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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吕四港
,

加速长江经济巨龙的腾飞

顾 静 珍

(中共江苏省启东市委 启东 )

吕四港座落在长江与沿海T 型结构主轴

线的结合部
,

东隔黄海与日本
、

韩国相望
,

南间长江与上海为邻
,

既是长江入海的北门

户
,

又是我国东部沿海中段 的 天 然 良港
,

有建万吨级深水岸线 3 0多公 里
,

其 中 可 建
5万吨级 以上深水泊位 80 个左右

,

向为 中 外

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所关注
。

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 》中就有建设 吕四港 的 宏 伟 设

想
。

建国以后
,

中央
、

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

及中外专家
,

就 吕四港的开发更是倾注了大

量心血
,

经过大量的论证表明
,

吕四港是我国

沿海不可多得的可建5 ~ 10 万吨级泊位 的 天

然深 水良港
,

专家们纷纷呼吁应重视开发这

一宝贵资源
。

最近
,

国务院作出加快长江三

角洲
,

及沿江地区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

大战略决策
,

使得与上海共镇长江入海 口的

吕四港的开发更显其意义重要
。

吕四港的开发
、

建设
,

可使长江南北门

户有机吻合
,

弥补因我国中部沿海港 口
“

断

链
”

而带来的缺陷
,

实现
“

黄金 水 道
”

与

“

黄金海岸
”

的最佳组合
,

加速长江经济走

廊的畅通
。

开发 吕四港
,

能使长江三角洲的资源得

到合理配置
,

可密切区域经济的内在联系
,

为浦东这一龙头的腾飞提供了配套条件
。

长

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由

于本地区是典型的
“

两头在外
”

的加工工业

区
,

因此 ,
发展交通是解决本地区原料一生

产一消费流通过程的客观要求
。

目前三角洲

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高涨与交通基础薄弱的反

差 日趋拉大
。

就拿上海港来说
,

其吞吐量达

亿吨以上
,

浦东大发展以后
,

泊位将更加短

缺
,

‘

如不尽早研究长江三角洲的港 口建设
,

对于浦东作为长江流域地区经济龙头的腾飞

无疑是一大掣肘
。

综观发达国家 的 河 口 两

岸
,

无一不是齐头并进
,

共同为内陆腹地货物

的进出提供中转
。

而距上海港仅一箭之遥的

吕四港
,

现在却仍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
。

因此
,

吕四港由于具备可建深水枣大 港 的 条

件
,

以及紧靠上海的地理优势
,

决定其势必

将担负起为上海港分流的责任
,

成为长江三

角洲又一大货物集散基地
。

开发 吕四港
,

可以使
“

黄金水道
”

与
“

黄

金海岸
”

实现最佳组合
,

加速长江经济走廊
、

的畅通
。

从发展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
、

济看
,

开

发吕四港也有着积极意义
。

长江担当了沿江

100 多个大中城市水运重任
,

是该地区乃至整

个国家的交通主动脉
。

据测算
,

其航道运输能

力相当于 14 条铁路
,

但由于受长江 口拦门沙

的制约
,

大型海轮不能直接进入长江
,

所 以实

际运量只占其中的 1 / 7 ,

其潜力远未发挥
,

严

重制约着长江水运的进一步发展
。

而 吕四港

位于江河海交汇处
,

若将与长江相连的通 吕

运河拓宽疏浚
,

大型海轮则能直驶长江
,

从

而能够避开长江拦门沙的制约
,

成为长江水

运新的入海通道
。

吕四港的开发为提高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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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能力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

” 吕四港 的开发
、

建设可接上我国中部沿

海港口的
“

断链
” ,

缩小长江下游北部地区

与南部地区的经济差异
。

我国岸线资源本来

并不充裕
,

海岸线与国土面积之比
,

每平方

公里仅有 1
.

9 1米
,

列世界第 94 位
。

而且东部沿

海中段又是一片空 白
,

与港 口密布的北部和

东南部沿海形成强烈反差
。

从连云港到上海

港之间长达约 1 0 00 公里的海岸线上 出 现 了

一个港 口
“

断链
” ,

这一
“

断链
”

制约着长

江三角洲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

正处在断链

中的吕四港
,
不仅与上海港

、

连云港南北呼

应
,

而且与台湾基隆
、

日本 长 崎
、

韩 国 釜

山均为等距离 ( 4 00 海里 )
。

江
、

海
、

河 联

运
,

再辅之 以纵横南北东西的新长铁路
、

宁

启铁路和南通机场
,

吕四港一旦开发
,

将彻

底改变苏北地区乃至华东地区的经济格局
,

使长江三角洲成为名副其实的金三角
。

开发吕四港
,

可使南黄海油田寻找到最

理想的陆上基地
。

据石油部门勘探表明
,

南

黄海储油沉积盆地面积约10 万平方公里
,

估

计地质介若量为
“

·

”亿吨
。

南黄海石油天 然 气

的开采可解决我国华东地区能源紧张问题
。

由于吕四港濒临南黄海
,

不但能 通 航5 、 10

万吨级油轮
,

而且具有建造25 万吨级以上原

油中转单点系泊的深水条件
,

因此
,

也是筹建

以油气
、

勘探
、

开采
、

加工为重点的新能源

基地的理想选址
。

开发吕四港 已从设想走向现实
。

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
,

科学
、

翔实的前期论证
,

为

之铺设了一条坦途
。

综上所述
,

吕四港独特的地理位置
,

使

其对于促进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开发开

放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而优越

的建港条件和科学
、

翔实的前期论证又使吕

四港的开发建设变为切实可行的现实
。

建国以来
,

江苏省及当地各级政府对吕

四港开发尤为重视
。

50 年代
,

江苏省
、

南通

地区行署分别成立了
“

吕四港建港筹备委员

会
” 。 19 5 8年

,

在吕四设立了水文观测站
。

19 68 年国家海洋局在该地专门建立了国家级

海洋观测站
,

收集了25 年不间断的水文
、

气

象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

十一属三中全会 以后
,

开发 吕四港又重

新被提上 日程
。

先后有 100 多批 1 0 00 余名 中

外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论证
,

并委托国家有关

科研设计部门完成了吕四港小庙洪水下地形

测绘和建港条件可行性论证
,

以及在吕四港

兴建国际原油中转项 目等论证报告
。

这些技

术论证现已通过四次由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

参加的评审
,

为开发吕四港提供 了 科 学依

据
。

联合国海洋滩徐考察组的40 多名中外专

家一致认为苏北建港的最佳位置是吕四港
。

海岸专家
、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史都达

博士对吕四港考察后也认为
:

吕四是建深水

大港不可多得的良址
。

所有的资料和 论证结果表明
,

.

吕四港是

我国沿海除香港
、

大连
、

宁波之外又一个可

建深水大港的理想选址
:

·

水域深而宽广
。

在吕四港向北 3
.

5 “ 6公

里处有一条平行于岸线的小庙洪水道
,

可通

航 5 、 10 万吨级的船只
,

而且 可 建万吨级 以

上深水泊位的岸线长达30 公里 ”
。

水道动态稳定
,

微冲不淤
。

长期以来
,

小庙洪水道 因受水动力因素和地貌动态相互

影响
,

相互制约
,

水量大
、

水流急
,

洪底泥

沙难 以淤积
。

据唐宋以来的历史资料和 19 68

年以来的水文资料分析
,

该水道一直处于稳

定状态”
。

泊稳条件好
,

有天然的挡风屏障
。

小庙

洪北部有一块面积 100 多万亩 的 腰沙
,

沙面

较高
,

一般潮位均能露出水面
,

形成一道平

行于水道的天然屏障
。

因此
,

水域内年平均

1 ) 交通部南京水科院
.

吕四小庙洪建港条件进一步论证报告

2 少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

吕四小庙洪水道水深测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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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小于 0
.

5米
,

即使有 12 级台风
,

船舶停在 个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加以

那里也安然无羔
。

在那里建港完全可以不建 考虑
,

宜将之建成集工业
、

商业
、

运 输
、

防浪堤
,

工程投资大大减少”
。

渔业为一体
,

能为上海港分流的综合型大港
。

地质条件良好
。

小庙洪水域水下土质是 依托港口
,

兼顾长江流域石化工业与南

砂质粘土
,

砂层厚度大
,

平均达50 米
。

这样的 黄海开发
,

把 吕四港建成长江经济走廊的原

土层地质十分有利于工程建设”
。

油中转和石化基地
。

据预测
,

到本世纪末
,

港 口集疏运条件较为优越
。

吕四港岸边 长江中下游 7个远离油田的炼油厂 原 油缺 口

滩徐广阔
,

总面积达40 余万亩
,

已 围垦的滩 将达 1 5 00 万吨
,

因此
,

在长江入海口附近急

徐既不影响水流
,

又可为建设项 目 提 供场 需建设一个原油中转基地
。

最近
,

全国数十

地
,

节省大量资金和耕地
。

吕四港背靠江海 名专家教授通过了吕四港进 口原油中转工程

平原
,

腹地辽阔
,

配套服务和后勤保障体系 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

日本一财团在对吕四港

较为齐全
,

水陆交通已成网络
,

实为理想的 考察后签订了在此兴建7 00 万吨/ 年炼油厂的

货物集散地
3 ’。

意向书
。

港 口群分布合理
。

在吕四港群的大洋港 依托港 口
,

配合浦东开发
,

为上海港分

西侧
,

可兴建港 口电厂和大型煤码头
; 大洋 流

,

把吕四港建成集装箱及散货的集散地
。

港东侧
,

可建造第四代大型集装箱及散货的 吕四港 可兴建第四代集装箱中转港
,

从而 自

商业港
;
在篙枝港

,

可建大型冶金及金属加 觉成为浦东开发区的配套港
,

减轻长江三角

工企业
;
在连兴港

,

兴建石油化工基地
,

其 洲港 口群的过重负担
。

外海可建25 万吨级 以上原油中转单点系泊工 依托港 口
,

建起港 口发电厂和煤码头
,

程
,

最近通过了南通市政府组织的
、

由全国 促使
“

秦
”

(秦皇岛 )煤南运
,

实现长江三

著名专家
、

教授参加的评审
‘’。

角洲
“

火龙
”

联网
。

国家准备在苏北选址建

优越的自然条件
,

使吕四港充满了诱人 立大型火力发电厂和千万吨级煤 炭 中 转 基

的魅力
。

而改革东风又进一步唤醒了沉睡的 地
,

以求彻底解决长江三角洲能 源 紧 张 问

吕四港
。

目前
,

江苏省政府决定
,

把开发吕四 题
。

吕四港有满足 电厂用煤的深水泊位及电

港作为全省最大的后劲项 目
,

要象上海抓浦 厂可用的淡水条件
,

广阔滩涂可作为原煤和

东开发一样抓 吕四港开发
;
南通市政府提出

,

煤渣堆用地
。

把开发 吕四港作为南通经济的突破 口 ;
启东 依托港 口

,

使长江
“

钢龙
”

首尾衔接
,

市更是全力以赴
,

将其作为中近期最重要 的 把吕四港建成大型冶金基地
。

由于 吕四港深

战略任务来抓
。

吕四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

水泊位岸线较长
,

且具有价廉
、

广阔的滩涂

吕四港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的开发 可供大型企业建址
。

目前
,

台湾电炉炼钢行

和建设
,

必须以上海港为中心
,

宜 建 成 集 业有大规模迁址到 吕四港的 意 向
,

准 备 在

工
、

商
、

运
、

渔为一体的 多功能
、

粽合型 国 吕四港周围40 平方公里左右 的 范 围 内
,

兴

际大港
。 .

’

“ 办冶金和机械五金等加工企业
,

使 之 与 宝

作为长江经济走廊的门户

—
吕四港

,

钢
、

武钢
、

攀钢
、

马钢等遥相呼应
,

成为我

我们把它建设成未来
“

东方大港
” ,

纳入整 国又一个大进大出的冶金及金属加工基地
。

1) 交通部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

南通吕四油港可行性研究报告

2 ) 交通部南京水科院
.

吕四小庙洪建港条件进一步论证报告 :

3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渤海设计公 司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管道设计院
.

南通华龙原油中转工程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4 )河海大学
.

吕四港近期开发陆域规划初步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