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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横岛诸岛屿位于 山东即墨县城东 50

公里的盐水湾 (又名拱门湾 ) 内
,

包括田横

岛本岛
、

牛 岛
、

驴岛
、

马龙岛
、

猪岛
、

车

岛
、

涨岛
、

窄岛
、

菠萝岛及水岛等
,

构成星

罗棋布的岛群
。

田横岛本岛面积 2 平方公里
,

居 民以渔

业为主
,

农业为辅
,

可供养殖滩涂 10 0 余

亩
。

周围海域盛产鱼
.

、

虾
、

贝类
、

藻类
、

海

参
、

石花菜等海珍品 ; 岛上名石
“

田横石
”

可

做砚
,

精莹润泽
、

填密似栗
,

为砚中之首
。

我们于 19 86 年为 田横岛敷设海底电力

电缆而对周围海域的海洋水文
、

地形
、

地

貌
、

底质及陆缘地质
,

尤其是工程路由段的

山东头 一 田横岛进行 了较详细的勘探
。

为

此
,

就以实地调 查为基础
,

并参阅有关资

料
,

对工作区作初步探讨
,

旨在借其自然地

理优势
,

合理开发该岛群资源
。

一
、

海洋水文特征

田横岛海域位于北黄海和南黄海西部两

个半 日潮旋转潮波的波腹区
,

潮汐类型呈正

规半 日潮
。

平均潮差约 2. 5 米
,

最木可能潮

差可达 5 米
。

本海域的平均高潮间隙为 3 小

时 4 0 分
。

水位的季节变化是
二 1 月份为全

年水位的最低值
,

而最高值则 出现在 8 月

份
,

尤其是每年的夏末初秋
,

北上的台风有

时会袭击该区域
,

从而使本海域的风增水高

度可达 1
.

5 一 2 .0 米
,

若最大增水与天文高

潮重叠
,

则产生特高水位
,

形成灾害
。

田横岛海域的海图深度基准面 (理论深

度基准面) 在黄海基准面下 2. 2 米
。

田横岛

的岸线 (平均大潮高潮面) 在海图深度基准

面以上 3
.

8 米
,

也就是说
,

从海图深度基准

面至 田横岛 3
.

8 米高度的范围内都有 出露水

面的可能
。

在海湾地区
,

由于狭窄
,

产生拥

水
,

因而落潮时水面 的高程将超过 3
.

8 米
,

其深度值加卜)号
,

绝对值越大
,

水深越浅
。

即墨县沿海属季风大陆性气候
,

四季变

化明显
。

海域全年以西北和西南风为主
,

西

北风多出现在 1
、

2 月份
,

西南风主要出现

在 3一 8 月份
,

全年平均风速为 4 一 5 米 /

秒
,

6 级以 上大风每年达 60 次左右
,

东北

风为本区强风 向 ; 波浪 以北和 西南 向波为

主
,

平均波高在 1
.

4 来左右
,

最大波高可达

6. 5 米
,

波浪一般在离岸 1
.

5 米水深处破

碎
,

破碎时易掀起海底泥沙
。

在驴岛与田横岛之间的实测流证实本海

域为正规半 日潮流
,

平均流速达 43 厘米 /

秒
,

涨潮流平均流速为 40 厘米 / 秒
,

流向

为 S SW ; 落潮流平均流速为 45 厘米 / 秒
,

流 向 N N E
。

涨潮流历时为 6. 7 小时 ; 落潮

流历时为 5
.

6 小时
。

这表明涨潮流速小于落

潮流速
。

实测流垂直变化是
:
表层流速大

,

底层

流速小
,

表层的平均流 速是 45 厘米 / 秒
,

最大流速可达 % 厘米 / 秒
,

合 1
.

9 节 ; 而

底层流的平均流速为 35 厘米 / 秒
,

最大流

速仅 70 厘米 / 秒
。

表层流与底层流的流向

基本一致
。

由于流速较大而导致底质较粗
,

特别是位于 田横水道的底质多为砾石
。

该区年平均气温 12 ℃左右
,

最高气温

出 现在 8 月 份
,

平 均 25 3 ℃
,

极值达

36
.

1℃ ; 最低 气 温在 1 月 份
,

平 均 为

一 1
.

7 5 ℃
,

极值达一 1 5
.

1℃
。

冬季水温垂直变

化小
,

夏季表层水温高于底层水温
。

冬季

(2 月份 ) 底层水温在 3 ~ 4 ℃之间
,

表层水

温 约 4 ℃ ; 夏 季 (8 月 份 ) 底层水温 为

2 0 ℃
,

而表层水温可达 27 ℃
。

二
、

田横 岛至 山东头地形与地貌

(一 ) 地形



距岛最近的山东头直至驴岛沿岸地形十

分平缓
,

两地相距 90 0 米
,

高差仅 3 米左

右
。

其水域最深处坡降为 0. 7% 及 0. 5 %
,

本区水域较浅
,

属潮 间带范围
,

砂盖附近有

一凹槽
,

呈长条形
,

槽深 0. 5 米左右
,

特大

低潮时几乎裸露
。

驴岛北岸分布有礁石
、

砂

盖
、

石咀等露出海面的较高地形
,

高程多在

2一 5 米之间
。

由驴岛东北与田横岛两岸之间水域的深

度变化较大
,

最大水深达 8 米左右
,

其坡降

达 0. 66 % 和 1
.

1%
。

(二) 地貌

该区由于岩性
、

地质构造
、

自然风化及

海水侵袭等多种原因
,

形成以不同的地貌
。

1
.

侵蚀剥 蚀残丘 多数以孤立的小岛出

现
,

如驴岛
、

猪岛等
,

孤岛高程一般在 10

一 5 0 之间
,

基岩主要由侏罗纪一 白平纪的

砂岩
、

砂砾岩组成
。

由于长期侵蚀剥蚀的原

因
,

夷平作用十分显 著
,

岛心残丘呈浑圆

形
,

.

坡度平缓
,

沿岸 由于波浪的侵袭
,

尤其

是岛屿南岸受东南向风浪的作用
,

形成连续

不断的陡崖
。

2 海蚀阶地 主要分布于 山东头沿岸及

田横岛周围
,

高程约 3一 10 米
,

其中一级阶

地为 3一 5 米
,

二级阶地于 8 一 10 米之间
。

阶地面较为平坦并微向海倾斜
,

阶地前缘较

陡
,

达 50
0一 700

,

它们是海水长期侵蚀所

致
。

组成阶地的基岩主要由砂岩及二长细晶

岩等
,

目前
,

一级阶地仍可能遭受波浪
。

了
.

海 积平 原 主要分布在山东头沿岸
,

坡度平缓
、

高程 1
.

5 米
,

堆积物质为大小不

一 的砂砾组成
,

其中砾石一般大小约 3 x 2

x l厘米
,

地形较平坦
,

微向海倾斜
。

其后

缘发育条状凹地
。

4. 砂坝 砂坝地貌在驴岛 与山东头之间

特别发育
,

高程多在 2 一 6 米之间
,

它们系

形成在岛屿与礁石后侧的波影区
,

因波浪破

碎而大量泥沙堆积而成
。

驴岛的砂盖是在岩

脊滩上形成的砂坝
。

砂坝因地势较高
,

通常

海水不能淹没
,

因此已生长杂草
。

驴 岛上 已

开垦为农田
,

主要生长松树
。

山东头沿岸的

砂坝呈东西向延伸
,

高达 6
.

1 米
。

J
.

砂(砾 )提 砂(砾 )堤发育普遍
,

它们

低潮 时露出水面
,

多数 由细砂及中细砂组

成
。

本区最典型的砂(砾 )堤是山东头至驴岛

的 陆连 岛
,

其 宽度达 10 0 米
,

长 为 1 100

米
,

走 向 14 5
“ 。

此外
,

砂盖南侧发育两条

砂坝
,

其中较东边的一条与驴岛相连接 ; 驴

岛东南侧的砂堤沿岸分布
,

其中的砾石大小

不一
,

磨圆度较好
,

一般以 2 又 1 x 0
.

5 厘米
3 为

主 ; 田横岛东岛与西岛之间的砂(砾)堤
,

表明

历史时期东西两岛为水域所分开
。

百
.

岩 脊 滩 本 区潮 间带广泛 发育 岩脊

滩
,

例如山东头沿岸
、

驴岛东岸和南岸
、

牛

岛与田横周围等均有分布
。

组成物质均与岛

屿基岩有关的砂岩
、

砂砾岩及砂质页岩等
。

岩脊滩地形平缓
,

但有脊
、

槽相间发育
,

形

成了相对起伏的形态
。

坚硬的砂岩
、

砂砾岩

或石英岩脉构成相对凸起的脊 ; 而片岩
、

页

岩及花岗岩脉往往形成凹槽
。

7. 砂砾滩 广泛发育在山东头与驴岛之

间
,

沉积物以细砂
、

砾石为主
,

局部含泥质

沉积
。

砾石一般 3 x 2 x 1
.

5 厘米
,

砂的分选

性较差
。

砂砾滩在落潮时大部分干出
。

交通船东码头也有砂砾滩发育
,

以砾石

为主
,

由低潮滩至高潮滩砾石逐渐变小
,

高

潮滩砾石 为 4 x 3 又 0. 5 厘米s., 以扁平者居

多
,

低潮滩砾石平均 18 x 14 x 6 厘米
3 ,

最

大者达 55 x 35 又 20 厘米飞的石块
。

8. 砂滩 主要分布于 田横岛东头与菠萝

岛之间
,

地形较平坦
,

以 中细砂为主
,

含少

量砾石
。

该砂滩是 田 横岛东头村渔船避风

港
,

外 口筑堤可作为理想的养虾池
。

夕
.

冲别糟 分布在 山东头与石咀
、

砂盖

之间及驴岛与田横岛之间的狭窄水道
。

前者

因处在高低潮线之间的砂砾滩 上
,

槽深仅

0
.

5 米
,

它是潮流冲刷的结果
。

冲刷槽北宽

南窄
,

在一般低潮时成为山东头与砂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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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水域
。

后者长约 120 0 米
,

平均宽度

约 50 0 米
,

槽深 6 ~ 8 米
。

它是潮流通过驴

岛与田横岛之间的水道时
,

流速增大
,

冲刷

力增强而形成的
。

因此
,

槽 内沉积物主要是

粗砂与各种砾石
,

局部基岩裸露
。

10
.

冲 矛」潭 冲刷潭呈椭圆形
、

仅分布

在驴岛与 田横岛间冲刷槽东侧
,

距 田横岛较

近
。

冲刷潭长 3 5 0 米
,

宽 1 5 0 米
,

深 8 一 10

米
,

这是潮 流运动受地形影响产生的旋转流

对海底产生掘蚀作用而成
。

11
.

水下浅 滩 主要发育在驴 岛
、

田横

岛及牛岛周 围
,

坡降较大
。

它处于波浪破碎

带
,

冲刷作用较强
,

沉积物以粉砂为主
。

12
.

海 湾堆 积 平原 整个盐水湾均属堆

积平原
。

这里湾宽
、

水浅
、

海底平坦及水动

力较弱
,

因此形成典型的海湾堆积平原
。

底

质由泥质粉砂及粉砂质泥组成
。

13
.

鱼 围 筑在驴岛西北侧
,

用大砾石

堆积而成
。

它是在落潮时阻挡鱼群返回海里

的人工捕鱼设施
,

其直径 20 0 一 3的 米
,

近

圆形
。

14
,

渔船 锚拍 地 山 东头 岸边 有一处
,

它 由砾石围成
,

其东侧 留有 口 门
,

大小 为

15 0 米 x 2 0 0 米
2 ,

能停泊 12 马力的小型渔

船
。

此外
,

在 田横岛西头
、

中村
、

东头
一

近岸

各有一处渔船锚泊地
。

万
.

码 头 田横 岛中村北岸小湾有一座

水泥石砌小码头
,

其长 10 0 米
,

宽 5 米
,

能

停靠 20 马力以 内的小船
,

唯低潮时需借助

小舶版引渡 ; 山东头 陆戈庄码头正在建设

中
,

建成后配合 田横 岛小码头便于交通运

输
。

三
、

地质特征

田横 岛诸岛地层 时代系上侏罗纪莱 阳

组
,

岩性由砂岩
、

砂砾岩
.

黑色页岩及泥质

粉砂岩组成
,

层理清晰
。

地层走 向北西
,

倾

向南西
,

倾角 25
“

左 右
,

总体呈单斜形式

展布
。

岛群被北东向二长花 岗岩墙群人侵
,

与围岩呈角度相交
。

岩墙群与中生代后期花

岗岩侵人有关
,

可以推断胶东沿海的大构造

方向应与北东向岩墙群走 向基本一致
。

田横 岛沿岸呷 角的展布基本受地质构

造
、

岩性及岩墙的侵人有关
。

据海上底质取

样可知
,

田横水道砾石层以下为二长花岗岩

残积层
,

推测其水道的形成是由于较软的侵

人岩墙强烈风化
,

后经潮流作用加深而致
。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于胶北隆起的东南边

缘
,

于青岛海洋深断裂的中间部位
。

中生代

时期
,

该区为湖泊发育阶段
,

随着陆地缓慢

下降逐渐堆积了一系列侏罗一白噩系陆相建

造
。

尔后
,

地壳运动加剧
,

由于青岛海洋深

断裂的活动
,

中生代岩浆运动人侵
,

至新生

代整个胶东隆起剥蚀
,

而沿海大断裂继续活

动
,

形成了沿岸星罗棋布的岛群
。

但是
,

该

区缺乏褶皱构造和明显的逆掩断层
,

表明水

平运动并不强烈
。

小岛之间的水域地形
,

绝

大部分是因岩性软弱及小型断裂构造经长期

潮流作用的结果
。

四
、

开发探讨

(一 ) 岛丘开发

田横岛岛群多数以孤立的小岛出现
,

孤

岛高程一般在 10 一 50 米之间
。

由于长期侵

蚀剥蚀的原因
,

夷平作用十分显著
,

岛心残

丘呈圆浑形
,

地表大部分被残坡积覆盖
。

根

据以上 自然优势
,

应先易后难
,

分散开发与

利用
。

了
.

旅游业开发
.

田横岛为本岛群最大的

岛屿
,

面积 2 平方公里
,

居民 50 0 多人
,

世

代以渔业为主
,

农业为辅
,

但它是一个享有

声誉的小岛
。

汉初齐王田横的党徒 500 余人
,

不愿做

汉 臣
,

于公元前 202 年逃往海岛集体 自杀
,

故名田横岛
。

岛上西部高地称 田横顶
,

顶上

有 田横 50 0 义士墓
,

是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

点
。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为其撰写历史 ; 近

代美术大师徐悲鸿为它作画
、

悲鸿夫人廖静

文近年去岛上选点落实壁画 ; 陈毅诗作 中也

提及
“

田横
”

; 诗人
、

画家贺敬之等也先后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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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旅游
。

因此
,

田横岛在国内外具有相当高

的知名度
。

目前
,

岛上 已有招待所
、

环岛公路及 田

横祠遗址
,

并在着手建设迎客亭
、

探海亭
、

“

耐冬
”

盆景园等岛上景观
。

各级政府十分关

怀海岛开发
,

岛上 已有海底 电缆供电及通

讯
,

岛陆之间备有常规交通船
,

来去方便
。

小岛四周被礁石环绕
,

站在岛上极目海天
,

惊涛拍岸
,

舒胸惬气
,

大有磅礴万里之感
。

因此
,

田横岛不仅是一个以名胜古迹为主的

赏古区
,

同时又是一个海上旅游点
,

是一个

可登山观 日
、

临海垂钓
、

海滩人浴
、

林中赋

诗的自然风景休息佳地
。

2
.

果林业开发 在 田横 岛岛群
,

驴岛是

最大的无人岛
,

其较高的部位遭到剥蚀和侵

蚀
,

残坡积十分发育
,

潮间滩涂也较齐全
,

如砂堤
、

古砂堤
、

小型泻湖等发育完整
。

岛

上淡水丰富
,

交通便利
,

建议种植优良果

树
。

再者
,

它与 陆区 由砂坝连接
,

退潮时

车
、

人均能进岛
,

看守防护可借助砂坝要

道
,

涨潮时更可 由潮水把关
,

这是得天独厚

的岛屿开发优势
。

如果岛上
、

岸滩全部利

用
,

可植林果 0. 45 平方公里
。

了
.

野生动植 物 资源 利 用 除 田横岛外
,

大部分属无人岛
。

岛上树木茂盛
,

草深齐

腰
,

是优良的天然牧场
,

同时
,

多数岛屿生

长如柴胡
、

蒲公英
、

防风娱
、

葛子
、

艾草
、

山菊
、

独苗花
、

小和 尚
、

金银花
、

野美蓉
、

棘针
、

山葡萄
、

夫子苗等中草药 ; 还有鹰
、

野兔子
、

喜鹊
、

野鸭
、

鸟类等飞禽走兽
。

上

述天然资源
,

部分属名贵药材和美味 肉食
,

只要加强科学管理和计划采集
,

经济效益可

观
。

(二) 养殖业开发

了
.

牡垢 养殖 岛群各小岛周围大部分发

育岩脊滩
,

岩礁天然生长牡蝠
。

这里气温一

般在一2 一 25 ℃ 左右
,

正是牡砺生 活的最佳

温范围
。

根据岛上石源丰富
、

采苗方便及适

宜牡砺生活的优势条件
,

在岩礁滩以外的浅

滩
,

如东村浅滩
、

驴岛东西两岸浅滩等可以

投石采苗方式
。

事前在投石采苗的海区设好

标志
,

用船装运到采苗区均匀投下
,

退潮后

再将投下 的石块随海区条件不同整理成各种

形式
,

附苗后任其 自然生长
,

直到收获
。

这

种方式具有投资小
、

见效快
、

产值高等优

点
,

比天然生长的收获量成倍增长
。

2
.

扇 贝 养殖 田横岛群的水域绝大部分

在低潮线 以下
,

风浪小
、

水质澄清
,

冬季不

冰冻
,

夏季在 25 ℃左右泥砂底质
,

尤其是

广阔的盐水湾
,

最适宜人工养殖扇贝
。

根据

蓬莱的养殖经验
,

以笼养方法最好
,

以海底

打桩固定筏子体
,

以免风暴时被冲走
。

盐水湾养殖扇贝其优势是面积大
,

湾内

风小水静
,

但潮流通畅
,

又是理想的砂泥底

质
。

可以大力发挥老人
、

妇女等闲散劳力
,

又能随时给 田横岛游客供应海鲜
,

对发展旅

游事业起到积极作用
。

了
.

海参养殖 海参营养丰富
,

又不含胆

固醇
,

是宴席上的传统名菜
,

还具有较好的

药疗价值
,

能增强免疫功能
,

有滋补抗衰老

作用
。

岛屿周围岩礁发育
、

水质清澈
、

未受

污染等有利条件
。

刺参进行人工育苗
,

更是

发展经济
,

当地居民致富的最佳途径
。

将人

工培育的幼参
,

待成长到 1厘米左右
,

可将

幼参连同附着基一起潜水投放到预选勘察改

造过的海 区 (最好选择潮流畅通
、

风浪较

小
、

盐度稳定
、

水深在 3一 巧 米的湾内 )
,

例如田横水道内侧
、

涨岛水道内侧及岛屿周

围岩脊滩以下均是理想的养殖区
,

因刺参移

动性小
,

不会逃走
,

若坚持每年投放幼参
,

再采取有效增殖措施
,

产量可几倍的增加
,

经济效益仅次于扇贝养殖
,

而且刺参放养不

担任何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