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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北以琼州海峡与广东省划界，西隔北部湾与越南相对，东面和

南面在南海中与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邻。 

 

海南省的行政区域包括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是全

国面积最大的省。全省陆地(主要包括海南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总面积 3.54 万平方公

里，海域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 

 

海南岛地处北纬 18°10’～20°10’，东经 108°37’～111°03’，岛屿轮廓形似一个

椭圆形大雪梨，长轴呈东北至西南向，长约 290 公里，西北至东南宽约 180 公里，面积 3.39

万平方公里，是国内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海岸线总长 1823 公里，有大小港湾 68 个，

周围负 5 米至负 10 米的等深地区达 2330.55 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面积的 6.8%。 

 

海南岛北与广东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 18 海里，是海南岛与大陆之间的“海上

走廊”，也是北部湾与南海之间的海运通道。从岛北的海口市至越南的海防市约 220 海里，

从岛南的三亚港至菲律宾的马尼拉港航程约 650 海里。 

 

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海南岛东南面约 300 海里的南海海面上。中沙群岛大部分淹没于

水下，仅黄岩岛露出水面。西沙群岛有岛屿 22 座，陆地面积 8 平方公里，其中永兴岛最大

(2.13 平方公里)。南沙群岛位于南海的南部，是分布最广和暗礁、暗沙、暗滩最多的一组群

岛，陆地面积仅 2 平方公里，其中曾母暗沙是中国最南端的领土。 

 

人口民族  

 

【人口】根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推算，2019 年末全省常住人口 944.72 万人，比上

年增加 10.4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559.56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23%。全省人口出生率 12.87‰，死亡率 6.11‰，自然增长率 6.76‰。 

 

【民族】海南省汉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其余民族是解放后迁入的干部、

职工和移民，分散于全省各地。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世居的黎、苗、回族，大多数

聚居在中部、南部的琼中、保亭、白沙、陵水、昌江等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汉族人口主

要聚集在东北部、北部和沿海地区。 

 

【方言】海南居民语言种类多，主要使用的方言有 10 种。1.海南话：狭义的海南方言，

属汉藏语系汉语闽南方言。海南话使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全省有 500 多万居民通用，

主要分布在海口、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陵水、

乐东、东方、昌江、三亚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在不同地方，海南话语音和声调有所不同，

一般以文昌人的语音为标准口音。2.黎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系，有本地、美孚、加



茂等 5 个方言。全省黎族人民使用，主要分布在琼中、保亭、陵水、白沙、东方、乐东、昌

江等自治县和三亚市、五指山市。3.临高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比较接近壮语。

约 50 万居民使用，主要分布在临高县境内和海口市郊西部的长流、荣山、新海、秀英等地

区。4.儋州话：属汉藏语系汉语粤语方言系统。40 多万人使用，主要分布在儋州、昌江、东

方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5.军话：属汉藏语系汉语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系统，是古代从大陆

充军来海南岛的士兵和仕宦留下的语言。10 万多人使用，主要分布在昌江县、东方市、儋

州市和三亚市的部分地区。6.苗话：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主要在中部、南部地区各

市县以及少数在其他县的约 5 万苗族居民中通用。7.村话：属汉藏语系壮侗语。约 6 万人使

用，主要分布在东方市、昌江县昌化江下游两岸。8.回辉话：目前学术界认为属海南岛语系，

是语群中的一个独特语言。据《琼州府志》记载，回辉话是大约在宋、元朝期间从外国迁来

的居民使用而流传下来的语言，当时汉人称之为“番语”。世居的回族居民约 6000 人使用，

主要分布在三亚市回辉、回新 2 个村，白沙县、万宁市少数居民使用。9.迈话：属粤语方言

系统，比较接近广州话。是汉人使用的语言，但使用人数不多，分布不广泛，目前只有三亚

市市郊的崖城和水南一带居民使用。10.疍家话：属粤语方言。仅三亚港附近的汉族居民使

用。此外，还有三亚市、陵水县等沿海渔民使用船上话，港口、铁路、矿山、国有农场职工

使用白话、客家话、潮州话、浙江话、云南话、福建话等。 

 

海南话使用最广泛、使用人数最多，全省有 500 多万居民通用，主要分布在海口、琼山、

文昌、琼海、万宁、定安、屯昌、澄迈等市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陵水、乐东、东方、昌江、三

亚等市县的沿海一带地区。在不同地方，海南话语音和声调有所不同，一般以文昌人的语音

为标准口音。 

 

自然资源  

 

【土地资源】 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热带宝地”，土地总面积 351.87 万公顷，占全国

热带土地面积的 42.5%，人均土地约 0.44 公顷。由于光、热、水等条件优越，农田终年可以

种植，不少作物年收获 2～3 次。 

 

按适宜性划分，土地资源可分为 7 种类型：宜农地、宜胶地、宜热作地、宜林地、宜牧

地、水面地和其他地。已开发利用的土地约 331.36 万公顷，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 20.51 万

公顷。海南土地后备资源较丰富，开发潜力较大。 

 

【作物资源】 粮食作物是海南种植业中面积最大、分布最广、产值最高的作物，主要

有水稻、旱稻、山兰坡稻，其次是番薯、木薯、芋头、玉米、粟、豆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甘

蔗、麻类、花生、芝麻、茶等。水果种类繁多，主要有菠萝、荔枝、龙眼、香蕉、柑桔、芒

果、西瓜、杨桃、菠萝蜜、红毛丹、火龙果等。蔬菜有 120 多种。 

 

热带作物资源丰富，其中栽培面积较大、经济价值较高的热带作物主要有橡胶、椰子、

槟榔、咖啡、胡椒、油棕、剑麻、香茅、腰果、可可等。 

 

【植物资源】 海南的植被生长快，植物繁多，是热带雨林、热带季雨林的原生地。海

南岛有维管束植物 4600 多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7，其中 490 多种为海南所特有。热带森

林植被类型复杂，垂直分带明显，且具有混交、多层、异龄、常绿、干高、冠宽等特点。 

 



热带森林主要分布于五指山、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等林区，其中五指山属

未开发的原始森林。热带森林以生产珍贵的热带木材而闻名，属于特类木材的有花梨、坡垒、

子京、荔枝、母生 5 种，一类材 34 种，二类材 48 种，三类材 119 种。 

 

【动物资源】 海南陆生脊椎动物有 660 种，其中两栖类 43 种，爬行类 113 种，鸟类

426 种，哺乳类 78 种。在陆生脊椎动物中，23 种为海南特有。世界上罕见的珍贵动物有黑

冠长臂猿和坡鹿、水鹿、猕猴、黑熊、云豹等亦珍贵。1998 年 5 月公布的海南省陆生野生

动物调查结果，共记录了 4 个纲、32 个目、77 个科、320 种动物。320 种动物中，有 7 种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2 种属省级保护动物。发现历史上没记录过的鸟类 14 种。 

 

【南药资源】 海南动植物药材资源丰富，有“天然药库”之称，可入药的植物约 2000

种，药典收载的有 500 种，南药 30 多种，最著名的四大南药包括槟榔、益智、砂仁、巴戟。

动物药材和海产药材资源有鹿茸、牛黄、穿山甲、海龙、海马、海蛇、琥珀、珍珠、海参、

珊瑚、蛤壳、牡蛎、石决明、海龟板等近 50 种。 

 

【水产资源】 海南的海洋水产资源具有海洋渔场广、品种多、生长快和渔汛期长等特

点，是国内发展热带海洋渔业的理想之地。海南岛近海已有记录的鱼类 800 多种，南海北部

大陆架海已有记录的鱼类 1000 多种，南海诸岛海域已有记录的鱼类 500 多种。 

 

【海盐资源】 海南岛是理想的天然盐场，在三亚至东方沿海数百里的弧形地带上，许

多港湾滩涂都可以晒盐。已建有莺歌海、东方、榆亚等大型盐场，其中莺歌海盐场最著名。 

 

【矿产资源】 海南矿产资源种类较多。全省共发现矿产 88 种，经评价有工业储量的矿

种 70 种，其中已探明列入矿产资源储量统计的 59 种，产地 487 处。海南矿产资源主要包括

石油、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金属、冶金辅助原料、化工原料、建筑

材料、其他非金属矿、地下水、热矿水和饮用天然矿泉水等种类。探明储量位于全国前列的

优势矿产有石油、天然气、玻璃用砂、钛铁砂矿、锆英砂矿、宝石、富铁矿、铝土矿(三水

型)、饰面用花岗岩、饮用天然矿泉水、热矿水等。 

 

海南岛周边海域已探明的天然气田主要有崖 13-1、东方 1-1、乐东 15-1 等。玻璃用砂已

探明大型矿床 4 处，主要分布于儋州、东方、文昌等地。钛铁砂矿主要分布于海南岛东海岸，

已探明矿床 24 处，其中大型矿床 3 处、中型 1 处。锆英石砂矿已探明大型矿床 3 处、中型

6 处、小型 19 处，主要分布于文昌、琼海、万宁、陵水等市县。已探明宝石大型矿床 1 处，

位于文昌境内。富铁矿分布于昌江石碌镇一带，保有储量 2.31 亿吨，是国内少有的富铁矿

之一。已探明铝土矿大型矿床 1 处，位于海南岛北部的蓬莱地区。饰面用花岗岩主要分布于

屯昌、琼中、三亚、乐东、白沙等市县，花色品种主要有崖县红、翠玉红、翠白玉、四彩花、

玫瑰红、芝麻白等。饮用天然矿泉水各市县均有发现。 

 

【水利资源】 海南岛大小河流水能理论蕴藏量 100 多万千瓦，可开发约 90 万千瓦。地

下水资源储量约 75 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 20.0%左右，其中理论可开发利用 25.30 亿立

方米。 

 

气候情况  

 



 

一、海南气候 

 

海南岛属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基本特征为：四季不分明，夏无酷热，冬无严寒，气温

年较差小，年平均气温高;干季、雨季明显，冬春干旱，夏秋多雨，多热带气旋;光、热、水

资源丰富，风、旱、寒等气候灾害频繁。年平均气温 22.5-25.60C,年日照时数 1780-2600 小

时，太阳总辐射量 4500-5800 兆焦耳/平方米，年降水量 1500-2500 毫米(西部沿海约 1000

毫米)。 

 

二、日照 

 

海南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各地太阳可照时间长。海南各地的年日照时数，除中部山区

因云雾较多，只有 1750 小时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都在 2000 小时以上，西、南部地区达

2400-2600 小时。各地日照时数一般以 7 月最多，2 月最少，夏季最多，冬季最少。 

 

三、气温 

 

海南岛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22.50C-25.60C 之间，中部山区略低于 230C，南部、西

部略高于 250C，等温线向南弯曲呈弧线，由中部山区向沿海递增，沿海高于内陆，南部高

于北部。最冷月在 1 月份，中部山区月平均气温 16.50C 左右，全岛最低，最热月大部分地

区出现在 7 月，月平均气温西部的东方为 29.20C，为全岛最高。 

 

四、极端气温 

 

海南岛年极端最高气温，北部约 39.00C，中部约 37-390C，西部与西南部沿海低于 360C。

一般出现在 4、5 月或 6、7 月。年极端最低气温主要出现在 1 月份，也有在 2 月或 12 月。

极端最低气温的多年平均值，中部山区低于 50C(白沙最低 3.60C)，大部分地区为 6-80C，南

部沿海稍高于 100C。 

 

五、降水 

 

海南岛是同纬度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水汽来源充足，降水总量多，时空分布

不均。 

 

平均年雨量约为 1640 毫米，年降水量分布呈环状分布，东部多于西部，山区多于平原，

山区又以东南坡最多。东部多雨区约 2000-2400 毫米，多雨中心琼中年平均达 2440 毫米;西

部少雨区仅 1000 毫米左右(东方为 922 毫米)。 

 

海南岛干湿季分明。雨季一般出现在 5-10 月，干季为 11 月-翌年 4 月。雨季降水约占

年雨量的 80%。大部分地区年降水日数超过 100 天，最少的东方为 87 天，琼中 194 天为最

多，在雨季各月雨日约 12-22 天，旱季则不到 10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