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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TR－沙田至中環線－鐵路建造工程－前期工程 

 

 

補充資料 

  
在 2017 年 4 月 5 日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

要求政府/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稱「港鐵公司」)就編號 63TR

沙田至中環線前期鐵路工程的撥款申請，提供補充資料。現提

交所需的資料供委員參閱。 

 

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東 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立法會PWSC152/16-17(01)號文件



 2 

(1) 說明(a)在金鐘站擴建工程的設計階段，工程團隊如何根據土質勘探

結果，得出地盤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為半米的結論；及(b)在上述工程

的建造階段，工程團隊如何根據地盤實際情況，判斷地盤岩石天然

節理間距為一米 
 
港鐵公司的回覆見附件一。 
 

(2) 列出根據土力工程處編撰的《岩土指南》第三冊表 7 中對岩石天然

節理間距的相關文字描述與實際岩石天然節理間距(以毫米為單位)
之對照(如岩石天然節理間距很小"closely-spaced"意指有關間距為

60 至 200 毫米)  
 
岩石的天然節理間距與文字描述之間的關係可參考土力工程處編

撰的《岩土指南》第三冊中表7(為方便委員參閱，相關資料節錄於

附件二)。 
 

(3) 說明(a)當局如何訂定支付予港鐵公司進行各項鐵路工程的項目管

理費用；及(b)當局過往曾否在設計階段，高估工務工程的複雜程度

(例如高估地盤地質不利情況)，而在施工階段，發現工程難度較原

先估算的小，令工程最終造價低於估算；若有，有關工程及所涉款

額為何；若工程造價最終沒有下調，原因為何 
 

(a) 與其他大型工程項目一樣，鐵路工程項目在設計階段須由專業

工程圑隊和工程顧問負責技術研究、設計、招標等工作，而在

施工階段更須要投入大量駐工地的專業和技術人員，配合其他

專責的管理和支援隊伍，來負責鐵路工程項目的施工監管、合

約管理和地區聯絡等工作，以確保工程質素符合要求，並盡早

落實；也可在工程進行期間與社區、持份者及居民等保持密切

聯繫，一方面讓他們了解工程進展，而另一方面讓工程團隊了

解他們對工程的關注。有關工作人員的薪酬及相關開支，須由

工程項目的管理費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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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擁有權」模式推展的鐵路項目，例如近年落成啟用的西

港島線、觀塘線延線和南港島線(東段)，港鐵公司負責該鐵路

項目的融資、設計、建造、經營和維修，並擁有該段鐵路。

因此，政府無須另外支付管理工程項目的費用予港鐵公司。 
 

至於以「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鐵路工程項目，例如沙田

至中環線項目，是政府出資興建，並委託港鐵公司建造，因

此政府除了要負責支付工程的建築費外，亦要支付工程項目

的管理費用予港鐵公司。就「服務經營權」模式推展的鐵路

工程項目，政府會聘請獨立顧問就個別項目估算項目管理

費。獨立顧問在估算項目管理費總額時，會考慮工程實際需

要投入的人力資源及相關開支。根據鐵路工程詳細設計，深

入研究工程的性質、規模、複雜程度及施工年期，並就此評

估港鐵公司監督及管理整項建造工程的風險、技術要求、專

業人員需要及人力資源需求，再按所需的各級員工總數估算

薪酬總開支及其他相關開支，提出項目管理費的建議。最後，

政府會與港鐵公司就獨立顧問的建議磋商，並協議有關項目

管理費的數額。 
 
(b) 政府推行基本工程項目，均會由專業工程人員包括工程師、

建築師、工料測量師和其他相關專業界別團隊負責進行，而

在大型工程項目上，一般亦會聘請專業顧問協助推行。各專

業人士會運用其專業知識和經驗，按相關的指引、作業守則、

法例和國際標準等等進行項目的規劃和設計，當中包括所需

的地質勘探工程。根據發展局的資料，過去有個別項目曾經

因為地質狀況，而導致項目開支超出預算。這些超支的個案

是因為遇上不可預見的情況，而並非低估地質狀況所引致的。 

 
正如上文所述，雖然近年有一些超大型工程項目出現延誤或

需要追加撥款，但根據發展局的資料，基本工程計劃整體的

估算和管理表現一直保持良好。發展局的資料顯示，過去十

年，財委會共批出約650個甲級工程項目，撥款總額約為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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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當中約有70個項目需要向財委會申請追加撥款，所涉

款額約為600億元。即約有十分之一的項目需要增加預算，而

相關的金額佔撥款總額約8%。 
 
在這約70個獲財委會批准增加核准預算的項目中，只有7個項

目1涉及不可預見的地質狀況，即只佔約650個甲級項目的約

1%，而所涉及的金額約50億元，即只佔撥款總額的0.7%。由

此可見，因不可預見的地質狀況而需增加核准預算費用的情

況其實並不常見，而所涉及金額亦只佔總工程預算費用的一

小部分。 
 
另外，根據發展局的資料，雖然個別項目因應某些情況，需

要增加撥款，但以整體基本工程計劃來說，政府不單能夠在

原核准預算內完成，而且還有餘款。例如，在過去十年，共

有約850個甲級工程項目完成最後結帳，原核准預算總額約為

2,400億元，而結帳總開支約為2,100億元。雖然有個別項目需

要向財委會追加撥款，但其他項目的盈餘除足以彌補超支項

目的追加撥款外，仍有約300億元餘額，即最終項目的總餘款

為原核准預算的約百分之十五。整體基本工程計劃所得出的

餘款，當中亦可能包括實際地質比預期為佳的情況，但由於

工程項目在設計和施工期間，均涉及複雜和眾多情況的相互

影響，並不適宜將各項因數獨立分拆。 
    
 

                                                 
1
涉及不可預見的地質狀況而已經獲財委會批准追加撥款的工程項目包括: 

- 元朗排水繞道 

- 北區污水收集系統第1階段第2B期 

- 港島中區半山及以上地區供水系統改善計劃 - 餘下工程 

- 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 

- 蓮塘／香園圍口岸與相關工程 - 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鐵路建造工程 

-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 非鐵路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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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說明就補充資料文件附件二所載，當局委託港鐵公司進行沙中線工

程相關項目(即 61TR、62TR、63TR 及 64TR 號工程計劃)所涉及的

項目管理費用預算總額為 60 億 9,720 萬元(按 2011 年 9 月價格計

算)，有關預算費用會否向上或向下調整，及最終支付予港鐵公司

的相關項目管理費用為何 
 
由於沙中線工程複雜，加上「紅磡至金鐘段」餘下的工程仍會受到

多項因素影響，為了提供相對準確的主要工程費用估算，港鐵公司

表示有需要留待 2017 年下半年，才可對沙中線主要工程費用作出

更切實的評估。根據政府與港鐵公司簽訂的委託協議，相關的管理

費用可經雙方同意後作出調整，由於沙中線工程仍會受到多項因素

影響，因此現階段仍未能確定最終支付予港鐵公司的相關項目管理

費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梁世豪         代行 ) 
 

 
 
副本抄送：  
路政署  (經辦人 : 陳派明先生 ) (傳真：2714 5297)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經辦人 : 陳芳婷女士 ) (傳真：2795 9991) 
 
 
 
2017 年 5 月 9 日  



附件一 
 

有關金鐘站擴建工程 
設計和建造階段土質勘探的補充資料 

 
 
港鐵公司在設計階段，在金鐘站擴建車站範圍內進行鑽孔勘探，過程

中合資格地質學家／適任人員（記錄）按土力工程處《岩土指南》第

三冊的指引，以文字描述記錄每個岩芯樣本段落的地質資料(當中包

括就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描述)，再由持有土力專業資格的註冊岩土

工程師(按《建築物(管理)規例》第3條註冊)核實。根據這些專業的文

字描述，港鐵公司的註冊岩土工程師能按照《岩土指南》第三冊中表

7取得相對應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數值。 
 

當港鐵公司的註冊岩土工程師根據勘探紀錄中每個岩芯樣本段落的

文字描述，來解讀相對應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時，需要運用其專業判

斷。例如在勘探紀錄中，某個岩芯樣本段落或會出現多於一個類別的

岩石描述，港鐵公司的註冊岩土工程師便需要運用其專業知識和經驗，

根據相關鑽孔的勘探紀錄，判斷該段岩芯樣本的節理間距之數值。當

完成分析所有相關岩芯樣本後，港鐵公司的註冊岩土工程師會把岩芯

樣本的長度歸納於不同的天然節理間距組別，再計算每個天然節理間

距組別中岩芯樣本長度的總和，從而計算每個天然節理間距組別佔全

數岩芯樣本總長度的百分比。 
 

港鐵公司在設計階段，由於需要維持夏慤花園開放和受到當時已有的

建築物和樹木所限制，因此於金鐘站擴建車站範圍能夠進行鑽孔勘探

的地方十分有限。因此在設計階段只能在6個位置進行新的鑽孔勘探，

再參考5個舊有鑽孔的紀錄，以取得地質情況的資料。到建造階段，

夏慤花園內大部分地方可以暫時封閉並用作施工工地以建造金鐘站

擴建車站及設施，因此港鐵公司可以進行更多的鑽孔勘探。港鐵公司

的註冊岩土工程師運用在設計階段時分析鑽孔勘探紀錄的相同方法，



根據建造階段所取得的勘探資料，再計算出每個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組

別所佔的百分比。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得出設計階段及建造階段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分

佈圖，即運輸及房屋局在2017年4月3日向小組委員會所提交補充資料

內的附件一之附錄三中的表一。按分佈圖的數據計算，以每個天然節

理間距組別的百分比，乘以每個間距組別的平均值，藉以進行加權平

均法，得出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平均值。推算結果顯示，設計階段及

建造階段的探土樣本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平均值分別是約為半米

及一米。 
 
請委員參閱載於附錄的圖片和例子，以更容易明白整個推算過程。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岩芯樣本段落1 

岩芯樣本段落2 

鑽孔勘探紀錄，記載了由合資格地質學家/適任
人員（記錄），就各段岩芯樣本的描述。該描述
是專業的描述，並按土力工程處《岩土指南》第
三冊的指引所撰寫。當中包括岩石的天然節理間
距，再經由持有土力專業資格的註冊岩土工程師
(按《建築物(管理)規例》第3條註冊所核實。 

鑽孔勘探紀錄的例子 

附錄 
(頁五之一) 



從文字描述得出該段岩芯樣本在天
然節理間距上所屬的組別。例如例
子中的 “ medium spaced”文字描述，
根據《岩土指南》第三冊表7中歸
類於200至600毫米的天然節理間距
組別。 

從該段岩芯樣本的首尾兩端的深度可計算出該段岩芯樣本的長度，例子中
的岩芯段落長度為(50.00-43.75)=6.25米，歸類於200至600毫米的天然節理
間距組別。 

石芯樣本段落的例子 

附錄 
(頁五之二) 



從鑽孔勘探紀錄，可以統計出同屬一天然節理間距組別的岩芯的總長度，再除以所有岩芯樣本的總長度以
得出相應的百分比。例如，在設計階段，全數11個鑽孔勘探獲得的所有石芯樣本總長度約為94.4米，而200
至600毫米天然節理間距組別下的石芯樣本長度約為45.7米，則200至600毫米天然節理間距組別的百分比為
48.4 % 。如此類推，在得出不同天然節理間距組別的百分比後，則能繪制出岩石天然節理間距分佈圖。 

《岩土指南》第三冊表7中的
不同天然節理間距組別 

岩石天然節理間距分佈圖 

例子: 屬於200至600毫米天然節理間距組別的石芯資
料轉化為岩石天然節理間距分佈圖上相應組別的百
分比 

附錄 
(頁五之三) 



4.0% 

26.4% 

48.4% 

21.1% 

設計階段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平均值 
= 0.04x (2+6)/2 + 0.264 x (6+20)/2 + 0.484 x (20+60)/2 + 0.211 x (60+200)/2  
= 50.4厘米 ( 即大約0.5米) 

按分佈圖的數據計算，以每個天然節理間距組
別的百份比，乘以每個間距組別的平均值，藉
以進行加權平均法，得出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
平均值。 

附錄 
(頁五之四) 



12.0% 
12.5% 

15.4% 27.2% 

建造階段的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平均值 
= 0.125 x (2+6)/2 + 0.154 x (6+20)/2 + 0.316 x (20+60)/2 + 0.272 x (60+200)/2  
   + 0.12 x (200+600)/2 + 0.0125 x 600)  
= 106.0厘米 (即大約1米) 

按分佈圖的數據計算，以每個天然節理間距組
別的百份比，乘以每個間距組別的平均值，藉
以進行加權平均法，得出岩石天然節理間距的
平均值。 

附錄 
(頁五之五) 

31.6%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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