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四大区区情 

第一章 美兰区区情 

一、美兰概况 

1.地理位置 

美兰区位于海口市东北部，东接文昌市，南靠琼山区，西邻龙华区，北临琼州海峡，南渡江、美舍河、

海甸溪横穿城区注入大海，是海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区。 

2.自然环境 

美兰区以滨海台阶式地貌为主，主要为滨海平原，地热低平，是海南著名的南渡江 

出海口处，在出海口处的海甸岛和新埠岛，两岛相望，风景优美宜人。全区生态环境良好，人均绿地

面积达 60%，绿化覆盖达 30%。 

3.地质地貌 

（1）地质构造 

海口市美兰区地质构造主要为新生代以后的海相、海陆相地层，境内有 3 条断裂带， 横向的有王五

至文教深大断裂、马袅至铺前断裂；纵向的有东寨港至清澜港断裂带。 

（2）地貌特征 

美兰区地貌以平缓的地形、较低的海拔为主要特征。其特点是：滨海台阶式地貌， 

地势南高北低，由西南东北倾斜，海拔多在 10 米以下，最低处是南渡江出海口(0.4 米)，最高处是

大致坡镇的加东岭(151 米)，没有高山和连绵起伏的丘陵。 

①流水地貌：特点是地势平坦，水网密布，土壤以粉沙和游泥为主，地势低洼。岛屿和沙洲为数不

少，其中以海甸岛面积最大，其次为新埠岛，其他都很小。 

②风成地貌：固定性沙滩，沿海风沙常在海流的作用下，泥沙不断流运至沿岸，逐渐固定下来的沙滩

地。美兰区风成地貌主要分布在演丰镇塔市海岸一带。 

③人工地貌：浅海滩涂人为搬运入土量泥沙，形成人造陆地。美兰区的人造平原主要在海南大学校址

周边及海甸岛东部开发区 

④沙坡地貌：美兰区南渡江岸从灵山镇儒权村至海甸岛入海口岸带，全长约 30 公里。 

⑤海岸地貌：美兰辖区海岸地貌类型主要有三个：一是沙坝—泻湖海岸，主要分 

布在东部的东寨港，口门处有水下沙坝，港内为泻湖港湾；二是沙质海岸，是美兰区最为发育的海岸

类型，海口湾、铺前湾两大海湾海岸主要由沙质海岸构成；三是红树林海岸，主要分布于东寨港泻湖内，

红树林品种多样，海洋生物物种丰富，生态系统良好。 

4.土壤类型 

20 世纪初，海口、琼山进行土壤普查，美兰区境内土壤主要有水稻土、砖红壤土、菜园土、潮沙泥

土、滨海沙土 5 大类。 



 

5.气候特征 

美兰区属季风性热带气候区，夏季长冬季短，四季特征不明显，日照时间长，热量 

丰富；终年无霜雪，雨量充沛。春季天气温暖少雨多旱；夏季受热带海洋天气系统影响，高温多雨；

秋季是南海、太平洋台风的常袭击区，台风暴雨频繁，气候湿凉；冬季寒冷 

时间短，主要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时有寒害出现，时有低温阴雨。 

二、自然资源 

1.矿产资源 

美兰区矿产资源主要是非金属矿产。 

2.水文 

（1）河流 

美兰区有南渡江（美兰境内段，海南第一大河）、美舍河、海甸溪、鸭尾溪、演丰东河、演丰西河、

东寨港出海、芙蓉河、等河流。 

（2）地下水 

美兰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匀，南渡江沿岸及东部沿海地带地下水储量丰富，而东南部的

大致坡一带则属地下水资源贫乏区。 

3.海域、海岸线、岛礁 

（1）海域 

2010 年，美兰区管辖的海域面积达 710 平方公里，占全市海域总面积的 85%。美兰区海域使用项

目主要有海水养殖和建设占海项目。 

美兰区海洋保护区有 2 个，一个是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 

是海口市美兰区用海面积较大的用海类型，总面积达到 2610 公顷，位于美兰区的三江、演丰一带；

一个是东寨港水下村庄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保护区，总面积为 100 公顷， 

位于铺前港西北至东寨港一带。 

（2）海岸线 

美兰区北临琼州海峡，海岸线西起新港，东至文昌铺前的交界处，沿线有 2 个大海湾，分别是铺前

湾、海口湾，海岸线长 118 公里，占全市海岸线的 87%。 

（3）岛礁 

①海甸岛：位于海口市北部，处于南渡江的入海口，是一个典型的三角洲岛屿，也是海口市最大的岛

屿。在海口历史上，海甸岛是河流最为密集、变化最大的地方。 

②新埠岛：位于海口市北部，是南渡江入海口处的三角洲，三面环水，南侧与中心 

城区接壤，是海口市中心唯一整体开发的滨海用地。新埠岛的建设始于 1992 年，目标定位是“生

态化、泛游艇、岛居型”国际化亚热带滨海旅游度假风貌新市镇。 

③司马坡岛：地处南渡江出海口江心位置，位于琼州大桥上游，是海口未来城市发展“一江两岸”格



 

局的中心。 

④北港岛：因北临大海，故名北港。岛边海域有明朝万历年间琼州大地震沉陷的村庄遗址。岛上沙丘

平坦，北部略高，中间较低。四周环水，自然景色优美。 

⑤野菠萝岛：位于东寨港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属无人岛。区内有被誉为“海 

上森林公园”的红树林、世界地质奇观“海底村庄”，世界稀有鸟类及丰富海鲜水产而著称。因岛上

长满野菠萝而得名。 

⑥草岛：因岛上杂草丛生得名，俗称土鼻岛。位于美兰区演丰镇塔市村东部，东北 

部隔海相邻北港岛，东南接近演海村委会龙江村，西南与福头村接壤。刮台风时，潮汐高涨，偶尔全

岛淹没。 

⑦乌贼石：因每年 2～4 月乌贼鱼成群结集在石周围而得名。 

⑧白沙浅滩：因沙滩白且浅而得名。位于铺前湾的西北面。靠近灵山镇东营墟，处于文昌铺前墟至海

口市路途的中间。 

⑨沟门石：因靠近北创港门，港门有条流水沟而得名。位于北创港的东北面。 

⑩浮水墩：海上土墩。惯称龟土，因其形状象海龟浮在浅海上而得名。位于美兰区演丰镇演海村委会

莲塘村的东北面 700 米处。 

4.植物资源 

2010 年，美兰辖区有野生维管束植物 1980 多科，其中海南特有种 40 多种，被列 

为国家一级保护 3 种，国家二级保护 10 多种；乔灌木 180 多种。美兰区植被以灌木草丛为主。

天然植被主要为南方热带地区常见和野生灌木草丛植物种群。 

5.野生动物 

2010 年辖区有野生陆栖脊椎动物 199 种，其中两栖类 22 种、爬行类 36 种、鸟类 

119 种、兽类 24 种。其中 5 种为海南特有种；列入国家一、二类重点保护名录的野生动物 13

种，省级保护动物 70 种。 

三、历史沿革 

美兰区前身为振东区，位于海口旧城中心(占据旧城区域的三分之二)，海口最早的 

街道、村庄、商埠、商业区，都孕育形成于辖区内的白沙津。早在宋代，已是“商舟所聚处”。1950

年海南岛解放，6 月成立海口市人民政府；同年 12 月，分属市第一区人 

民政府和第三区人民政府。2002 年 10 月 16 日，海口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振东 

区，并于 2003 年 1 月 1 日挂牌成立美兰区。 

四、行政区划 

截至 2020 年 5 月，美兰区下辖 9 个街道和 4 个镇，共有 53 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53 个村民委员会；有桂林洋、罗牛山、三江 3 个农场和冲坡岭热带作物场（区管）。区政府驻白

龙街道。 



 

五、风景名胜 

美兰区有 118 公里的海岸线；有热带海岛资源、生物资源和景观资源丰富的海甸岛、 新埠岛、司马

坡岛和北港岛；有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东寨港琼北地震遗址；有 3A 级景区海口白沙门公园和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等旅游资源。 

 

第二章 琼山区区情 

一、琼山概况 

1.地理位置 

琼山区位于海口市南部，中心位置约在东经 110°36′，北纬 20°01′。北部、东 

部与美兰区毗邻，西与龙华区接壤，南连文昌市和定安县。辖区总面积 953.9 平方公里。区政府驻

惠民路 1 号琼山区机关办公大楼。 

2.地形地貌 

琼山区地势北部和东南部高，东北部和南渡江沿岸低平，有二种类型： 

（1）东部和东南部缓坡丘陵区，海拔 30——100 米，土壤除部分新老沉积物或变质岩发育而来外，

其余都是玄武岩风化而形成，土层深厚，红色。 

（2）海、河新老沉积小平原区，海拔 2.5——30 米，分布在南渡江沿岸，土壤以沙壤为主。 

土地结构也有二种类型：红壤土、沙土、石砾土。红土区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 

南部，是商品粮基地和热带作物基地。沙土区主要分布在南渡江沿岸的冲积平原，适宜种植水稻、花

生、番薯和蔬菜。全区耕地总面积 2.2 万公顷，其中水(旱)田 1.02 万公顷，旱地 1.18 万公顷。 

3.气候 

琼山区属热带海洋气候，年平均气温 23.8℃，年平均日照 1752 小时，年平均降雨量 1724.5 毫

米，雨季一般集中在 8～10 月。 

4.水文 

海南岛内最大的河流南渡江流经琼山区旧州、云龙、龙塘等 3 个镇和国兴、滨江街 

道，境内还有集雨面积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小河流 7 条，分别是三门坡镇境内的演州河、铁炉溪和

三十六曲溪、甲子镇的鸭程溪、旧州镇的演丰东河、云龙镇的演丰西河、大坡镇的白石溪。 

二、自然资源 

1.水产资源 

全区淡水养殖可养面积近万亩，常见淡水鱼类有 30 余种，以鲤鱼居多，虾、蟹、河蚌等也很丰富。 

2.林业资源 

全区主要林产资源有花梨、麻楝、苦楝、桉树、海棠、油茶、木麻黄和竹子等。 

3.矿产资源方面 

根据有关部门勘查，目前发现的矿种主要有煤、锰、玻璃砂、硅藻土等。已开采利 



 

用的有长昌的煤矿。此外，府城、龙塘等地的石矿和南渡江沿岸的河沙，是海府地区建筑材料的主要

来源。 

4.药物资源 

药物资源丰富。根据统计有 80 多种，其中药用动物主要有海马、金环蛇、银环蛇、龙衣、必甲、毛

鸡等；药用植物主要有砂仁、沉香、槟椰、五加皮、防托等。 

三、行政划区 

截至 2017 年，琼山区辖（凤翔、府城、滨江、国兴）4 个街道、（云龙、龙塘、 

红旗、三门坡、旧州、大坡、甲子）7 个镇，另辖岭脚热带作物场、长昌煤矿等 2 个乡级单位；建

制村 71 个、社区 34 个，自然村 718 个、村民小组 919 个、居民小组 199 个。区政府驻北冲溪社区。 

四、人口民族 

2017 年末，琼山区常住人口 51.17 万人，户籍人口 39.04 万人。 

五、风景名胜 

1.自然景观 

（1）陶公山 

海口市云龙镇有一座享誉琼岛内外的奇山，名曰“陶公山”，又称岭脚岭。该山被 

道家经典著作列为全中国 72 处风水宝地中排名第 24 位，有“海南第一风水宝地”之称。据传古

时有位姓陶的老人在此地修道成仙，后来此山便以陶公山为名。它共有 5 个小山丘组成，犹如躺着的五

指山，又似卧龙，蜿蜒伸向南渡江边。陶公山下的坡仑村，是一座风光奇美的古村落，是海南第一个农会

的诞生地。 

（2）南渡江 

南渡江是海南最长河流，发源于白沙县南峰山，干流斜贯海南岛中北部，流经白沙、 

琼中、儋州、澄迈、屯昌、定安以及琼山境内的旧州镇、云龙镇、龙塘镇、凤翔街道、 滨江街道、

国兴街道，最后经美兰区流入琼州海峡。 

2.人文景观 

（1）丘濬故居 

丘濬故居位于琼山府城金花路三巷 9 号，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 年），距今已 

有 640 多年的历史。曾为多进式院落，规模最大时有“丘氏十八屋”之说，现存大门、前堂和可

继堂等单体建筑，其建筑是海南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府城鼓楼 

府城鼓楼位于府城鼓楼街，原名谯楼，又称文明楼。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 年）， 

明清两代多次重修。台基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 年）扩建而成，门额分刻“海南壮观”、 “奇甸文明”。

现存鼓楼为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重修，坐北朝南。楼内原有明 

正统元年（1436 年）铜禁钟一口，钟铭记述了捐资铸钟情况及祈求国泰民安之意。 



 

（3）琼山县学宫 

据清朱为潮篡《琼山县志》载：文庙始建于宋代，原设在海口浦，历代多次迁移， 最后置于府城南

门和护城河北边 300 米处，即今遗址。 

2013 年，琼山县学宫大成殿重修完成，现为海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琼台福地 

琼台福地纪念馆位于府城关帝巷内的抱珥山上。在古代人们习惯尊称朝廷官衙为 “台”，故这里称

“琼台”。琼台福地的说法由来已久。观象家曾说，华夏大陆的阳刚紫气，越海潜入南方，首先聚集于琼

台之下，故称“福地”。又相传海南地形极像一只缩头神龟，宋太祖怕它伸出头来威胁王朝的统治，便将

州城迁来神龟缩头处，宋神宗熙 

宁六年（1073 年），在琼州城内设立琼管安抚司统管全岛政务，借此镇住龟头。因此， 

当时人们称此地为琼台。1999 年，琼山市人民政府在原址上重建了琼台福地纪念馆，重建后琼台福

地纪念馆的建筑有琼台福地坊、福地轩、琼台阁、关帝殿、妈祖庙、观音庙、影壁、东西庑廊和福泉等。 

（5）五公祠 

五公祠位于琼山国兴街道海府路 169 号，是为纪念唐宋时期贬谪到海南的五位著名 

历史人物：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李光、赵鼎、名臣胡诠而建的，故名五公祠，现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公祠为一组古建筑群的统称，它由海南第一楼、观稼堂、学圃堂、东斋组成，并 

和苏公祠、两伏波祠及其拜亭、洞酌亭、粟泉亭、洗心轩、游仙洞等连成一片，建筑面积 2800 余平

方米，连同园林、井泉、池塘约占地 100 亩。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重修，后

又多次修缮，现仍是熠熠生辉。 

（6）海瑞故居 

海瑞故居位于府城红城湖路 67 号，这是一座纪念性的仿明代海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是 1997 年

琼山市各界筹资重建的。重建后的故居由前厅、正堂、后屋、书斋、花厅、书童间、杂用间、厨房等单体

建筑组成，于海瑞诞辰 480 周年之际落成，对外开放。 

1998 年列为琼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 年 5 月，增建广场、雕立塑像、牌坊等，总面积为

3300 平方米。2003 年 1 月，又完善了其附属设施。这里已成为后人敬仰先贤的凭吊场所，为成一处继

承传统文化、廉政勤政为民的教育基地。 

 

第三章 秀英区区情 

一、秀英概况 

1.位置境域 

秀英区位于海南省省会海口市的西北部，东接龙华区，西邻澄迈县，南与定安县接 壤，北临琼州海峡，

是海南省海口市的 4 个市辖区（县级）之一。总面积 511.5 平方公 



 

里。 

2.地貌 

秀英区内以典型的火山地貌为主。 

（1）马鞍岭火山口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境内，距市区 15 公里，以其形似马鞍 

得名。岭上建有“观海亭”，供游人观赏碧波荡漾的琼州海峡，俯视火山口真面目，眼饱百里荔枝园

美景。据考，马鞍岭火山口是距今 2.7 万年至 100 万年间火山爆发时火山 

口群中最大的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死火山口之一。 

（2）昌道岭位于马鞍岭东南约 3 公里处。昌道岭形态与马鞍岭相似，但火口内径 

和深度皆超过马鞍岭，因此火山口更显壮观和神秘。特别是火山口旁边有一塌陷坑，其 

内熔岩刺、熔岩钟乳等景观保持相当完整，与昌道岭比邻还有一座同类型的美社岭火山 锥。 

（3）吉安岭位于马鞍岭火山西北约 2 公里。火口的西南侧有一寄生火山锥。寄生 

火山由火山渣和火山灰构成。吉安岭火山的寄生火山是内寄生火山，不同于马鞍岭的外 寄生火山。 

（4）双池岭是马鞍岭－雷虎岭火山群中最小的玛珥火山，但由两座玛珥火山组成。 位于石山马鞍岭

西北约 3km 处，四周的火山岩垣由层凝灰岩组成，具明显的层理，其外坡产状平缓。 

（5）好秀岭为玛珥火山，位于双池岭南侧约 200m，是火山地质公园内唯一常年积水的火山口湖，

有数百平方米的水面，水深超过 1.5m。 

（6）雷虎岭位于马鞍岭火山口东南的永兴镇附近。高程 168m，比高 90m，底径 900m，坡度 30°。

有一火口，其口径 280m，底径 50－100m，深 80m，内坡坡度 50°， 

北东向缺口。火山垣宽 20－30m。 

（7）群休岭位于雷虎岭之东南侧，距永兴镇 2km。火口为漏斗形凹地，北东方向缺口。 

（8）罗京盘位于永兴以南约 6km，高程 93m，但在玄武岩台地上的低平火口，状 

如一个巨型运动场。火口底部平坦，中心位置凸起一个熔岩丘。熔岩丘的中部有一个火口，积水成塘。 

（9）儒黄岭位于永兴以南约 4km，临近罗京盘，椭圆形，北东向缺口，岩性以玄 

武岩为主，火口垣为火山碎屑岩。儒黄岭近望是一块极为平整的大面积土地，土地上绿草茵茵，犹如

一块天然的大型足球场。 

（10）仙人洞位于石山镇荣堂村，因道士在洞内修炼成仙的传说而得名。 

（11）卧龙洞位于石山镇儒才岭附近，该洞以平坦宽广而著名，可以同时开进两辆大卡车，容纳一万

多人。 

3.气候特征 

秀英区地处琼州海峡南岸，海南岛北端。处于低纬度热带北缘，属于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区，具有温暖多雨、光热充足、昼夜温差较小、全年无霜等气候特征。太阳投射角度大，年

辐射量 121895 卡/平方厘米。日照时间长，年平均日照时数 1955 小时以 

上。常年气候温热湿润，年平均气温 24℃，春季温暖少雨，夏季高温多雨，秋季常有 



 

台风，冬季不冷，11 月至翌年 3 月的月平均温度在 18℃左右；4—10 月的月平均气温在 25℃以

左右，极端最高气温均不超过 39℃。5—10 月为雨季，也是热带风暴、台风 

活跃的季节，以 8—9 月较多。受季风影响明显，降水时期集中，雨季分明，雨热同期， 

年较差小。11 月至翌年 4 月是少雨季节，常有冬春旱发生。灾害性天气主要有台风、暴雨和干旱。

常年以东北风和东南风为主。 

二、自然资源 

1.河流水文 

秀英区主要属于南渡江水系、五源河水系和荣山河水系，水资源丰富。流经境内 

的河流主要有南渡江、五源河、荣山河、美党溪、昌旺溪和那甲水、美涯水、那卜水、 那合水、大

潭水等。其中单独流入海洋的有南渡江、五源河、荣山河和美党溪。境内水库多属小型水库，主要有永

庄水库、岭北水库、玉凤水库、保村水库、东寨水库、东城水库、那卜水库、美涯水库、北征水库、荣昆

水库、用畔水库、前进水库、南村水库、 

昌头水库、娜姆水库、周仁水库、拜就水库等。地下水资源丰富，潜水分布广泛。 

2.矿藏资源 

秀英区境内已探明的矿藏资源主要有玄武岩、火山岩、硅藻土、高岭土、黏土、硅 

砂及地下水、矿泉水、温泉水等 10 多种。石山镇一带的黏土矿，层状厚 3 米，上覆盖层为棕红

色砂土，可见厚度 0.5 米。矿泉水主要分布在石山镇周围羊山地区，储量丰富，品质优良，水位较深。

硅砂主要分布在境内南渡江、五源河等河道和冲积沙洲内，砂粒 

为石英，粒度均匀，成分单纯，含泥量低，可供玻璃制造、建筑业等使用。 

3.动物资源 

秀英区有野生陆栖脊椎动物 100 多种，其中红胸角雉、山鹧鸪、海南虎鳽（jian） 

等 5 种为海南特有；列入国家一、二类重点保护名录的有蟒蛇、唐鱼、海南山鹧鸪等 

10 余种。海洋资源丰富，海洋动物资源主要有鱼类、虾类、蟹类、贝类等。其中鱼类有 100 多种，

常见且质优的鱼类有马鲛鱼、黄花鱼、西刀鱼、石斑鱼、海鲤鱼等；虾类 

有斑节对虾、琵琶虾、沙虾、青虾等；蟹类有锯缘青蟹、花蟹、膏蟹、石头蟹、梭子蟹等；贝类有泥

蚶、毛蚶、牡蛎、鲍鱼等。此外还有海蜇、沙虫、海马等海洋生物。 

4.植物资源 

秀英境内有野生植物近千种，其中海南特有的 40 多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的有苏铁、坡垒、海南黄花梨 3 种；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有黄檀、粗榧、海南沉香、见血封喉

等 10 多种。有乔、灌木 100 多种，其中半数左右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树 

种。诸如紫檀、椰子、槟榔、棕榈、樟树、苦楝、木麻黄等。药用植物近百种，其中以巴戟、槟榔、

益智、砂仁四大南药比较著名。 

5.传统物产 



 

秀英区物产丰富，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花生、芝麻、 胡椒、甘蔗等，

尤其是冬季蔬菜量大质优。水果主要有荔枝、龙眼、黄皮、香蕉、菠萝及波罗蜜等。畜牧业以饲养黑猪、

黄牛、山羊以及鸡、鸭、鹅等为主。渔业以海洋捕捞 

和海水养殖为主。 

三、历史沿革 

1.名称的由来 

海口市秀英区境内在历史上曾有一村庄名为小英村，与相邻的大英村并称“二英”。 清光绪十三年

（1887 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巡视海口时闻悉后，以小英不够典雅而 

遂以谐音改名为秀英，一直沿用至今。 

2.建制沿革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始设秀英乡，隶属广东省海口市八乡镇联防办事处。 

1950 年 4 月海口市新中国成立后，于 1950 年 6 月成立秀英乡人民政府。 

1988 年 4 月海南岛建省后，秀英区转隶属海南省海口市管辖。 

2002 年底，琼山市并入海口市调整行政区划后，秀英区的行政区域扩大为 6 个镇 2 个街道。 

四、人口、民族、宗教信仰与语言 

1.人口 

2019 年，全区常住人口 40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11.34 万户 35.89 万人。户籍人口中，城镇人

口 17.02 万人，乡村人口 18.86 万人。流动人口约 8.5 万人。截至 2019 年 9月 30 日，全区出

生人口 5959 人，比上年同期减少 448 人，出生率为 14.90‰，计划外多孩率为 6.91%。 

2.民族 

秀英区是多民族共同开发和栖息的家园。区域内居住的人口中，以汉族最多，约占 98.8%。少数民族

有黎族、苗族、壮族、回族、藏族、土家族、蒙古族、布依族、哈萨 

克族、维吾尔族等 10 多个兄弟民族，约占 1.2%。少数民族人口中，黎族约占 65%。 

3.宗教信仰 

秀英区内居民的宗教信仰主要以信仰佛教、基督教为主，也有少数信仰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

教的。 

4.语言 

秀英区通行的语言有普通话、海口话、客家话、闽南话、白话、军话及部分地方话 

等语种。海口话属于海南话中的海定片。秀英西北部的长流镇及周围部分村庄讲长流村话。中南部的

石山镇、永兴镇的部分村庄讲羊山土语，和临高县的方言比较接近。公共场所推行普通话。本地流行方言

为海南话，海南话实为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在海南产生地域性变异而成。 

五、区位交通 

 



 

海口市的政治中心位于秀英区内。秀英区是海南岛出入祖国大陆的“琼州门户”， 

秀英港、南港、新海港、汽车西站、粤海铁路火车站等交通中心，均在秀英。通过全国最大的跨海铁

路——粤海铁路，与祖国内地各大中城市直接相连；通过全岛最大的港口 

——海口港，与祖国沿海、沿江省市对接，还可顺风通往东南亚及世界许多沿海国家和地区。岛内海

榆（海口至三亚）西线、中线高速、海屯高速公路，东环高铁、西环高铁等等交通干线起点都在秀英，是

省会海口市连接全省其他市县的交通枢纽。区内绕城高速公路及东环高铁直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港

距美兰机场仅 27 千米，形成海陆空 

立体交通网络。 

六、旅游资源 

秀英区南依海口市最高点马鞍岭等古火山群，有占全市近一半面积的森林和海洋， 

全市 75%的 4A 级旅游景区——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海口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海口西海岸带

状公园坐落区内。有品貌完好的万年前火山遗迹，上千年火山古村落，数百 

年火山石干打垒、外墙长满苔藓的特色民居；有当今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村 

秀英区北傍琼州海峡，延绵 20 多千米的黄金海岸线，坡度平缓，开阔连绵，水清 

沙白，有海南国际会展中心海滩、贵族游艇会海滩、假日海滩、西秀海滩等海滨风景区和游乐区，均

已成为开放自由的傍岸泳区。秀英区堪称海南岛上富有山海特色的休闲、 度假、旅游、文体和会议会展

胜地。 

 

第四章 龙华区区情 

一、龙华概况 

1.位置境域 

龙华区隶属于海南省海口市，地处海口市中心区，东接美兰区、琼山区，西面与秀英区相邻，北临琼

州海峡，南依定安县。全区土地面积为 300.6 平方公里。 

2.地形地貌 

龙华区北面临海，海岸线长约 8 公里，略呈长颈葫芦形，地势平缓，地表主要为 

第四纪基性火山岩和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大面积分布，全区地貌基本分为北部以滨海台阶式地貌为主

的滨海平原区，中部以典型的火山地貌为主的熔岩台地区，东、南部沿 

南渡江阶台地区。 

3.气候 

龙华区地处低纬度热带北缘，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春季温暖少雨多旱，夏 

季高温多雨，秋季多台风暴雨，冬季冷气流侵袭时有阵寒。年平均气温 23-25℃；年平均降水量 1492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85%。常年以东北风和东风为主，年平均风速 3.4 

米/秒。 



 

二、自然资源 

1.植物 

龙华区是主城区，以人工植被为主。人工植被由热带区系植物的各种栽培种组成， 如桉树、木麻黄、

樟树、相思树、棕榈树、橡胶树、油棕树、竹子和花卉等经济林和园 林树种，以及龙眼树、荔枝树、椰

子树、杨桃树、香蕉树等热带亚热带果树树种。 

2.动物 

野生动物中，鸟类有麻雀、大山雀、白眼眶、八哥等 140 多种；兽类有赤麂、鼠类、 

野兔等；爬行类有蛇类、龟、鳖、坡马等；昆虫类有蜂类、蚁类、蝴蝶类、蜻蜓等，以及青蛙等两栖

动物。人工饲养的动物以禽畜类为主，包括猪、牛、羊、狗、猫、兔、鸡、 

鸭、鹅、鹌鹑、鸽子等。水生动物中，有马鲛鱼、石斑鱼、带鱼、鲳鱼等 100 多种海洋鱼类，青鱼、

草鱼、罗非鱼等数十种淡水鱼类，对虾、青虾、角虾、青蟹等二三十种虾、 蟹类，以及泥蚶、毛蚶、海螺、

牡蛎等贝类。 

三、历史沿革 

1.名字由来 

龙华区的取名缘于历史传说。相传很早以前，海口老城区的龙昆村附近有一深潭， 

潭中有一神龙，能保百姓风调雨顺。以龙华命名该区，既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又含有该区在改革开放

的大潮中呼风唤雨，造福百姓的意思。 

2.建制沿革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 1932 年）属关厂乡，民国三十五年（公元 1946 年）改为关厂镇，民国三十

六年（公元 1947 年）与龙昆乡合并为关龙乡。1990 年 11 月，经国务院 

批准，成立新华区（县级），下辖城西乡和大同、海垦、滨海、中山、新华 5 个街道，共 36 个社

区、6 个村委会。 

2002 年 10 月 16 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口市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 

四、行政区划 

龙华区行政区划调整后，辖区土地面积从 51.36 平方公里扩大到 300.6 平方公里。 

龙华区辖 6 个街道、5 个镇：中山街道、滨海街道、金贸街道、大同街道、海垦街道、金宇街道、

城西镇、龙桥镇、新坡镇、遵谭镇、龙泉镇。全区土地面积为 300.6 平方公里。 

五、风景名胜 

龙华区主要人文景观有：新坡镇冼夫人纪念馆、中共琼崖一大会址、海口骑楼小吃 

风情街、海口世纪大桥、海口人民公园、海口骑楼老街、观澜湖、万绿园、海瑞墓、海口钟楼、金牛

岭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