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2 月 26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改善維多利亞港水質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政府改善維多利亞港（維港）水質和沿

岸氣味的工作進展及未來計劃。  
 
 
背景  
 
2 .  政府一直十分重視改善維港水質，根據個別地區的不同

環境及情況，多管齊下推行多項務實的措施，致力改善沿岸地

區的氣味問題，包括從源頭着手進行主動及全面的污染源調

查，追蹤及糾正雨水系統的主要污染源，從源頭堵截污染物流

入港灣；進行阻截污染、排污系統及渠管修復等多項工程，以

減低近岸的污染排放；以及在雨水渠及出水口進行清淤及疏浚

工程，減低沉積物積聚所引致的氣味問題。  
 
3 .  自「淨化海港計劃」啟動後，維港水質已大幅改善（圖 1）。
相比「淨化海港計劃」在 2001 年實施之前， 2023 年維港溶解

氧含量整體增幅為 22%；同時海水中污染物也大幅減少，其中

大腸桿菌含量下降了約 90%，非離子化氨氮水平下降約 60%；

近年維港的水質指標整體達標率亦達至 90%以上。曾因水質欠

佳而停辦多年的年度維港渡海泳已在 2011 年復辦，賽事更自

2017 年起遷回維港中部的經典路線。政府進一步採取措施清

除 尖 沙 咀 及 紅 磡 沿 岸 一 帶 的 數 個 主 要 污 染 源 ， 不 少 泳 手 在

2023 年渡海泳賽後均表示由於維港水質有顯著改善，因此非

常享受該次渡海泳。此外，香港城市大學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

驗室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在維港及附近水域進行海底生態系

統調查，發現水域水底有 35 種珊瑚，亦在維港東面附近水底

發現扇貝床及一些標誌性的海洋生物，如管海龍及海牛等。研

究結果顯示自政府啟用「淨化海港計劃」以來，維港水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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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改善並逐步回復潔淨，有利於更多海洋生物的繁殖與棲

息。  
 
4 .  為進一步改善維港兩岸的氣味問題，行政長官在《 2022 年

施政報告》中提出，政府會定期監測雨水渠出口的水質，糾正污

水渠錯駁問題，目標是針對維港兩岸特別是荃灣、深水埗及九龍

城區現時有嚴重污染問題的排水口，在 2024 年年底前將污染量

減少一半。  
 
 
措施及進展  
 
偵測及糾正污水渠錯駁  
 
5 .  針對維港沿岸地區包括荃灣、九龍城及深水埗的近岸氣

味問題，政府正致力偵測及糾正污水渠錯駁。環境保護署（環

保署）會繼續追蹤雨水系統的主要污染源，並聯同屋宇署和渠

務署等政府部門糾正錯駁個案，從源頭堵截污染物流入港灣，

改善近岸環境。  
 
6 .  政府從源頭着手，於重點區域進行大規模的主動調查，採

用色水追縱方法進行近岸水污染源排查工作（見圖 2），由排

水口或較下游位置起追縱至上游確認污染源。我們亦按需要於

雨水渠採集水樣本進行檢測，包括進行有機污染物和大腸桿菌

測試以檢測污染量。環保署在調查中如發現公共污水渠與雨水

渠出現錯駁或滲漏時，會聯同渠務署跟進糾正。若污染源頭涉及

私人物業內的污水渠錯駁，環保署及屋宇署會分別透過《水污染

管制條例》（第 358 章）及《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採取適當

執法行動，遏止非法污水排放及糾正污水渠錯駁情況。  
 

7 .  污水渠錯駁調查過程複雜及需時，一般需由下游逐一而

上追縱雨水系統污染源，若當中涉及交通繁忙的路段，調查過

程會更具挑戰。除使用傳統的色水追蹤方法外，環保署更採用

創新方法，包括於雨水沙井安装監察攝錄系統，監察雨水沙井

或管道水流狀況，以便更有效地識别潛在污染源。另外，環保

署最近亦試驗加裝氣味監測儀器輔助監察攝錄系統（見圖 3），
若發現有污水流入雨水渠，會立刻進行詳細調查以識别污染

源。其他嶄新方法包括使用聲納探測船檢查渠管內的情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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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透過探地雷達掃描後巷 1.5 米下的渠管，協助即時產生影像

顯示地下雨水渠與鄰近的污水渠的連接情況（以上追蹤污染源

方法見圖 4）。  
 

8 .  我們已在 2023 年完成在荃灣、九龍城及深水埗區域污水

渠錯駁情況的基線調查，成功找出區內主要污水渠錯駁位置。

當中涉及個別地區及樓宇的污水渠錯誤接駁到雨水渠個案已

聯同屋宇署及渠務署等部門跟進及糾正。在渠務署及屋宇署努

力下，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 69 個污水渠錯駁經已修復，相

關雨水排水口的整體污染量已減少約 49%。其中個別重點區域

及排水口的污染量更有明顯改善，例如土瓜灣避風塘海濱的排

水口污染量已減少約 95%，而荃灣海濱的相關污染量亦已減少

超過 70%。根據現時排查及工程的時間表，政府在 2024 年年

底前可達至將維港兩岸相關地區有嚴重污染問題的排水口的

污染量減半的績效指標。  
 

9 .  此外，環保署已安排在重點污染位置進行氣味及水質監

測，例如在 2022 年起在荃灣體育館設置監測儀器監測荃灣與

氣味有關的空氣污染物。荃灣海濱的監測數據顯示，主要導致

氣味的硫化氫濃度在 2023 年已有所下降，而 2023 年第四季

的硫化氫濃度與 2022 年同期的數據比較，減幅約 40%，顯示

荃灣海濱的氣味問題正逐步改善。此外，在荃灣西三個雨水渠

出口的水質監測數據亦顯示該區的近岸水質錄得明顯改善，海

水中的溶解氧量增加約 25%及有機污染物含量下降約 40%等。

我們已分別在 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 月起在九龍城及深水

埗區開展為期一年的氣味監測，以評估氣味改善情況。   
 

10 .  渠務署一直全力協助環保署尋找和確定相關污水渠錯駁

個案，並勘測及糾正污水渠錯駁，但在工程施工期間亦會遇到

不同的限制，包括地下設施繁多；有些錯誤接駁的位置處於狹

窄的行人路或交通繁忙的路口，大大限制施工的空間。另外，

渠務工程涉及不少密閉空間工作，工人在進行糾正工程時必須

配備足夠的安全及保護裝備，增加了施工的時間和難度（見圖

5 至圖 7）。儘管如此，渠務署正採取適當的措施，致力確保工

程成功進行，例如實施適當的臨時交通管理措施、安排在非繁

忙時段或夜間進行工程，務求把工程對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渠務署亦會協調區內正在進行或擬建其他工程的相關部門，保

持緊密聯繫並靈活編排相關部分工程的施工時間，進一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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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市民所造成的不便。  
 
 
疏浚及生物除污工程  
 
11 .  除糾正污水渠錯駁外，政府正採用疏浚及生物除污技術

進一步改善重點地區的近岸水質及環境，包括由土木工程拓展

署在荃灣海濱及土瓜灣避風塘進行疏浚工程，以移除受污染及

曝露於水面的沉積物，工程已分別在 2023 年 3 月及 12 月完

成。此外，環保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正參考過往於沙田城門河

及啟德明渠進口道／觀塘避風塘使用生物除污法處理沉積物

以改善環境的成功經驗，於土瓜灣避風塘進行生物除污工程，

工程即將開展，並預計在 2024 年年底前完成，屆時啟德體育

園附近的水質及環境將進一步改善。  
 
 
氣味控制水凝膠及渠道清淤工作  

 
12. 政府自 2021 年 3 月開始全面在維港沿岸一些有氣味問題

的雨水渠出口及附近範圍恆常使用「氣味控制水凝膠」以紓緩

沿岸氣味。「氣味控制水凝膠」為渠務署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

研發的新技術，從實地試驗中證實有助減少渠道氣味。  
 
13 .  此外，政府正持續進行其他渠務改善工作，包括定期為公

共污水渠及雨水渠系統進行檢查，並按需要進行維修工程及清

淤工作，在防洪及保障渠道暢通之餘亦可減少淤泥積聚所引致

的氣味問題。  
 
 
其他污水系統及污染控制工程  

 
14 .  為防止污水渠管因滲漏而影響維港水質，政府正進行更

換及修復老化地下污水渠管的工作。截至 2023 年 12 月，全港

現有的地下污水渠管總長度約為 1 940 公里。現時，約有 40
公里的污水泵喉正在更換和修復階段，當中有約 5 公里在維港

水質管制區內。其餘尚有約 90 公里的污水泵喉在勘察及規劃

階段，當中涉及約 4 公里在維港水質管制區內。至於無壓污水

渠管方面，現時全港共有約 140 公里的無壓污水渠管正進行更

換和修復工程，當中有約 90 公里在維港水質管制區內。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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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約 370 公里的無壓污水渠管在勘察及規劃階段，當中涉及

約 210 公里在維港水質管制區內。政府會定期覆審所有高風險

的無壓污水渠管，適時規劃後續的修復工程。  
 

15 .  荃灣及葵涌鄉村地區、九龍東部及九龍西部的截污工程

已從 2022 年開始分階段完成，預計在 2024 年內全部竣工。為

配合人口增長、發展需要及妥善處理污水，觀塘基本污水處理

廠改善工程已在 2022 年完成、觀塘污水泵房優化工程已 在

2023 年第一季完成、以及馬游塘村污水系統建造工程亦預期

將在 2024 年第四季完成。  
 
16 .  政府去年曾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向議員介紹於維港

部分沿岸地區（包括紅磡、銅鑼灣及荃灣）實施旱季截流器截

污工程計劃作為其中一項提升近岸水質的措施。雖然會上議員

大致表示支持，但同時表達了對擬議工程計劃建造費用、經常

開支和成本效益的關注，以及旱季截流器的建造和運作或會對

當區居民造成滋擾和不便。為此，環保署正聯同渠務署認真審

視有關建議，以全面檢討上述不同措施可取得的適時成效。正

如上文所述，初步數據顯示，從源頭堵截污染物流入港灣以改

善維港近岸水質及氣味問題成效顯著，不但可以在短時間內成

功減低污染量，而且較旱季截流器更具成本效益。因此我們將

繼續利用上述的各種方法追蹤污染源及加強源頭截污，並重新

檢視增設旱季截流器的需要。  
 
 
未來計劃  
 
17.  環保署會繼續密切監察維港水質，進行污染源的追查工

作，包括在排水口及區內公共雨水沙井抽取水樣本化驗，了解

污染量，亦會在雨水沙井安裝監察攝錄系統，監察雨水沙井中

是否有污水流動，從而更有效地部署污染源調查。就目前仍在

跟進中的錯駁個案，政府各部門會繼續緊密合作，逐步進行修

復工程，以達至《 2022 年施政報告》所訂立的目標。  
 
18 .  總體來說，政府會繼續監察和評估上述各項措施的成效，

因應個別地區的不同環境及情況，多管齊下推行務實及合乎成

本效益的措施，確保維港沿岸水質及沿岸氣味問題得到持續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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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求意見  
 
19 .  請委員備悉政府在提升維港沿岸水質的工作進展，並提

供意見。  
 
 
環境及生態局  
環境保護署  
渠務署  
2024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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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淨化海港計劃」實施後維港的水質改善狀況  

 
 

  
 

 

 

 
 

註:上圖顯示於維港水質管制區內1 0個監測站所錄得的整體平均水質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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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政府於重點區域進行近岸水污染源排查工作  

  

在行車道路上進行污水渠錯駁調查工作。  

 

 

在後巷進行污水渠錯駁調查，透過加入色水追縱污染源。  
  

在雨水渠採集水樣本檢測污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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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政府試驗加裝氣味監測儀器輔助監察攝錄系統  

 

 

 
 

在雨水沙井試驗加裝氣味監測儀器輔助監察攝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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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政府使用創新方法追蹤污染源  

 
  

於 雨 水 沙 井 安 装 監 察 攝 錄 系

統，監察雨水井或管道水流狀

況，以加快識别潛在污染源。  

使用聲納探測船，檢查渠管內

的情況。  

 
透過探地雷達掃描後巷 1.5 米下的渠管情況，雷達發出的雷達

波 進 入地 下 遇到 其 他物 質 時會 反 射回 雷 達儀 即 時產 生 影像顯

示地下狀況，調查結果發現地下雨水渠與鄰近的污水渠出現錯

誤連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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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政府進行糾正污水渠錯駁工程時遇到挑戰（一）  
 

 

地下設施繁多，行人路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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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政府進行糾正污水渠錯駁工程時遇到挑戰（二）  

 

 
繁忙的路口交通改道或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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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政府進行糾正污水渠錯駁工程時遇到挑戰（三）  

 

 

   
密閉空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