 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
。

如牛田洋

的围垦 导致 了汕头港北水道的淤浅和外拦 门

浅滩的扩张 ; 狮石湖的围垦导致靖海港 口 门

水深的恶化 (己整治 ) ; 龙江下游改道入海



导致了神泉港 口门地形的灾变 (出海航道弯

曲变浅
,

口 门不断西迁 )
,

使洪季排水不畅
,

己严重影响到当地 6 万亩农田和 10 万人 口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已整治 ) ; 褐石湾和乌坎

湖的围垦筑闸
,

已使港 口难以使用 ; 鉴江河

下游改道入海
,

已使黄坡港通航困难 ; 太阳

河下游改道入海以及港北港 口门 不 适 当 整

治
,

已使该港几乎成为
“

死港
” .

目前广东沿

海不少地
、

市
、

县和 中小城镇缺乏能源供应

(主要是煤 )
,

本可依赖于廉价的水运解决
,

但有关港 口或是水深太浅
, ‘

吞吐能力有限
,

或是未经整治
,

泥沙间题未获解决
,

已经影

响到当地工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的交往 ; 有

些地方的渔船也因缺乏避风锚地 和 装 卸 码

头
,

亦限制了海洋捕捞事业的发展
。

三
、

港 口资源开发和利用

1
.

新港址的选择和布局

广东沿海新港址的选择和布局
,

依其自

然条件而言
,

主要应寻找掩护条件好
、

泥沙

来源少
、

自然水深大而水下地形比较稳定的

海湾或河 口湾
。

港 口的配置则完全取决于经

济建设的需要
,

其中经济特 区 (汕头
、

深圳
、

珠海 )
、

对外开放城市 (广州
、

湛江 ) 和开放

地区 (海南岛 ) 要优先考虑
。

沿海各地
、

市
、

县要搞好中小港 口的配套
。

珠江 口及其附近海岸历史上经济就 比较

发达
,

这里有广州
、

香港
、

澳 门
、

佛山等几

个大中城市
,

近年内出现 了深圳
、

珠 海两个

经济特区
。

目前
,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向贸
、

工
、

农方向发展
,

加上
“

南油
”

后方基地的

建设
,

因此大型深水港选择和建设摆到了相

当突出的地位
。

虎门一伶仃洋东 岸 及 大 鹏

湾和大亚湾有得天独厚修建深水港的条件
,

这些地区的海岸波浪作用较小
,

潮流作用较

强
,

珠江泥沙影响不大
,

水下地形相对稳定
,

其中最优越的岸段有虎门 [:1
、

伶 仃洋 东 岸

(包括大铲湾
、

妈湾
、

赤湾
、

深圳湾)
,

大鹏

湾沙头角一正角嘴岸段
、

大亚湾的大鹏澳和

哑铃湾
。

这些岸段可考虑建设 2一 10 万 吨 的

的深水泊位
,

预计港 口建成后港池和航道的

维护量都较小
。

伶仃洋西岸的九洲
、

中山和

金星门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万吨级或 5 0 0 0 吨

级泊位
,

经估算
,

航道浚深后每年泥沙回淤

厚度超过0
.

5米
,

维护量较大
。

此 外
,

崖 门

港的开发也是有前途的
,

航道宜选择东南向

的崖门一三角山水道
,

因该水道近期处于冲

刷状态
,

估计浚深后维护量较小
。

根据地理配置
,

粤东需要一个深水港 以

解决汕头经济特区物资进 出间题
。

汕头港外

航道的开发 已经历 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和疏浚

实践
,

证明泥沙回淤速度特快
,

单纯的维护性

挖泥对维持一定的航深 (8一 9米 )是困难的
。

目前已对汕头港外航道开发利用作了进一步

调 查研究和模型试验
,

并在其外围的拓林湾

和广澳一达壕涌 口进行了新 港 址 的 选择
。

珠江 口 以西 的海陵山港
,

掩护条件 良好
,

湾内深槽水深 10 米 以上
,

拦门浅滩水深 8 米
。

自海陵大堤修筑后
,

漠阳江泥沙难于入港
,

淤积轻微
。

这里地方偏僻
,

附近区域经济不

甚发达
,

近期内开发利用可能性较小
,

可作

为后备港 口
。

湛江港是粤西海岸的深水 良港
,

港内可

利用岸线很长
,

根据
“

深水深用
、

浅水浅用
”

的原则
,

可以扩建成大
、

中
、

小泊位相配套

的综合性多功能港 口
。

湛江湾 内潮汐水道深

达 10 一30 米
,

「l外斗罗村航道水深 已加深至

10 米
。

湛江港口外平均波高 1
.

0米左右
,

其沿

岸年总输沙率约40 万立方米
,

但由于波浪周

期短 (3一4秒 )
,

拦 门浅滩 自然水深较大(6一
7米 )

,

海底泥沙扰动较小
,

航道浚深至 10 米

后
,

每年淤积厚度只有20 一3 0 厘米
。

目前
,

湛

江港可进出 5万吨级油轮
,

预计航道作进一步

加深
,

通行更大吨位的船舶是完全可能的
。

雷州半岛西南的流沙港
,

湾内深槽水深

10 一20 米 外拦门浅滩水深 7 米 以上
,

泥沙淤

积很少
,

因地方偏僻
,

暂未很好利用
,

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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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备港
。

海 南岛西北部的洋浦港
,

经多年调查研

究证明
,

该港具有水深
、

浪小
、

泥沙来源少
、

水下地形相对稳 定等优点
,

目前正在开发
,

它的建成对解决海南的能源 (主要是煤 ) 和

该岛西北 区域工业建设物资进 出 有 很 大 好

处
。

三亚湾已建成 50 0 0 吨级深水泊位
,

航道

处于对数螺线海湾的遮蔽带内
,

疏浚至 7 米

后
,

泥沙回淤轻微
。

该港具有再行扩大规模

的自然条件
,

可建设成海南 岛南部的重要醉

口
。

清澜港是海南岛东北部的 良港
,

调查研

究证明
,

它属于以潮汐作用为主的溺谷
、

泻

湖港
,

预计航道加深后泥沙回淤强度不大
,

可按经济建设的需要加以开发
。

海 口港 (秀

英港 ) 位于海 口湾湾顶
,

受南渡江泥沙影响
,

港池航道均为 人工挖成
,

目前 已增设5 0 0。吨

级泊位
,

由于海 口湾水流与人工航道交叉
,

估计浚深后 ( 7 米 ) 的航道和港池淤积量每

年约50 万立方米
。

海 口新港位于海 口市 区
,

.

目前航道水深 2
·

5米
,

港池水深 3
·

5米
,

均 为
「

海甸溪汉道 ( 0 米左右 ) 用人工挖成
,

其泥

沙回淤厚度
,

航道每年为 7一 10 厘米
,

港 池

每年为: 。一30 厘米
,

其泥沙回淤总量每年约

4。。。o立方米
,

有进一步开发的前景
。

L 2
.

港口 航道的疏浚和整治

任何一个港 口要想达到一定 的 通 航 水

深
,

必须把港池和航道疏浚至一定的几何形

状
.

广东沿海的港 口 (海湾 ) 除某些山地溺

谷港水深条件良好
、

可满足建港需要外
,

其

他的溺谷港
、

泻湖港或河 口港普遍存在港 口

水域和航道的疏浚或整治问题
.

在以潮流作用的某些港湾
,

如其陆域供
·

沙或沿岸输沙甚小
,

无论是山地溺谷湾或台

地溺谷湾
,

还是泻湖湾或河 口湾
,

一般都采

用疏浚的办法即能见效
.

过去的研究和实践

证明
,

黄埔港 (以及莲花山东航道
、

伶仃洋

东航道 )
、

海陵山港
、

湛江港
、

流沙港
、

洋

浦港和三亚港
,

都可用单纯的疏浚办法解决

通航水深间题
。

因为疏浚后泥沙回淤强度不

大
,

只要其每年维护疏浚量 (单位
:

立方米 )

为港 口吞吐量 (单位
:

吨 ) 的20 肠左右
,

在

经济上是可行的
。

河流和波浪作用控制的河 口港
,

陆域和

沿岸来沙比较丰富
,

如韩江 口中部三个 口 门
,

珠江 口中部六大分流河 口
,

此外还有螺河
、

漠阳江
、

鉴江
、

南渡江和昌化江诸河 口
,

以

及潮流和波浪控制的泻湖港
,

如靖海
、

神泉
、

甲子
、

褐石
、

乌坎
、

汕尾
、

港 口
,

河北
、

沙

扒
、

阵贺水东
、

港北
、

黎安
、

新村
、

墩头
、

海头诸港
,

口门漂沙活跃
,

其 口门的平面位

置和断面形态均不甚稳定
,

拦门浅滩水深普

遍为 1一 2米
,

最大水深不超过 3 米
。

要想在

这样一些港 口取得一定的通航水深
,

采取疏

浚措施一般无济于事
,

一定要立足于整治
,

即需要在 口门适当位置修建拦沙 和 导 流 工

程
,

阻挡泥沙进入航道
,

把 口门 (或航道 )

位置稳定下来
,

才能使船只畅通无阻
。

过去

广东沿海港 口整治 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
,

多

为水产部门负责规划设计和施工
,

如靖海港

日门位置的东迁
,

甲子港
、

港 口港
、

潭门港
、

铁炉港防沙堤 的建设
,

都收到了拦沙导流的

某些效果
,

改善了港口航道水深
。

但某些整

治工程却不甚成功
,

如褐石港和港北港
,

主

要原因是没有弄清当地海岸的自然 条 件特

征
,

尤其是没有搞清楚泥沙来源和输移情况
,

致使投资没有收到应有效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