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年6月7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大亞灣核電站通報機制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滙報大亞灣核電站非緊急運行事件通報機

制的檢討進展及福島核事故發生後的跟進措施，同時向委員滙報全

面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及策劃大型演練的安排。 
 
 
通報機制的檢討進展  
 
2.  為進一步加強核電站運作的透明度，特區政府與香港核電投

資有限公司(下稱「港核投」)及核電站的內地股東 ─ 即中國廣東核

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廣核」），在本年初就大亞灣核電站非

緊急運行事件（即包括 0 級、1 級與 2 級或以上而不涉及應急響應

的事件）取得共識。在新安排下，大亞灣核電運營管理有限責任公

司在發現並確認大亞灣核電站發生非緊急運行事件，須在兩個工作

天內通知港核投。港核投除會即時通報保安局及環境局，亦會同步

透過其網站向公眾發布事件摘要、初步評級，以及事件對環境及公

眾安全的初步影響評估。經詳細調查而取得確實資料後，港核投會

盡快透過其網站公布有關的補充資料，包括事件發生過程、實質影

響、跟進行動等。 
 
3.  特區政府於 1 月 17 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滙報了

新達成的通報安排 ─ 即使事件屬非緊急運行事件，港核投亦會在兩

個工作天內公布，並在詳細調查事件後發布補充資料。此新通報安

排相對於以往由港核投每月公布事件次數和事件摘要的做法是一重

大改進。在會上，有委員建議特區政府研究可否把有關時限進一步

改為"48 小時"，以減低非工作天可能造成的延後，亦有委員要求把

新安排擴展至適用於嶺澳核電站。同時，委員亦建議公布非緊急運

行事件時，內容應盡量淺白易明，以助公眾瞭解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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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同意日後公布內容應以淺白易明的方式敘述。此外，為

加強大亞灣核電站運作的透明度及公眾對核安全的信心，特區政府

一直與中廣核就委員的改善建議進行磋商，中廣核正積極研究其可

行性。就嶺澳核電站而言，雖然新通報安排的協議暫未包括該核電

站，特區政府會繼續促請中廣核於嶺澳核電站採用大亞灣核電站同

樣的通報安排。 
 
 
跟進措施   
 
5.  本年 3 月，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由疊加特大自然災害引發的

嚴重核事故，喚起全球對核安全的高度關注。國家主動採取了一系

列措施覆檢及鞏固國內核電站的安全，特區政府代表亦在多個場合

向國家相關單位反映了香港市民高度關注核安全。福島核事故的直

接成因，是核反應堆的堆芯冷卻系統在經受地震和海嘯的衝擊下失

靈；而特區政府亦即時要求港核投檢視了大亞灣的情況，確保大亞

灣核電站的安全。 
 
6.  大亞灣核電站在福島核事故後進行了全面安全檢查及安全系統

測試，以確保電站的運作正常，包括測試電源穩定性，以支持冷卻

系統的正常運作，以及測試安全系統的整體表現，以確保在應急情

況 下 ， 備 用 設 施 如 備 用 柴 油 發 電 機 、 輔 助 給 水 泵 等 能 有 效 發 揮 功

能，帶走反應堆的餘熱。 
 
7.  事實上，就安全設計而言，大亞灣核電站所採用的是壓水式

反應堆，而日本福島核電站所採用的是沸水式反應堆。兩種反應堆

的其中一個重要分別是：大亞灣會將反應堆內的冷卻水分開為一及

二回路水，而用作產生蒸氣的二回路水並不帶有輻射物質，即使需

要排出蒸氣，亦不會有輻射外泄。而福島核電站則沒有將冷卻水分

開一、二回路水的設計。 
 
8.  此外，當大亞灣核電站決定選址時，已充份考慮了地震等災

害因素，嚴格按照國際標準執行，並通過了國家核安全局嚴格的廠

址安全評審，廠址附近的地殼安全穩定，發生強烈地震的機會率非

常低。就設計而言，為了保障核電站免受地震影響，其主要廠房、

結構、系統及設施均經過特別設計，能抵禦修訂麥加利地震烈度表

8 度的烈度。核電站並且可以在地震强度達到設定的水平前，迅速

安全停止機組運作。在防洪措施方面，大亞灣對開海面有一些離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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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島，為電站廠址提供了天然屏障。此外，大亞灣於近岸設置了離

水平面約 17 米高的防波堤，而廠房（包括備用設施）亦座落在離水

平面約 6.5 米高的地面上。在設計上，已足以配合附近地理環境的

需要。 
 
9.  鑒於日本福島發生嚴重核事故，公眾深切關注鄰近香港的核

電站發生事故時本地的應變準備。有見及此，政府將全面覆檢大亞

灣應變計劃，確保計劃能與時並進，繼續有效地應對可能發生的緊

急情況。 
 
 
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及舉行演練的進展  
 
10. 大亞灣應變計劃是根據國際標準及英國原子能管理局的顧問

報告而制訂，並通過驗証後推行。萬一發生核事故，便依據計劃採

取應變行動，減低對香港的影響。除各有關部門經常各自及以跨部

門小組形式進行演練和操練外，保安局也不時統籌大規模跨部門的

全 面 演 練 ， 以 測 試 部 門 間 配 合 運 作 和 大 亞 灣 應 變 計 劃 的 整 體 可 行

性，並根據演練所得的結果和經驗，而改善應變計劃的內容。 
 
11. 保安局已就全面覆檢大亞灣應變計劃成立了專責小組，主導

和統籌有關的覆檢及演練工作。我們會參考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他

國際組織就福島核事故所作出的建議 1，按香港的實際情況，修訂應

變計劃。我們期望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他國際組織，於本年中公布

福島核事故報告和提出建議，讓我們有所參考，於今年完成覆檢，

並於明年初就修訂後的應變計劃，舉行大型跨部門全面演練，以測

試各部門的準備及應變能力。 
 
12.  大亞灣應變計劃的覆檢工作涵蓋多個方面，包括檢討適用情

況、國際最新核安全標準及應變做法、核事故通報機制、香港的輻

射監測及評估工作、應急準備工作、以及應變計劃啟動後的措施和

工作等。詳情見附件。我們亦會要求各有關部門，覆檢及更新各自

的部門應變計劃。 
 
13.  大亞灣應變計劃修訂後，政府會予以發布。除了上文第 11 段

所提及的大型演練外，我們也會向公眾推廣及加強輻射安全教育的

                                                 
1 2011 年 6 月 20 至 24 日，國際原子能機構會在奧地利維也納舉行核安全部長級會議，相信對福島事

故的前因後果，以及國際核安全的發展和路向，會有重要報告和啟示。會議的目的包括對福島核事

故進行初步評估，找出全球核安全框架需要覆檢的地方，以及認定未來可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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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我們會透過不同渠道，加強公眾對核電安全和輻射安全的理

解，使市民明白在不同層面的核事故時需要採取的防護措施。 
 
14. 至於 2012 年計劃的大型演練，視乎上文第 11 段述及的報告

和建議的發布進展，我們建議於首季舉行。在大亞灣應變計劃修訂

完成，我們會確定演練方案。在此期間，我們會徵詢核安全專家的

意見，一方面參考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和海外應變工作的經驗，另

一方面考慮香港本地的特別情況。我們會仔細擬訂演練採用的數據

（包括輻射、氣象及其他數據），確保模擬緊急情況的真實感，全

面測試各部門的準備及應變能力。 
 
15. 應變計劃所涉及的部門會在演練中擔當不同角色，包括派出

演練人員、評估人員、模擬人員、觀察人員等。我們會按需要邀請

政 府 以 外 的 單 位 （ 例 如 港 核 投 、 核 電 站 營 運 單 位 、 廣 東 省 當 局

等），扮演不同角色。我們也計劃安排市民參與演練中部份環節。 
 
16. 我們會邀請本地、內地、海外、國際組織等方面的專家觀察

演練，回饋意見。我們會評核演練結果，按需要調整應變計劃，並

制訂未來演練的方針。 
 
 
 
保安局 
2011年5月 
 
 



附件  
大亞灣應變計劃覆檢範疇  
 
（一） 檢討大亞灣應變計劃的適用情況 

 評估香港面對核電站事故時的風險，包括鄰近香港的核電站

發生事故時對香港的影響。 
 

（二） 強化核事故通報機制   
 與內地當局及各有關方面商討，如何進一步強化現時核事故通

報機制，包括涵蓋範圍及資料分享。 
 
（三） 加強香港的輻射監測及評估工作  

 覆檢環境輻射及水質污染監測系統的工作，擴大輻射監測網

絡，加強事故後果尤其是保障公眾安全與健康的評價能力；

及 
 及時發布香港的環境輻射及水質監測數據，維持高透明度。 

 
（四） 緊貼最新核安全標準及應變做法 

 密切留意國際核安全發展及有關標準的最新資訊，例如國際

原子能機構、世界衛生組織及其他國際組織和專家的意見和

建議；汲取日本福島事故的教訓； 
 研究外地核事故應變工作，參考經驗；及 
 諮詢放射防護諮詢小組及本地核能專家的意見，以更新大亞

灣應變計劃中與放射有關的技術資料及安全標準。 
 

（五） 加強應變計劃啟動後的措施和工作 
 重新檢視特區政府在發生核事故時的緊急應變架構； 
 加強公眾消息發布安排； 
 評估煙羽防護措施，包括撤離、屏蔽及服食碘片的安排； 
 評估邊境管制措施，包括人和貨物的輻射監測安排； 
 評 估 飲 食 防 護 措 施 ， 包 括 食 物 、 禽 畜 和 食 水 的 輻 射 監 測 安

排； 
 評估啟動監測中心及消除輻射污染中心的安排，確保有充份

能力協助懷疑受輻射污染的人士； 
 評估處置輻射污染廢物的安排； 
 評估核事故緊急應變時緊急立法的需要及安排； 
 評估應變計劃涉及的人手、資源、器材和訓練及更新安排； 
 檢討各部門在大亞灣應變計劃啟動後的工作；及 
 加強跨境及和外間的聯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