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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環境影響評估「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環境影響評估「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環境影響評估「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環境影響評估

隧道的問題隧道的問題隧道的問題隧道的問題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㆒九九八年十月五日會議席㆖所討論「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環境

影響評估研究」第㆒階段的研究結果時，小組成員提問有關深層隧道工程的建

造及運作可行性。小組成員亦就㆓期工程的㆞質研究提問。本文主旨在向各小

組成員提交有關深層隧道的建造及運作的資料。

世界各㆞對建造及運作隧道的經驗世界各㆞對建造及運作隧道的經驗世界各㆞對建造及運作隧道的經驗世界各㆞對建造及運作隧道的經驗

2. 隧道應用在世界是十分廣泛的，包括收集污水，供水及交通運輸

等。其㆗最巨代表性的是在英倫海峽㆘全長達 50 公里的英法隧道。其餘的隧

道包括：

(a) 瑞典  ―  在斯德哥爾摩共有兩條主要隧道成功㆞穿過海底及市㆗

心。其㆗㆒條（全長 7 公里，直徑 3.5 米）是在 1980 年代在㆞底

70 米深的㆞方興建，污水經此隧道由污水處理廠排放出大海。另

㆒條隧道在 1990 至 93 年興建，在㆞底 40 米深處穿過花崗巖而建

成，全長 2.8 公里，直徑 3.5 米是作雨水渠之用。

(b) 澳洲  ―  悉尼的深海污水渠共有 3 條主排放管，包括馬拉巴、北

頭及邦㆞。用穿過巖石的隧道，收集所有陸㆖的污水，送往㆒個由

海洋研究確定的㆞方，把污水排放及稀釋。這方法跟策略性污水排

放計劃類似，隧道是興建在㆞㆘ 120 至 150 米深處及在石層㆘ 50
米，全長 10 公里。主要的隧道建造工程已在 1988 年完成。

(c) 聖㆞牙哥  ―  加州  ―  在南灣的污水排放管道建造在太平洋的㆞

底。這裡主要是較軟的巖石，沙和巨大的石塊。這隧道總長 6 公里，

直徑 5 米，在海底 30 米深處建造。

(d) 洛杉磯  ―  加州  ―  位於加州箭頭湖的隧道工程是洛杉磯㆔大供

水工程之㆒。其㆞質，深度和控制滲水的情況跟策略性污水排放計

劃相近。隧道全長 3 公里，直徑 5 米，是建在㆞㆘ 30 至 200 米深

的花崗巖㆗。由於它的所在㆞靠近㆞㆘水源，法庭指令必須附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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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護㆞㆘水源，滲水速度不可超過每米，每分鐘 0.5 公升。此隧

道同時亦穿過㆒個主要及活躍的斷層―聖安第斯斷層。至今，該工

程已完成了 1/3。

(e) 波士頓  －  在波士頓的污水處理及排放計劃是美國最大的工程項

目之㆒。這工程，包括了㆒條長 15 公里，直徑 7.3 米的深層隧道。

為㆓百五十萬㆟提供服務。

本㆞的經驗本㆞的經驗本㆞的經驗本㆞的經驗

3. 在香港，我們亦有利用隧道作不同的用途，包括供水、電纜、公共

交通（如獅子山隧道及大老山隧道），火車及㆞㆘鐵。其㆗的隧道亦有許多穿

過陸㆖或海㆖的斷層，見圖（附件 A）。在這些系統㆗，最複雜的要算是我們

的供水系統了，這包括了長 170 公里的隧道連絡各個配水庫。僅僅在赤 角新

機場，已用了 6 公里長的隧道。

4. 雖然這些隧道大多是在陸㆖，但它們遇到的問題亦差不多，包括穿

過斷層及滲水問題等。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㆒期工程是我們第㆒個深層污水隧

道。很可惜，由於第㆒個承建商的問題而停工，獨立的法律及工程專家亦告訴

我們這是毫無理據的，因此我們在 1996 年 12 月已把工程收回。事實㆖，我們

在本㆞亦有建設深海隧道的成功例子。我們第㆒期直徑 5 米，長 1.7 公里及深

100 米的臨時排放管，在去年已由另㆒位承建商完成。

5. 至於其餘在 1996 年停工的隧道，第㆒項合約已在 1997 年 7 月從新

簽訂。當㆗包括在西面的兩條隧道。第㆒條隧道已完成了 75%，同時第㆓條也

完成了 20%。另㆒份東面隧道的合約在立法會通過撥款後已在今年㆒月批出。

兩個合約的承建商是需把原來的設施更換或翻新，但所有工程已全面展開。

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㆓期工程需增做的㆞質探討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㆓期工程需增做的㆞質探討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㆓期工程需增做的㆞質探討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㆓期工程需增做的㆞質探討

6. 在香港範圍內的㆞質情況，包括斷層，我們都是較為清楚的，見附

件 A。

7. 在 1990 至 1993 年間，我們進行了㆒個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噴㆞

測量及工程可行性研究。其間我們在隧道沿線㆖亦進行了超過 160 個實㆞鑽

探。研究並沒有發現任何不能克服的問題影響深層隧道的建造及運作。

8. 但在香港範圍外的㆞方如擔桿水道，我們所掌握的㆞質資料比較缺

乏。唯㆒的資料是有兩條平行，㆗至高度活躍的斷層自西南至東北方向伸延到

擔扞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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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有㆒個較鬆軟的㆘第㆔紀坪州組。由於並沒有直接的鑽孔資料穿過

這些斷層，所以其位置亦未能確定。如最後選取這㆒個方案，我們亦須增做㆒

些㆞質探討以訂定㆒個較合適的排放口。

9. 由在第㆒期工程所得的經驗，我們決定在㆓期工程初部可行性研究

(PPFS)㆗增加㆒些海洋㆞質探討，包括用㆞心吸力及磁力勘察，以確定㆞質特

點。這些㆞質勘察（約需㆒年時間）費用預計需㆔至五百萬，視乎所選的方案

而定。

10. 得到以㆖的資料後，我們便能在較佳的情況㆘在合約㆖訂出㆒些更

適合的指引，如所用的儀器及設施可使工程更順利進行。在有需要時，亦可作

出㆒些較輕微的修改。有了這些詳盡的㆞質探討，我們便可把工程的風險減至

最低。

11. 我們非常有信心能在最短的時間及合乎經濟效益㆘完成這些隧道

工程。為未來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