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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作为水陆运输转口基地，具有客货流吞吐功能；

港口拥有陆向和海向腹地，深入广大城乡和海内外地区；

港口附近还是临港产业区，可配置各种海洋产业，形成巨

大的产业集聚区。故港口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增长点或生长

极，能产生巨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举凡世界上临海的国家，无不对港口开发建设重

视有加，并将其列入发展当地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举措。

特别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进入海洋时代，港口

在航海和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因而出现不少

新港口，直接影响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我

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就说过，“财富取之于海”。港口作为

扬帆航海的起点，也是财富聚集之地。在古代，广州是我

国通往世界各地最大的一个港口，历有“天子南库”之

称，广州港税收，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我国

自西汉以降，即以合浦、徐闻港为起点，开辟了延续2000

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进行和平、友好、平等

的商业贸易往来，也借此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因此对人类

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广州、泉州、宁波、海

口、三亚等港口对此贡献匪浅。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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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濒临南海，海岸线曲折绵长，港湾众多，不少地区自古以来就被开

辟为港口，从粤东樟林、柘林、潮州、汕头、南澳、汕尾、屯门、澳门、广

州，到粤西阳江、电白、赤坎、雷州，到海南琼州、清澜、三亚，以及广西

北海、钦州、防城等，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了密切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当

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中指出：

“今之广东，依然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虽利物浦、纽约、马赛不能

过也。”基于广东交通的特殊地位，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广东非徒重于世

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里所说的“广东交通”，港口是一个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就拟

定了一个庞大的海洋开发战略，勾画了发展蓝图和布局方案。仅就海港建设

而言，孙中山先生提出建设北方、东方、南方3个一等大港，营口、福州、

海州、钦州4个二等港和辽宁至海南的15个三等港。其中在广东沿海的就有

汕头、电白、海口港，以及汕尾、西江口、海安、榆林港4个渔业港，它们

共同形成我国东部、南部海岸线分布的海港体系。同时，孙中山先生将这个

海港建设与和它们相连的河流或腹地的整治、开发利用一体规划、设计，形

成江海一体、海港和河港一体、海陆并举的建设观。例如建设南方大港（即

广州港），其计划就包括了广州港本身的改良、西江河道整治、北江河道整

治、东江河道整治、航线疏浚、运河开凿、新地填筑、水闸兴建、物资运输

等，涉及多个部门和沿海城市与地区，实广及广州港陆向和海向腹地等问

题，无疑是一份珠江流域和南海近岸海域开发规划方案。孙中山先生还将海

港建设与海军基地建设相结合，认为开发海洋资源、加强外贸、发展海上航

运与海军基地建设都是不可分割的。虽然由于孙中山先生过早逝世，这一计

划未能完全实现，但它仍指引了以后我国港口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我国港口规划、布局、建设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世界海洋是一个整体，不像陆地相互分割。孙中山先生深刻总结了中

国长期海禁、忽视海权导致国土主权丧失、西方列强入侵的历史教训，指

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

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还特别指出，一个国家要掌握海权，必须要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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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洋的手段：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国家的“富强之基”。而建设海

军，必须发展造船业，使中国海军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使中国成

为一等强国。为此，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孙中山先生提出“创立造

船厂”，“ 当有一航行海外之商船队，亦要多数沿岸及内地之浅水运船，并

须有无数之渔船”。孙中山先生这一海权观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思想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得到落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海

军活跃于世界海洋，成为全球重要的海军力量之一。

毋庸置疑，海陆国土开发、海洋产业发展、海洋权益维护，特别是我

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等，都必须以海港为依托、为基地、为保障，所

以，港口建设已成为我国沿海省区的一个重要任务。而广东作为我国最大、

最强的一个海洋省，港口建设已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各项规划、建设方

案源源而出，正形成向海洋进军、大力开发海洋的热潮。

在这种背景下，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指导，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书系（港口篇）》可谓正合其时，不仅可为广东海洋大省、海洋强省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支持，而且可为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

 首先，该丛书总结了广东主要海港发生、发展、盛衰变化的历史过程、

特点和规律，并提供了它们演变的一系列历史剖面。如千年不衰的广州港，

其在历史上数易港址，从南海神庙附近扶胥港到今海珠区黄埔古港，到20世

纪30年代黄埔港，再到现今大沙地黄埔新港等。虽历经多次变迁，但广州港

仍没有衰败，一直发挥其功能，对广州城市商业贸易繁荣发挥了关键作用。

又如潮州港，其古代在今潮州市原韩江出海口，后韩江淤积严重，港口南迁

40多公里，港址也南迁，遂有汕头港兴起，对促进韩江三角洲经济开发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故认识潮州港、汕头港的历史变迁和两者的关系，对潮

汕地区发展战略、产业选择、布局、城市群建设等，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

新兴的珠海、深圳等港的历史，该丛书也备述其详，为当今港口的开发利用

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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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该丛书对各个港口的海陆腹地勾画了大致轮廓，这对认识港口

地位、货流来源、结构和流向，甚有实际应用价值。如新兴的深圳港、珠海

港，其现已成为珠江口两大巨港，吞吐量非常大，不仅事关两大特区的经济

发展，而且与香港港、广州港、南沙港，以及当前正在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关系甚大，该丛书对深圳港、珠海港的阐述，无疑可为环珠江口其他港

口发展和协作提供借鉴。又如阳江港，虽原有一些渔港和小型商港，或渔商

两港，但因港小、吨位不足，难以支持当地海洋经济振兴。近年来建设的吉

树港，可泊万吨巨轮，又配备专用铁路，使其腹地远及华南和东南亚，这为

阳江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保障，是阳江以海兴市、以海旺市的

强力支柱。类似这种港口腹地的交代和划分，及其区域关系的剖析，成为丛

书的一大重要内容，增加了它们的应用价值。

再次，丛书以港口为核心，充分介绍了相关的海陆资源，从点扩展到

面，涉及一个相当大的海陆区域，为海岸带、近岸海洋的开发利用，提供了

丰富的资料。广东海洋资源非常丰富，单位面积海洋生产量比同样面积陆地

生产量要高得多，效益也大得多，故临海地区比内陆富裕。语曰：“水深处

民多富，水浅处民多贫；水聚处民多稠，水散处民多离。”丛书编著者深

切了解港口与资源的关系，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港口附近海产资源、海岛

资源、滩涂资源、城镇资源、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人口资源（如疍

民），涉及它们的数量、质量、分布、开发利用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等，

并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评价，可供有关部门参考使用。如《阳江港

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即对阳江市境内各大海河港的旅游资源赋存、开发

利用做了较为客观、充分的介绍，特别是对海陵岛各景区的介绍，颇为翔

实，读后如置身其中。这对认识这个国家级旅游景区、吸引游人，甚有裨

益。其他诸作，也无不如此，故本丛书虽曰港口丛书，实无异于区域社会经

济文化丛书。

 此外，该丛书发端于海上丝绸之路，归结于“一带一路”，达到古为

今用、为现实服务之目的，具有学术与现实相结合的时代特色，可供相关研

究比照参考。广东沿海港口多有悠久历史，且其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海上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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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的兴衰。这其中涵盖了港口本身的历史、交通线、腹地、城镇群落、区

域经济发展等，都直接或间接与港口所及港址、腹地、周边地区开发、海上

贸易、海防安全、外交关系等相关，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该丛书各

卷，每介绍港口历史，多追溯其兴起的地理和历史基础，尤其后者，多与海

上丝绸之路兴起相联系，从中可窥见海上丝绸之路对广东社会经济文化作用

甚大，丝毫不让于其他省区。如湛江港卷，即从汉代徐闻、合浦港说起，经

历代变迁，到清末广州湾崛起、现当代湛江港建设，大部分时间都离不开海

上丝绸之路。又如阳江港，其在南朝时已为海上丝绸之路转口港，宋代海陵

岛（时称溽洲）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补给站。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在附近

海域沉没与此不无关系，该著作对此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其他各卷，也大抵

如此。可知，丛书写作，从其伊始，即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宗旨，故

能有效地指导丛书之编著和出版，也可视为对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资源、

争报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名录的一个响应。

 2013年以来，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广东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反

应，制定了相应的决策和要求，规定了各项具体任务，形成了响应中央这个

重大决定的热烈气象和付诸实施的态势。各地也相应制定了相关的规划、对

策与措施。在这种背景下，丛书各卷均设置了一定栏目，专述各港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建议，供有关港口政府决策参考。这包括各

港口的历史梳理，港口运作的经验启示，宜采取的政策、技术、措施等，不

仅有助于港口建设，而且对它们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白

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该丛书是实践了这一古

训的。

 再者，该丛书的很多内容是作者野外调查所得，明显地补充了历史文

献、现代各类资料的不足，使之更具可靠性和真实性。如湛江港、潮州港、

汕尾港、茂名港等卷，作者就深入港区现场考察，走访当事人，实地观察港

口历史、现状，拍摄大量照片、绘制相应的地图等。这也说明，即使当今科

学昌明、GIS技术发达，但也不能取代野外考察，后者仍是涉及区域的科学

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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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本人作为该丛书的一位主编，以上所言，难免有偏爱之嫌，敬请

有关部门、地区和读者批评指正，是所欣幸。

 是为序。

                    

                                              司徒尚纪

          2018年1月17日于中山大学望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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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港位于粤西电白湾，古称电白港，今因属茂名市管辖而得名，以水

陆位置适中，海岸线漫长，博贺湾、水东湾等港湾自然条件良好和鱼、盐等

海洋资源丰富而著称，与合浦港、徐闻港一样，都是粤西南海沿岸的重要港

口之一。从先秦到明清时期，它们都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航行的中外船舶的

重要避风和补给港口，可谓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坐标节点。明代正德年间，

曾经从省会迁徙广东市舶司至此，一度成为中外贸易的繁华港口。

秦汉到魏晋时期，“半山半海”越俚原住民就称雄地方，茂名港的香

料、铜器、奴隶贸易就直达省会广府，声闻京师长安。冼夫人的维护国家统

一、平定叛乱、解放奴隶、发展经济的巾帼事迹，更是发生在粤西海湾的民

族融合、护国佑民的历史颂歌。到唐宋时期，随着闽南外地居民迁入，茂名

传统经济逐渐兴起。明清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和经济发展，神电卫城成为一

方军事重镇，水东港口与城市也逐渐成型。茂名港形成鱼盐、陶瓷、农特产

品等传统优势产业，稳步发展，加入了国内外贸易之列。闽南、广府、客

家、疍民和原住民之间的共存与融合，也造就了茂名港以海洋为主体色彩的

丰富多彩的语言、年例、信仰等民俗文化。

茂名自古就有商贸的传统，尤其是近代以来，茂名人从故乡的港口启

航，远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经商。但不忘桑梓，高州会馆遍及各

地。改革开放以后，茂商先后在建筑、香料、科技、服务等行业崛起，成为

粤商的重要一支。

新中国成立以后，茂名外贸与鱼盐产业和水果种植业一度振兴，茂名港

前 

言
P r e f a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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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被誉为“中国水果之乡”，博贺港也上升为中

国十大渔港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茂名石化工业的大发展，茂名

港成为“中国南方油港”，在现代经济与“一带一路”国际贸易中找到了自

己的位置。尤其是茂名滨海新区成立以来，茂名港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港

口建设与港口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即将跨入我国亿吨大港行列。同时，茂

名港注重海洋生态环境建设，通过沿海绿化，海滨城市、海洋自然保护区建

设，打造绿色港口，建设宜居、宜业、宜旅的新茂港。

本书试图在国内外交通贸易格局变迁的大视野下，审视茂名港在传统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坐标地位，并思考在现代“一带一路”经济中茂名港的重新

定位。

在详述茂名港自然环境和各类物产状况，传统、现代产业，商业贸易，

民系居民，军事政治变迁的基础上，试图梳理总结出茂名港经济的历史机遇

与自身演变历史规律，了解它是怎样凭借着优越的港口条件和辐射区域的物

产与产业优势，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按照自己的节奏不断发展壮大的。

同时，通过考古成果、历史文献、现代规划等，展示茂名港在各个历史

时期的发展成就。通过对茂名港区域民俗、信仰文化的考察，总结茂名港的

海洋特性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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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茂名港管辖行政区的历史变迁

茂名港位于粤西南海之滨的电白湾，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茂

名港已有人类活动。和粤西其他地区一样，先秦时期茂名港的先民是西瓯、

骆越等南越族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打败南越，在政治上统一

岭南，今茂名市境分属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其中，茂名港位于南海郡之

西境。

秦末为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政权管辖。汉代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

消灭南越国割据政权，分置为苍梧、合浦、南海等七郡，通属交趾州刺史部

（东汉改称交州）辖管。今茂名市区和高州、电白、化州属合浦郡高凉县

地，今信宜县属苍梧郡端溪县地。茂名港当时属交趾州合浦郡高凉县地管

辖。当时因为北部湾地区近中南半岛，今雷州半岛附近的合浦、徐闻等港口

都是秦汉时期的著名港口，在当时，茂名港起着沟通连接番禺港与合浦等港

口的中间补给作用。

三国时地属吴国管辖。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吴国置合浦郡，置

高凉郡（治所今阳江西）。吴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的南海、苍梧、高

凉、郁林四郡，设置广州，交、广分置。东晋永和七年（351年）苍梧郡分

置晋康郡，今茂名市辖境属高凉郡高凉县和晋康郡端溪县地。

到南朝宋元嘉十六年（439年），从高凉郡析置海昌郡，顾名思义，因

海洋贸易昌盛而得名。郡治在今茂名市电白区树仔镇莘陂村，归宁化县管

辖。茂名港周边第一次成为地域政治和经济中心。

南朝梁大通元年（527年）设高州，治所在西平（今恩平县）。海昌郡

改属高州，领海昌、宁化等六县。南朝梁中大通六年（534年），析高凉郡

旧地置电白郡等12个郡，均归高州管辖。今茂名市区属当时的高州南巴郡

地，电白县属当时高州的电白、海昌、连江和南巴郡地。此时，第一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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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这个行政辖区名称（当时的电白郡辖地为今高州市东北部及茂名市电白

区西北部）。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高州治迁至安宁县（今阳江县）。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县，合并电白、海昌二郡置电白县，自

此，电白以县称。开皇十八年（598年），增置茂名县。唐初，高州（治所

在恩平县）仍管辖电白、连江、良德等沿海县区。贞观八年（634年），罗

州更名为潘州，治所设置茂名县，领茂名、潘水、南巴三县。今茂名市境，

茂名市区属南巴县地。唐大历十一年（776年），高州治所从保宁县（今

电白县马踏镇）迁至电白县（今高州县东北长坡），辖电白、良德、保宁

三县。州、县同治，始筑土城，这就是电白最早的县城（今高州长坡旧城

村）。潘州、高州等今茂名地界均隶属岭南道东道。

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废潘州，南巴、潘水两县并入茂名县，良

德、保宁两县并入电白县，均属高州，归广南西路管辖。元代至元十七年

（1280年），高州改为高州路。高州路治所于大德八年（1304年）由电白县

迁至茂名县（今高州城），至正十五年（1355年）还治电白县。

明朝初期经过一系列的政区变动，洪武十四年（1381年），高州府领茂

名县、电白县、信宜县、化州及其辖县吴川、廉江。成化三年（1467年），

高州府治从电白县迁至茂名县，隶属广东行省。清代沿袭明制，顺治四年

（1647年），高州府属高雷阳道，领化州和茂名、电白、信宜、吴川、廉江

一州五县，府治茂名县，莲头岭、大放鸡岛、鸡笼山等茂名港湾、海岛均归

电白县管辖。

民国元年（1912年），撤高州府，设高州绥靖处、南路行政专员公署、

派出南路行署等机构，名称屡变，但治所和辖地基本不变。1952年，属粤西

行政区。1956年，属湛江专区。1959年3月22日，国务院批准茂名市为广东省

辖市，1983年7月，茂名市直隶广东省，辖信宜、高州、电白、化州四县。

1985年4月，以茂名市城区和郊区成立茂南区，茂名市政府迁至城区河东，

河西旧址改设茂南区。

至此，现代茂名市一区四县的辖区基本固定。北部最东是信宜县思贺镇

八排村的猪乸乳峰，最西是信宜县高坡镇旺将村的化眼头山；南部最东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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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县望夫镇民乐村东，最西是化州县兰山镇鹤地水库东沿，最北是信宜贵子

镇石马村尖锋顶，最南是电白县放鸡岛。陆地面积11425平方公里，陆地沿

岸至放鸡岛东西延伸线的海洋面积75平方公里。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将电白县的羊角、坡心、七迳、小良、沙院和南

海6个镇分设茂名市茂港区。2011年12月，广东省批准设立了广东茂名滨海新

区，治所设在电城镇，定位为广东省省级战略区，设副厅级建制，享受地级

市级别的审批权。规划电白县沿海地区、茂港区全境、茂南区的袂花镇和鳌

头镇为滨海新区覆盖范围，以电城镇（中心）和博贺镇两镇作为起步区。到

201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茂港区和电白县建制，合并设立电白区。

茂名的行政区管辖范围和行政区治所从秦汉以来不断变动，今茂名所辖

各县自三国以后，各朝代分属广州高凉郡、岭南东道高州、广南西路高州路

等管辖，到明代终于基本固定下来高州府的管辖行政区和地域范围，大致延

续至今。可见，茂名港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是广东省的历史传统管辖的港口和

海域。同时，又和周边的阳江市阳西县、湛江的吴川市和廉江市，甚至广西

博白县等有着一定的历史行政区管辖关联。所以，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外出

经商的商人除古代高凉郡、高州府管辖的核心区内的高州、电白、信宜、化

州、茂名五县市的当地居民以外，廉江、吴川、阳西等周边地区居民也都认

为自己是高凉人或高州人，他们之间形成了天然的乡谊文化联系。

表1-1  茂名港历史管辖变迁简况

年    代 茂名港所属简况

先秦（夏、商、周至战国） 属西瓯、骆越地

秦（前221—前206年） 属南海郡地西境

汉（前206—公元220年） 公元前111年后属合浦郡高凉县

三国（220—280年） 属吴国广州高凉郡高凉县

晋（265—420年） 属广州高凉郡高凉县和晋康郡端溪县

南朝宋、齐（420—502年） 属广州海昌郡

南朝梁、陈（502—589年） 属高州电白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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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茂名港所属简况

隋（581—618年） 属高州电白、连江、良德等沿海县

唐（618—907年） 属岭南道高州电白、良德等县

五代南汉（917—971年） 仍用唐制

宋（960—1279年） 属广南西路高州电白县

元（1206—1368年） 属湖广行中书省高州路电白县

明（1368—1644年） 属广东布政使司高州府电白县

清（1616—1911年） 属广东省高廉道（后改高雷阳道）高州府电白县

中华民国（1912—1949年） 属电白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至今） 属电白县、茂港区、广东茂名滨海新区

从表1-1可以看出，从隋朝废郡置电白县以后，茂名港长期隶属电白县

管辖，所以周边的海域也被称为电白湾。电白县是历史港口的核心管辖区。

而电白县所辖的水东镇、博贺镇、陈村镇、旦场镇、麻岗镇、树仔镇、电城

镇、岭门镇等沿海底层行政区更是港口的直接管理单位。所以，人们根据自

己所处的镇（乡）、村等地域名称将电白湾内的各个港口、码头命名为水东

港、博贺港、沙扒港、陈村港、那行港、莲头港、晏镜港、王村港、鸡大

港、山前港、山后港、彭村港、瑚塘港、山河港、丹步港、爵山港、南坝

港、白蕉港、石岚山港、海茂港、沙北港、桥坝港、港槛港、霞海港、大榜

港。这些港口、码头由于地处电白湾区域，一度统称为茂名港。在这些港

口、码头中，以博贺港、水东港港湾面积最大，博贺镇和水东镇是历史最悠

久的基层管理单位。

茂名港核心区周边长期以来一直是区域行政的中心，如早在南朝时设置

的海昌郡郡治就在今电白区树仔镇莘陂村。唐代高州治所也一度设在电白马

踏镇。明朝以后，卫、县合治，电白县治所设在今电城镇。1950年将电白县

人民政府设在水东镇，这样的行政治所设置，与历史时期重视港口的管理与

建设有着直接的关系。

自2001年以后，随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茂港区与茂名滨海新区等行政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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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先后顺势设置，沿南海各港口归茂名滨海新区管辖，在本区域历史上第

一次出现了主要以管理港口和海洋为职责的专门中级行政机构。而撤销电白

县和茂港区建制，合并设立茂名市电白区，对港口管辖的行政控制权发生转

移。在官方文书上，传统的电白港也跟随管辖区名称的变化更名为茂名港。

第二节 
茂名港的历史区位与交通基础

一、茂名港古代海上交通

中国航海活动始于先秦时期，在那个时期距离东南亚最近的岭南地区

的原住民就已经使用平底小舟，从事海上渔业生产1。他们经常穿梭于南中

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之间。《汉书·地理志》记载，“自合浦

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朱崖

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

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可见，秦汉时期，我国东南内

陆沿海直到海南岛、东南亚的航海通道就已经开通，近代法国汉学家沙畹

（1865—1918年）在整理这条航海贸易通道的相关文献后，最早提出“海上

丝绸之路”的名称。可见，秦汉时期，茂名港周边的徐闻、合浦就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起点。

我国秦汉早期航海的重要港口有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广东的番

禺，以及徐闻、合浦、海南等地，它们都与东南亚诸国有贸易往来。因为当

时航海技术尚处于初级阶段，商船多为吨位较小的木结构帆船，抵抗海上飓

风的能力弱，一旦天气不测，就需要入港避风，加上因为缺乏罗盘确定方

1 《秦代造船遗址》，http://www.guangzhou.gov.cn/，访问日期：2016-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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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航海时便要沿着近海海岸前行，和陆地驿站相似，相隔较短距离就必须

进行物资补给和船舶修整。电白湾内的博贺等港口，地处广州到合浦等巨港

之间，船只途经当地就在这里停泊补给，所以茂名港便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 “海上驿站”。电白湾内港口的这种海上丝路的补给、避风、船舶

维修功能一直延续后世。

茂名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虽然不及北部湾的合浦、徐闻港区位重要，

但通过茂名地区汉代陶瓷制造和滑石开采来推测，显然在汉代茂名港已经开

展对外贸易商业活动。

南朝到唐代，随着地区经济的开发，俚族原住民逐渐走进历史的视野。

更多的文献记载，茂名港不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粤西通道的交通节点，也

是广东中西部海上交通的门户。电白湾各港口已与广州、雷州、海南等地

频繁通航。茂名的沉香、高州的青瓷、俚族豪雄的奴隶已经被贩运到沿海各

地。官宦左迁海南，海商扬帆贸易，莫不经过茂名港附近停留。唐代政治

家、宰相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路过电白放鸡岛，立一石碑，记叙该岛险要

及其被贬黜去朝的梗概，后人建“李卫公庙”1。

宋代以后，电白鱼盐产业兴旺，运载电白海盐的船舶、车辆已深入粤

北、粤西以及贵州、湖南、江西等地区。茂名的粮食和牛畜也远销海南，有

“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的记载。同时周边地区的瑶族等少数民

族也加入到贸易活动之中，鉴江上游窦州瑶人制作的蓝制靛染布、信宜瑶人

开采的矿炼锡产品都运到茂名各港口销往国内外。

明朝时期，高州是全国著名的造船厂，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有船舶从

电白南海堡出发，加入郑和船队一起扬帆出海。明朝中期，随着16世纪地理

大发现、大帆船全球贸易时代的来临，葡萄牙、西班牙的武装贸易进入东南

亚的马六甲、马来西亚、暹罗、真腊等中南半岛地区，茂名港更是穿行于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国内外帆船和商人的停泊交易之处，港口经济一度兴旺。西

1 清代光绪年间，李卫公庙等遗址犹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电白知县李滋然考
李卫公（德裕）南迁过电白海道险要碑有感作诗：“一派洪潮绕放鸡，残碑高矗海门低。
江山不改孤臣迹，鸿爪空留印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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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从马尼拉、马六甲、雅加达等殖民据点到中国沿海

各个港口与当地通商，茂名港等港口的商人也漂洋过海，经商足迹遍及东南

亚各国。

二、茂名港古代陆路交通

茂名是广东与我国西南的陆路交通要冲，明清地方志均这样描述电白

所在地高州府的区位，清人毛鸣宾：“高郡，北接苍梧，南滨巨海，东通广

肇，西达雷廉。”1高郡府界于两广之间，“襟巨海而带三江，接廉雷而引

浔梧”。

在秦汉时期，合浦、徐闻等港口是岭南商贸中心。自秦代开凿灵渠和马

援率师修凿桂门关后，商贾可以从中原溯湘江，过灵渠，沿桂江，经浔江、

北流江，再过桂门关，沿南流江抵合浦出海，或沿潇贺古道、云开山脉西侧

谷地，到达雷州半岛等各处港口，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来往。这是古代中

国的一条沟通中原与岭南，开展海外贸易的天然通道。茂名地区在秦汉时期

一度由合浦郡管辖。

茂名港陆路至广州380千米，至湛江100千米；水路东距香港330千米，

北距广州港456千米，西距湛江港126千米、海口港248千米。是广东省府广

州到粤西各地的水陆交通线的中心。为加强对粤西地区的行政控制，隋唐时

期，就已经修通了广州通向粤西地区的驿道。古代广州、肇庆通往粤西的主

要道路，是沿西江水路经南江和罗定盆地、云开山脉东侧谷地和黄华江等水

陆道路，再经阳春、电白、吴川进入粤西廉州、钦州地区。粤西第一大河鉴

江，支流密布，从北向南，注入南海。沿途的信宜、高州、化州、吴川都可

以连接沿海各港口，广西薄白、陆川等地也可以水陆联程，到达茂名沿海各

港口。

古驿道是中国古代陆地交通的主要通道。作为广东“下四府”之首的

1　［清］毛鸣宾、郭嵩焘等修。桂文灿纂。《广东图说》卷55《高州府》。台北：成文
出版社，1967年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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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当年境内道路贯通，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出入城镇、往来乡村的通

道，这种道路是最多的，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都有。二是通往外界连接周边地

区的道路，这一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驿道。唐代，茂名港口的驿道连接四县

县城并连通广州和雷州。近年发现的佛子岭古道古称高雷古驿道，就是古

代高州城西直通化州、廉州、广西的重要通道，连接茂名港口的中樱桃道

路。县志记载，高州城西行十里是广潭，由广潭行八九里是顿梭墟，两地

之间“万山横互，一径中通”，“此高（州）化（州）往来之孔道也”。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新建佛子岭上下路茶亭碑记》也云此“茂化通

衢也”。因此，此道是通往茂名、化州进而抵达广西的主要道路。电白县的

庄垌、夏蓝、乌石、热水、龙门、乌泥、潭乍、三桥、罗浮、石碧、霞洞等

镇、村都是这些古驿道上的辅站，交通极为发达，呈辐射状连接周边的茂

名、阳江、阳春、吴川、信宜等地1。

古代电白在海陆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港和

补给港，也是琼、钦、廉、雷等粤西、海南地区通向省府广州的重要门户。

1 ［乾隆］《高州府志》卷二《邮递》。2017年在电白麻岗镇开发御水古温泉的过程
中，也发现热水铺古驿道、驿站边的罗城井等遗址。

图1-1 电白庄垌村古驿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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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广东下辖十府一直属州，其中东北部“上六府”是广州府、惠州府、潮

州府、南雄府、韶州府、肇庆府，西南“下四府”即高州府、雷州府、廉州

府、琼州府，以及罗定一州。由于高州辖地较大，处于战略要冲地带，因此

便把高州府称为广东“下四府”之首府。作为广东“下四府”之首，高州地

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北上广、肇，南下雷、琼的必经之地，所以古代典籍评

价古代高州是 “枕山濒海，扼钦廉之咽喉，控雷琼之门户”。其中，茂名港

的水东镇是古今省府通向粤西沿海水路交通的必经之路。

三、近现代茂名港交通的衰落与复兴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是以丝绸、瓷器等商品外扩散为重点

的贸易活动。茂名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贸易活动中不仅承担着补给、避

风的职能，而且是船舶制造基地和香料、鱼类、盐、瓷器等生产基地。在近

现代工业时代，茂名港地处珠三角工业中心的外围，不是新的工业产品的制

造中心，香料、盐业等传统产业也一度衰落。加上海上贸易的补给中转站的

地位也随着远洋大轮船的进步而逐渐下降，与周边的湛江港等港口在竞争中

处于下风等原因，茂名港曾一度衰落，成为一个服务本地区的渔业港口。

民国中期，先后修筑道路1000余千米。1930年，开辟简易飞机场1。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民国政府两次下令毁坏公路。1949年，四县仅有营

运公路300余千米，没有与外界相通的铁路。虽然孙中山先生在其《建国方

略》中，将茂名电白湾纳入中国有待开发的九大商港之一，但随着汽车、火

车、飞机、大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代替推车、帆船、马车等传统交通工具，

1 陈济棠（其夫人莫五姑是茂名人）主粤期间，开创了广东民航事业。1930年，陈济棠
电令茂名县政府在城南石仔岭兴建军民两用飞机场，设茂名（今高州）—广州航线。十日
一班，曾试航数月，每张客票收毫银30元。抗战后期，盟军飞机曾在此空投军用物资及降
落。新中国成立后，该机场由空军某部委托地方代管。1958年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决定，
保留原茂名飞机场作为空军的后备机场，直属空军某部管辖。后又委托县林业局代管。
1985年12月，经广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批准，省林业厅拨款，广东省民航局派出工程技术
人员前来指导施工，由高州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力重修飞机跑道及配套建筑物，供高州、信
宜、阳春等飞播造林及森林除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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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地区传统的区位地理优势因缺乏铁路、公路交通建设而一度衰落，对内

陆腹地的辐射能力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广湛公路、325国道的建设，茂名港——广湛

水陆交通线的中心点，沿海的水东镇、电城镇都成为325国道沿线的交通节

点。1975年建置茂名地级市，电白的区位交通条件逐步得到改善，茂名港周

边交通快速发展。与沈海高速G15、包茂高速G65、325国道、207国道、茂名

大道相接，经多条省级干线公路通往全国各地。

随着洛湛铁路、茂湛铁路的开通，1991年茂名火车站建成。茂名市成了

南北方向的洛湛铁路，东西方向的广茂铁路、河茂铁路、茂湛铁路、深茂铁

路，以及连接茂名火车站与博贺站的茂名博贺疏港铁路16条铁路交汇中心，

真正进入了铁路时代（见图1-2）。

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茂名到珠三角腹地不通高铁被边缘化。2018年7

1 茂名博贺疏港铁路是一条为博贺新港区及临港工业服务的货运铁路支线，起点位于
茂名东站东端，终点位于博贺新港区港前站，设计时速100千米。这条铁路对促进茂名滨
海新区开发建设，促进粤西地区加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茂名火车站距离水东港区约26千
米，距离博贺港区约58千米，距离吉达港区约72千米。

图1-2 博贺港

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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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随着连接珠三角核心城市与粤西地区的第一条快速铁路——深茂铁路1的

江茂段开通，茂名进入了国家高铁路网。全线贯通后，往返广州与茂名之

间的铁路通勤时间将由原来的6小时以上缩短到2.5小时，茂名到深圳缩短至

3小时左右。这对加强与珠三角地区的联系，推动茂名港未来发展与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的对接，对茂名承接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具有重要

意义。

在地方内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四县修复公路，河茂铁路2建成通车。

此后，陆续建成一批乡村公路，改建桥梁，主要公路铺筑沥青路面。其间，

电白县获广东省新建地方公路特等奖。到1965年，茂名市形成公路、铁路、

河运、海运、管道运输互相配合的运输网络。当年茂名港和四县的货运量

269.26万吨，客运量230.21万人次，其中，铁路运输量分别占66%和2.7%。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茂名港和四县的地方公路全面铺设沥青路面，

改木桥为钢筋水泥桥，提高了路面的强度、水稳性和夜间可见度。至70年代

末，茂名市在全省率先实现全部路面黑色化（沥青路面），铁路增设股道，

企业增加一批专线，扩建博贺港。

20世纪80年代，茂名港和四县多层次、多渠道集资修筑乡村公路，提

高公路等级。全市80%乡村新修公路；建成水东港5000吨双泊位码头；公路

和水上运输出现国有、集体、私营、个体、联合体等多种形式共同繁荣的景

象；外运蔬菜、水果、矿石大幅度增加。1988年，境内形成了以纵贯市区南

北的高水公路和横贯信宜、高州、化州的207国道，横贯电白的325国道构成

的“工”字形公路为支架，连接18条省道和县道以及乡村公路的公路网络。

河茂铁路横贯化州县和茂南区，外与黎湛铁路相连。水东港成为连接祖国西

南和港澳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至此，以市区为中心，连

接内地，沟通海外的公路、铁路、海上运输网络已形成。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现代工业时代的来临，海上丝绸之路成

1 深茂铁路，东起深圳机场东站，途经东莞虎门、广州南沙、中山、江门、阳江，终
点为茂名站，全长390.1千米，按双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标准设计，时速200～250千米。

2 廉江河唇至茂名的地方性铁路，全长61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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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进口石油、矿产等原材料，输出工业品的贸易之路。珠三角地区成为

工业制造和对外加工出口贸易的重心。这种贸易经济空间结构的重新配置，

广州、香港的历史和现代的经济区位优势，使它们成为华南地区的工业出口

港和国际贸易转口港等。在南海中西部区域，茂名港不仅沟通海外各国，同

时地处广州、深圳、香港、湛江、海口等著名港口城市的中间地带，而且有

相对宽阔的港口陆地面积。在现代贸易经济的地理空间分工中，茂名港又凭

借区域石油地域物产，以及区域空间的居中地位和宽阔的港口陆地，成为华

南地区乃至全国石油储存、加工的重要基地，有“油港”之称。珠三角各地

城市用远洋油轮从西亚、非洲地区油田进口工业血液——石油，先在茂名港

上岸、加工，然后输送到广州等珠三角城市。中国石化公司等石油经营单位

在电白建设码头和炼油厂等油料加工企业，石油原料转口、加工等经济地理

职能奠定了茂名港在现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区位优势。20世纪80年代，湛茂

输油管道建成使用，运输管道增至140千米。2017年，亚洲最大海底输油管线

已经在茂名港铺设建成。外运的石油产品、矿石大幅度增加，茂名港成为华

南和港澳地区现代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门户。

四、茂名港的交通辐射区位

如前所述，茂名港处于广州港、合浦港、徐闻港、海南岛等古代各个时

期著名港口和海岛之间，是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港，同时也是区域经济

活动的贸易和交通中心。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对茂名港地位的

论述：“此港在广东省海岸、西江河口与海南岛当中之点。其周围地区富于

农产、矿田，则此地必须有一商港，以供船运之用矣。”

古代茂名港虽然不像合浦、广州是中原连接南海的陆上大通道和海上

丝绸之路对接的海陆交通枢纽，但仍发挥着次区域辐射作用。茂名港到广西

东南部的博白县、陆川等地和南江上游的罗定盆地的泷州（今云浮地区）各

县，以及周边阳江的阳春县、阳西县、吴川县的交通四通八达，当地部分城

镇、乡村的货物均可以运达茂名港，运送到外地。它们是茂名港的外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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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区，对当地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今茂名滨海新区管辖的水东、博贺、电城、岭门等各乡镇是原电白县传

统管辖区域，自古以来就是靠海吃饭、赖港生存的，主要围绕海洋捕捞、制

盐、海运、码头储运、港口服务性商业等开展与海洋性生产和港口贸易紧密

相关的经济性活动，是茂名港港口经济的核心区。

电白北部山区、丘陵乡镇，与茂名、高州、信宜、化州四县市，在历史

上同属一个郡、州、府、市行政单位管辖，在空间上地域相连。各乡镇、农

村主要以热带水果和农特种植、农产品加工、水产养殖、陶瓷制造、矿业开

采加工等商品价值非常高的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体，各乡镇一村一品，经济

繁荣，出产的陶瓷、水果、农产品、矿产品、工艺品等均依赖茂名港对外运

送。这些乡镇、农村是港口经济的腹地，是茂名港口的经济腹地。

正是因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拥有围绕海洋开展经济活动和贸易的核

心区，拥有物产丰富的经济腹地和较为广阔的周边经济辐射区，才带来茂名

港经济的千年繁荣和不断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传统的茂名港是一个以本

区域商品生产销售为主导经济的地方性港口。它既没有像早期徐闻港、合浦

港一样，因在全国中的贸易地位凸显而繁荣一时，随着交通区位的变化，很

快衰落；也和在省府中心，以珠三角为腹地，辐射全国繁荣至今的广州港不

同：它按照自己地域经济的历史发展节奏而不断演变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茂名港形成了洛湛铁路、深茂铁路等以茂名港为连接点

的铁路网络，沈海高速、包茂高速、325国道、207国道，以及多条省级干线

公路与电白各港区相接，使茂名港与华南珠三角、西南、中南腹地，甚至西

北地区连接起来，通往全国各地，其在全国交通格局中的地位开始增强。随

着时代的变迁，茂名港将成为现代区域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成为华中

地区乃至西北、西南地区便捷、经济的一条重要出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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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是具有水陆联运设备和条件，供船舶安全进出和停泊的运输

枢纽。作为水陆交通的集结点和枢纽，港口不仅是停泊、装卸货物、

上下旅客、补充给养的场所，也是工农业产品和外贸进出口物资的集

散地，是沟通内陆腹地和海洋运输的一个天然界面，在产业发展、

空间结构、区域分工地位、社会形态等方面对城市发展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作为重要的交通枢纽，港口由陆域与水域、航道、港界、港池、

码头、泊位、锚地、防波堤等空间要素构成。按其与海洋与河流的位

置关系，可分为海口港、河口港和内河港等类型。

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水陆域、必要的泊位水深、良好的气

象等条件是港口选择的必要保证。港口的发展还需要有经济发达的腹

地，为港口提供稳定的货源和物资。考察港口的历史基础与未来发展

前景，无不从其国家区位，建港地理条件，影响的经济腹地的物产、

人口、城市，当地环境等因素着手。

第一节 
地形基础

一、茂名港区位与地形概况

茂名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地处东经110°19′～111°41′，北纬21°22′～ 

22°42′，东与阳江交界，西与吴川、廉江、陆川、北流接壤，北与罗定、

容县、岑溪毗邻，南至南海。茂名港地处北纬21°28′～21°32′，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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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111°40′，位于茂名市南端，粤西地区的东部。港口周边陆地北与

电白各乡镇、高州山岭相连，东与阳春、阳西隔儒洞河为界，西接茂南区、

吴川，南临南海。海域面积75平方千米。历史管辖区电白全境划分为2个街

道、20个镇、3个虚拟镇1。

周边陆地地势复杂，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呈山地、丘陵、台地、平原、

岛屿阶梯状分布。山地是两广交界大云雾山、云露山之余脉，东北部的阳

西、阳春、电白三地交界处的罗坑镇鹅凰嶂岭（海拔1337米）是广东第二

高峰。其与北部电白、阳春、高州交界处的那霍镇青鹅顶岭主脉（海拔931

米）和西南、东南部的弧形山岭，包括双髻岭、浮山岭、望夫山、庄山等知

名山岭，相对高度多在500～700米。临海的山前岭、莲头岭、鸡笼山、虎头

山和屹立在近海岛屿上的南峙山、大放鸡山（海拔129米）、小放鸡山等是

由怪石嶙峋的花岗岩低山组成，海拔高度在40～150米，主要分布在北中部

和临海半岛、岛屿地带。

中南部台地、沿海平原区域面积占全境的60%。台地海拔在30～100米，

主要是砂页岩和花岗岩地貌，风化层深厚，地势平坦。沿海平原为冲积平

原，海拔在10～15米，地势平衍，土层深厚肥沃。沿江平原主要包括沙琅江

沿岸的坡心、林头、羊角、霞洞、观珠、大衙等镇和儒洞河两岸的马踏镇和

望夫镇、岭门镇的部分区域。沿海平原主要包括岭门、电城、博贺、麻岗、

树仔、旦场、陈村、南海、沙院等镇区。

北部山区雨量丰富，河水径流丰富，南部沿海降水量少、河流较小。境

内有14条较大河流，其中以沙琅江、儒洞河流量最大，是电白人的母亲河。

沙琅江发源于青鹅顶岭南谷，自东北向西南蜿蜒流经那霍、罗坑、沙琅、霞

洞、林头、羊角、坡心、七迳、小良等镇，至吴川汇入鉴江入海。沙琅江

干流长112千米，其中电白境内80多千米。儒洞河发源于鹅凰嶂岭，流经望

1 电白区划历史多次调整，目前是2个街道、20个镇、3个虚拟镇。街道：南海街道、高
地街道。镇：水东镇、沙院镇、小良镇、七迳镇、坡心镇、林头镇、霞洞镇、黄岭镇、那
霍镇、沙琅镇、罗坑镇、观珠镇、望夫镇、马踏镇、岭门镇、麻岗镇、旦场镇、树仔镇、
电城镇、博贺镇。虚拟镇：广东省曙光农场、广东省水丰农场、陈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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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马踏、岭门等镇，汇入沙扒港，是电白与阳西县的界河。儒洞河干流长

54千米。两河中下游沿江镇区地貌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电白重要的农

业区。

电白海岸线长220千米，是广东省沿南海地区中南海海岸线最长的县

区。海岸线曲折迂回，由南海半岛、博贺半岛、莲头半岛、大榜半岛和水

东湾、电白湾、博贺湾、鸡打湾、沙扒湾等众多半岛和港湾组成。海洋疆

域，北起海岸线，南抵放鸡洋，东与阳西县竹洲洋相邻，西与吴川那菉湾

洋相接。电白岸前海域76平方千米，有小青州洋、竹洲洋、大放鸡洋、小放

鸡洋、南海洋、三洲洋、吉兆洋、晏镜洋等沿海10米的等线内海面积4.8万

公顷。

茂名地区海岸在多种地质和动力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多样的地貌类型，

主要有海积平原、海滩、沙泥质潮滩、泥质潮滩以及少量的红树林海岸。海

岸线整体曲折蜿蜒，其中沙质海岸线长81千米。淤泥质和基岩海岸线1长139

千米。近海滩涂面积106平方千米，其中泥滩65.67平方千米，沙滩40.33平方

千米。

近海的岛屿主要有大放鸡岛、横洲岛、峙仔岛、大竹洲岛、小放鸡岛、

三洲岛、水东岛（又名大洲岛）7个。其中大放鸡岛原名汾洲岛，又称湾舟

山，是区域最大的海岛，面积1.9平方千米，就像浮现在万顷碧波之上的一块

翡翠。

二、茂名港湾的地形结构

茂名港不是一个单一的港口，而是由电白湾区内的水东港、博贺港、鸡

打港、沙扒港、赤水港等26个大小海港、码头组成2。

1 索安宁等：《海岸线分类体系探讨》，《地理科学》2015年第7期。

2 《电白县志》记载，其他港口包括陈村港、那行港、莲头港、晏镜港、澳内海港、
王村港、山前港、山后港、彭村港、瑚塘港、山河港、丹步港、爵山港、南坝港、白蕉
港、石岚山港、海茂港、沙北港、桥坝港、港槛港、霞海港、大榜港。而道光《高州府
志·地理志》记载有那黎、北额等港口，可能是海岸变迁或地名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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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白湾为溺谷港湾海岸，是一个半封闭的港湾地形。电白沿海水东、博

贺、莲头、鸡打、沙扒五个港湾自西向东排列，都呈北西—南东走向。湾岬

相间，港湾内外相套，湾湾相连，地形复杂。湾内堆积地形普遍发育，港湾

外围半岛、岬角左右对峙，形成五个半闭合状地形结构的港湾。五大港湾的

地形结构如下：

最西部的水东湾以炮台半岛和博贺半岛为屏障，呈口袋形，湾内水浅，

涨潮时可以行船，退潮后则为海滩，湾内口的炮台半岛顶端的炮台港是水东

湾的咽喉要道。其地形三面环山，且含沙量少，水深8米，水面宽阔，总面

积14万平方米，是天然停泊良港，是电白湾第二大港口。由于湾内水浅，轮

船一般停泊在外侧的炮台港，用驳船接送湾内水东港货物。

博贺湾、莲头湾是两个内外相连的湾区，水面宽阔，南北长4.5千米，东西

宽4.3千米，面积2100万平方米，内湾博贺湾水深1.1～2.5米，港内多沙泥质滩

涂，滩面平坦，入口航道水深一般为3米以上。博贺港码头就在航道西侧。狭长

的莲头半岛挡住了莲头湾的外湾区，是一道天然的防波堤，湾内水面宽阔。博

贺港、莲头港都是天然良港，其中博贺港是电白湾最大的港口。

电白湾在博贺港与水东港中间，是位于博贺半岛至放鸡岛一带的海域，

以大小放鸡岛和莲头半岛为屏障，虽然水面宽阔，但乌担、白担和大小放鸡

岛等附近明礁、暗礁丛生1，缺少深水码头，船舶一般选择停靠在两侧的水

东、博贺、莲头等港口。

沙扒湾是儒洞河的入海口，地处电白区和阳西县交界地带，东南侧的

沙扒半岛和西北侧的后山半岛两岸对峙［湾东侧归阳西县沙扒镇管辖，西侧

归电白区岭门镇（旧称大榜镇）管辖］。湾内有大榜港、后山港等港口。海

湾长达3千米，航道水浅，内湾底质为泥沙质，湾外沙滩发育成熟，长约2千

米，坡度平缓，沙质洁净。

鸡打湾是沙扒湾西隔大榜半岛的港湾，入湾口曲折蜿蜒，港湾水浅，空

间较为狭窄，但周边盐田分布广泛，湾内有鸡打港和东山港等港口。

1 ［道光］《高州府志·海防》记载：“小放鸡山石排暗礁有二亩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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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地质基础

一、地质概况

茂名市地质，经历早古生代震旦纪、寒武纪，晚古生代泥盆纪、石炭

纪，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复杂的地层结构和

断裂构造，形成倚山面海、北东高西南低的多姿多采的地形地貌。冲击层区

为海、河之冲积层，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的全新世。海冲积砂层、泥层主要

分布于南海、博贺、爵山、大榜等沿海一带的部分地区；河流冲积层主要分

布于沙琅江流域的那霍、沙琅、林头等镇和儒洞河流域的望夫、马踏、岭门

等镇的部分地区。

其中，电白区地质构造为粤西断裂带，地震时有发生，除明万历三十九

年（1611年）地震给全境造成较大损失外1，其余则多为3级以下的微震，邻

近海域也没有发生过地震，所以电白沿海地区地震灾害并不严重。

二、地质历史变迁

电白之地层为华夏活化地块的一部分。在距今约6亿年的地史早古生代

寒武纪时期，电白到处是汪洋大海。早古生代后期，电白受到地史上称为

“加里东运动”的地壳构造运动的作用，寒武纪地层发生强烈褶皱、上升和

变质，已成的沉积岩转变成了变质岩，海洋转变成了山岭。电白西北部的山

脉以及东南沿海的岭丘，便是此时诞生的。

1 这次地震发生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八月初三，震中心位于电城镇附近，震级
5.5级，是电白历史上最大的地震。据奏报“地大震，声响如雷，居室墙垣多圮”。《电
白县志·地理·地质地貌》，中华书局，2000，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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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留纪（距今约4.4亿年）初期，县境连续处于浅海状态，沉积了分布

广泛的砂岩和黏土岩。泥盆纪（距今约4亿年）初至石炭纪（距今约3亿年）

末，境内仍有局部处于浅海状态，沉积了灰岩。早古生代以后直到中生代早

期，在这长达两三亿年的时间里，电白都是属于沉静的“华夏古陆”的一部

分，除了风化剥蚀作用外，没有下降接受沉积。

到了中生代中、晚期的侏罗纪和白垩纪，电白受到地史上的“燕山运

动”的影响，地表出现深而大的断裂，地球内部的岩浆涌上地表，冷凝形成

遍及罗坑、沙琅、望夫、观珠、马踏、麻岗、大衙、旦场、陈村、水东、沙

院、小良及南海等镇的花岗岩体，并生成丰富的金属矿床。此时，电白东北

部和中部的崇山峻岭也已形成（见图2-1、图2-2）。

图2-1 茂名博物

馆藏龟化石

图2-2 莲头岭花

岗岩礁石滩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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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早第三纪（距今约6500万年）时期，羊角地区地壳下陷，成为茂

名沼泽湖泊盆地的一部分，沉积形成了近千米厚的含煤含油页岩的地层。新

生代晚第三纪（距今约2330万年）以来，电白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地壳发生

差异升降。有些地方沉没于海面之下，海水进入而形成曲折迂回的港湾和众

多的半岛、岛屿和礁石，博贺半岛、莲头半岛、南海半岛至放鸡岛中间的茂

名港凹陷是在这时期内形成的。沿海地区在新生代晚第三纪时以下沉为主，

境内北部山地和丘陵受到普遍侵蚀，部分则被夷平。这时，电白的整个地势

基本定型。

进入新生代第四纪全新世（距今约1万年）以来，电白的地壳以整体上

升为主，同时滨海沙积作用在不断加强。南海、博贺、爵山、大榜四大半岛

以及水东港内的大洲、二洲、三洲，就是在近1万年中堆积并逐渐升出海面

的大型沙坝和沙洲。

在现代地质构造运动中，县境地壳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但沿海一带仍有

轻微上升现象，并且有沿海向内陆提升的特点。查看资料及实地考察发现，

近千年来，海岸线往外推移2～3千米，如明万历年间的《电白县志》记载，

电城镇天后庙前就是龙船港，海水在庙门前。而现在海水已退出2千米之

外，沧海变桑田，今沿海一带的许多村庄、农田都是大沙滩。但局部地区也

仍有沉降，岸线内移，海水侵入，村庄、农田被毁，如爵山镇沙尾村东的溯

间带，40年前是耕地，种植农作物，现已被海水淹没，原沙尾村也只在退潮

时才可见断瓦颓垣。

随着地壳的持续隆起，第四纪的风化剥蚀作用也在加强，断裂存在的地

区的风化速度更快。电白的主要河流沙琅江，就是沿着大断层发育起来的。

碎裂了的岩石易被风化剥蚀，原来的高山被夷成了平地或低谷，最后地表水

流汇集而成河流。而河流的倾向侵蚀迁移作用和沉积作用，又使沙琅江流域

的下洞、林头、坡心、羊角以及儒洞河流域的马踏镇等地，出现肥沃的冲积

平原。在南部沿海地区，风化作用则将古生代和中生代时期的山地削成了低

平的台地，只残留一些起伏不大的丘陵和海拔不高的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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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气候基础

茂名地处北回归线南侧的低纬度地区，属南亚热带季风湿润型气

候，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水热同季，年平均气温为22℃， 

1～2月的平均气温为15℃以上，6～9月的平均气温在27℃以上，历年极端最

高气温37.2℃，最低气温3.0℃，夏长冬短，少霜无雪，茂名港是全年不冻

港。因背山面海的地理环境，受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的共同影响较大，

特别是春季，多雷电天气，是我国最早听得见春雷的地方，故以电白命名。

但电白气候变化多端，气温变化大，雨资源分布不均，常年台风、暴雨多，

旱涝灾害时有发生。

电白季风明显，盛行东风和东南偏东风，4～8月以东南风为主，9月至

翌年3月以东风为多，在一天之内，下午到上半夜多吹东南风，下半夜到第

二天上午多吹东北风。因沿海地区很少有遮挡物，所以风力较大；而山区有

山有植被，所以风力较小。

茂名港区域季风明显，夏半年盛行西南风，冬半年盛行东北风。常风向

ESE，出现频率为16.0%；次常风向ENE，出现频率为15.0%；强风向为WNW，

最大风速为30米/秒。年平均风速为2.6米/秒；偏东向平均风速较大，为3.2米

/秒。风速6级大风，每年平均出现7.2天，最多为16天。台风（龙卷风）是茂

名沿海地区有影响的热带气旋形成的天气，每年发生3～4次，最多8次（1964

年）。风速8级大风主要出现在5～11月，7～9月居多；大多数为台风、热带低

压影响所致。台风风速10～12级，最大甚至超过12级。极大风速达40米/秒，

风向多为NNW向，其次为ENE向。热带气旋造成的最大降水量可达647毫米。

这样的极端天气主要发生在海面和沿海陆地，对出海船只、房屋建筑物等的

破坏力都很大，甚至危及生命。据记载，20世纪70～80年代，在电白沿海陆

地和海面发生11级以上，造成严重破坏的台风、龙卷风有9次之多。如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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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台风、海潮、暴雨同时袭击，受浸农田40.4万亩，沉船397艘，损坏

1285艘，毁房8394间，死67人，伤147人1。1981年5月10日清晨4时发生10级龙

卷风灾害，在放鸡岛海面作业的渔船被毁坏86艘，其中沉没58艘，打烂报废

28艘。在船上作业的248名渔民全部落水，死亡失踪29人，伤145人2。

电白年平均降水量为1265毫米，地域分布不均，由南往北递增，北部、

中部由于对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的阻滞作用和地形抬升作用，雨量较多，

南部沿海平原降雨量较少。年最多降水量2169.5毫米，最少降水量为1009.9

毫米，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变幅在1400～2900毫米。一日最大降水量182.3

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4～9月，约占年降水总量的92%，日降水量大于、

等于25毫米的年平均天数为15天。以季节分，春季（2～4月）占13.5%，夏

季（5～7月）占44%，秋季（8～10月）占37.4%，冬季（11月～翌年1月）

占5%。因而常有春冬旱、夏秋涝现象。如1987—1988年冬春季节，130天无

雨，江河断流，旱情严重。

与此相对的是，电白历年平均蒸发量为1993.4毫米，蒸发量与降水量相

比，蒸发量大于降水量，所以说电白并不会出现南方的潮湿状态，反而常年

气候宜人。其中，1～5月、7月和10～12月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较为干燥，仅

6月、8～9月蒸发量小于降水量，气候湿润。

茂名海面常年晴朗天气居多，年平均雾日数仅4.8天，年最多雾日数15天

（1985年）。雾多出现于1～4月，春、冬季较多。海雾以平流雾为主。

一、波浪与潮汐

茂名港濒临南海，受外海波浪影响较大，海域波型为以风浪为主的混合

浪；风浪出现频率为100%，涌浪出现频率为36%；东北季风期的涌浪较多，

西南季风期的涌浪较少。全年波向以ESE向为主，出现频率15.9%，西向浪次

之，为10.7%。年平均有效波高（Hs）为1.23米，单点系泊处实测的最大有效

1 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电白县志》，中华书局，2000，第188页。

2　同上书，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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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为7.75米。

茂名海区的潮汐主要受外海潮波的控制，外海潮波由东南向西北传播。

潮汐性质数在1.14～1.39，属不正规半日潮。经相关分析发现，临时验潮站潮

汐与炮台站的相关系数为0.99，相关关系较好。2004年水文测验资料显示，

莲头岭和博贺滩外海域的垂线平均流速为0.22～0.8米/秒；垂线最大流速为

0.2～0.91米/秒；最大实测涨潮流出现在3#垂线，最大涨、落潮流速均为0.91

米/秒。根据通道内炮台潮位站对水东湾潮汐的观测，水东湾外最大涨潮流速

为0.56米/秒，最大落潮流速为1.53米/秒，平均潮差1.76米，最大潮差4.68米

（1985年9月5日），在一个太阴日内，潮汐两涨两落，潮位和潮时不相等现

象明显（见表2-1）。

表2-1  水东湾潮汐特征1

项目 最大（高） 最低 平均 潮位 频率/% 次数/月

潮位/m 4.98 -0.13 1.86 ≥2.0 88 53

潮差/m 4.68 — 1.76 ≥2.5 50 30

潮涨/h — — 6.85 ≥3.5 32 19

潮落/h — — 5.78 ≥1.0 2 1

茂名沿海潮汛每天涨落两次，为半日潮。每日初潮时间为3时40分至4时

40分，退潮时为10时10分至30分。按十二地支计算应属寅时和巳时，但清光

绪《电白县志》记载为卯时和午时，现代潮汛差不多提前了一个时辰。茂名

潮与广州珠江潮相比，时间恰好相反，茂名海面涨潮时，珠江为退潮；茂名

海面退潮时，珠江为涨潮。一个潮次，包括一涨一落，一般为12小时，时间

相差30～60分钟。但每月初九、十四为海潮分流期，在此前后两天涨潮的时

间差，常为3～4小时，有时为6～8小时。

茂名潮汛因受东风和东北风的影响，有潮位高、风浪大的特点。一般情

1 汪晋三、罗振浩：《水东港码头环境影响评价》，《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论丛》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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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春、冬季以夜潮为大，夏、秋季以日潮为大。一月之中农历初一、初

二、初三和十五、十六、十七为大汛，初八、初九和十二、十三为小汛。受

台风和海啸的影响而引发的大潮，常对电白滨海的镇、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造成重大的损失。例如，1965年7月15日，受6508号台风影响，海潮猛涨，

大榜镇海坡村150户房屋被海浪夷为平地。潮水高过电白盐场盐田基围1米以

上，盐田全部被淹没，损失盐8746吨，盐工死亡8人1。从古至今，为了抵御海

潮对海岸、内港的冲击，茂名沿海居民都非常重视港口海波堤的建设。

第四节 
海洋生态环境

茂名港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光照充

足，雨量充沛，少霜无雪，水热条件好。近岸陆地植被丰富，管辖区内的电

白区森林覆盖率就有46.8%。电白湾没有大型河流入海，为沙质土壤海岸，

20世纪80年代以前海水清澈，鱼类丰富，几乎不存在生态问题。80年代以

后，随着近岸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污水排放、过度捕捞，以及周围不合理

的围垦和鱼虾塘建设，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沿海红树林面积、鱼类

资源等急剧减少。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为指导理念，建设打造“蓝色港湾”“美丽海岸”，建立红树林

自然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等，海洋生态得到良好的恢复与保护。

一、红树林

红树林是指在热带、亚热带海岸地区，生长在陆地与海洋交界带的滩

1 电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电白县志》，中华书局，2000，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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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浅滩上，由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灌木或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本植

物群落。它可以有效地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

是构筑防护林体系的第一道海岸防线。

沿海地带也很适宜红树林的生长。到20世纪60年代，茂名港沿海有红树

林1800公顷。由于过量砍伐，至1998年红树林锐减为600公顷，沿海湿地生态

功能严重退化，近海鱼、虾、蟹等海产品的数量急剧减少。1996年9615号特

大强台风正面袭击电白沿海地区，造成了博贺、电城、岭门等镇没有红树林

保护的海堤崩塌无数，渔业和农业生产损失惨重。

茂名开始意识到了红树林的重要性，为恢复沿海生态功能，切实保护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9年，经茂名市政府批准立项，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批准电白县设立茂名市水东湾红树林自然保护区。2001年，经

省政府核准其规划建设面积为1996.2公顷。2004年，在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

研究所的指导下，开始种植海桑、无瓣海桑、拉关木、白骨壤、水黄皮、

黄花楝、秋茄等10多个红树林品种，种植面积为200多公顷。至2006年底，

仅用2年多时间，电白县就营造红树林666.7公顷，成为全国最大的人工红树

林基地。至2014年，拉关木已高达8米，无瓣海桑高达9米，覆盖率已经达到

70%，形成茂密的绿色植被景观。涨潮时分，一道道绿色红树林“城墙”守

护着海湾沿线的港口、码头、村镇。近年来，台风灾害频繁发生，而红树林

植被恢复最好的水东湾抵御了台风暴潮的侵袭，水东湾海堤完好无损，红树

林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安定的居住环境。其中，2008年台风“黑格比”在水东

湾陈村登陆，由于有红树林的保护，沿线的海堤都没被冲毁。

2015年5月，相关部门采用AIC-1000空气负离子检测仪发现，茂名港红

树林群落能够释放大量的空气负离子。无瓣海桑、拉关木、白骨壤群落空气

负离子浓度月平均值分别为1697立方厘米、1836立方厘米、l922立方厘米，

空气质量优良。红树林群落在水东湾涨潮退潮的过程中带走湾内的污水和垃

圾。另外，红树林湿地（见图2-3）将大量的重金属污染物沉积于底泥中，

并且红树林植物和红树林下的土壤可吸收多种污染物，从而对整个海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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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起到净化作用，大大地改善了茂名沿海的生态环境1。

由于水东湾红树林以人工林居多，种植时，为了保证成活率多起垄种

植，形成林带和水带间隔分布的特有景象。每当潮涨潮落，红树林与蓝天、

大海构成奇特壮观的景观。红树植物具有发达的呼吸根或支柱根，因此具有

很强的耐水性和抗风性，许多真红树植物如白骨壤、桐花树具有特殊的泌盐

性，可以在高盐度的海水中生长。红树林植物具有“胎生现象”，如秋茄、

木榄的种子成熟后并不会落下，而是留在母体中并迅速长出下胚轴，成熟后

便脱离母树，插入滩涂中或随着海浪漂向另一个环境适宜的地方扎根生长，

促使沿海红树林的植被密度和面积自然扩大。

红树林净化了茂名港的水体质量，改善了适合鱼虾生存的自然环境，吸

引了大量鱼、虾、蟹等生物繁衍生息，使沿海滩涂一度急剧减少的当地海洋

名品弹涂鱼又多了起来，海上生物种类不断恢复。由于林中食物丰富，这里

也是许多候鸟迁徙的中转站和各种海鸟生产繁殖的场所。最近，在博贺湾滩

涂发现了6只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全球濒危珍稀物种黑脸琵鹭（目前全球

记录仅存3000余只）。

图2-3 水东湾红树林湿地景观

1 汪晋三、罗振浩：《水东港码头环境影响评价》，《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论丛》198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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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电白湾均种植基干防护林带，面积达2813公顷，主要分布在岭

门、电城、博贺、南海和高地五个沿海镇（街道办）；港湾沿岸已建立两个

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面积2750公顷，其中电白红树林市级自然保护区1950公

顷，茂港红树林县级自然保护区800公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红树林面积

1000多公顷，集中分布在水东、陈村、旦场、博贺、麻岗、树仔、电城、岭

门、南海、高地等沿海镇（街道办）1。沿海防护林带和湿地红树林自然保

护区是电白区沿海防护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沿海湿地生态功能得到

恢复（见图2-4）。

图2-4 电白湾沿海绿化带

二、人工鱼礁

人工鱼礁是通过人工在海中投置的构造物，其目的是改善海洋生态环

境，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鱼类等提供繁殖、生长、索饵和庇敌

的场所，以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我国海洋渔业长期采用底拖网作业，

不仅使渔业资源衰退，也使得近海海底的自然鱼礁、海底凸起部分和海沟被

1 茂名市电白区林业局：《让海岸绿起来——茂名市电白区扎实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
建设》，《国土绿化》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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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为平地，长期底拖网作业区域的海底往往呈平脱化、荒漠化，生态环境日

趋恶化。人工鱼礁的引入不仅可以阻止底拖网作业，而且兼具改善渔场的底

质环境的功能，可变鱼种较少的沙泥底质环境为生产力较高、鱼种较多的岩

礁环境。此外人工鱼礁还可建设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对拯救濒危物种和保

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起到积极作用。人工鱼礁可在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与保护水

产生物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这样的良性循环正是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稳

定的重要因素。

茂名市海岸线漫长，其中4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面积约4300平方千米，

岛屿海岸线长21.459千米，非常适宜建设人工鱼礁，发展多种海珍品增养殖

业。为了达到恢复和增殖海洋渔业资源的目的，2003年茂名市启动人工鱼礁

建设工作。经茂名市原茂港区人民政府批准，2003年茂名市第一滩外海海域

建设了一座准生态公益型中型人工鱼礁自然保护区，礁区面积342公顷。该

人工鱼礁区位于茂名市电白区与湛江市吴川市交界海域。茂名市多次开展的

礁区资源调查结果表明，该人工鱼礁礁体自投放以来，发挥了显著的诱集和

聚集海洋生物等功能，礁区内的海洋生物品种和渔业资源数量明显增加，尤

其是石斑鱼类、鲷科鱼类、石鲈科鱼类等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恋礁鱼类增速

最快。礁区海洋生物资源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生态效益逐步显现。

目前，茂名市建立了茂名市放鸡岛文昌鱼市级自然保护区、茂名市茂

港区人工鱼礁自然保护区（县级）2个海洋自然保护区，以及建成了第一滩

外海及大放鸡岛南2座人工鱼礁区，对于修复和改善茂名市近海海洋生态环

境，恢复和增殖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渔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升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放鸡岛文昌鱼市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04年，位于放鸡岛西南面，面积

为39.88平方千米。文昌鱼在发育生物学中所处的进化地位特殊，是研究动物

进化的稀有材料，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

以自从它被发现以来，一直备受重视。为保护人工鱼礁区的自然资源，茂名

市多次邀请广东海洋大学的专家到放鸡岛海域，运用潜水员操作采集技术做

专项调查，结果发现，在莲头岭至放鸡岛一带共149.6平方千米的海域里，文



031

第二章  茂名港自然地理基础

昌鱼资源较为丰富，该海域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产卵场和栖息地。

大放鸡岛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成立于2015年，被列为广东海洋经

济综合试验区建设资金大型人工鱼礁示范区建设项目。如今的放鸡岛大型人

工鱼礁示范区人工鱼礁建设规模达15万立方米，投放礁体总数达到4167个，

而整个人工鱼礁示范区的建设海域规划面积达2.79平方千米。2017年已通过

了农业部的专家评审。

茂名市为在沿海设置蓝色生态屏障，使礁区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渔业

资源得到有效改善和恢复，一是采取多种方式对礁区生态、生物资源进行定

期监测调查，进一步了解鱼类和其他生物资源的数量、密度、分布等情况，

为渔业种质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增殖补充了礁

区海洋渔业资源，巩固建设人工鱼礁取得的成果。二是加强对茂名市海洋与

渔业自然保护区的巡航管理。茂名市渔政（海监）对茂名市海洋与渔业自然

保护区进行依法巡查，加强对保护区渔业水域环境的监测，保护渔业种质资

源。三是茂名市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保护区的重要性，树立广大群众保

护自然资源的观念。通过人工鱼礁建设和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有效保护水生

生物的正常生长和生殖繁衍，保障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得以不断恢复，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

目前，随着排污的控制和海洋保护区的建设，茂名港生态得到有效恢

复。禁渔期的实行和打击非法捕捞行动的开展，使鱼类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美丽海岸”“海洋生态家园”的建设，使港湾沿岸环境更加优美，红树林

空气清新干净，海湾水体清澈，是鸟类的天堂，鱼虾的粮仓，也是当地居民

心中最美的“海上森林”和“绿色港湾”。走在水东湾红树林保护区的栈道

上，迎着徐徐海风在“中国第一滩”上漫步，人们可以欣赏海天一色的美

景，近距离观看海里的鱼虾以及栖息的鸟儿，形成人与湿地生态共融、和谐

共生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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