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管理

考慮環境保護因素是本署日常工作

的核心。我們有系統地管理本署的

工作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確

保所有工作都是以對環境負責的方

式進行。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採用不浚挖式填海方法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填海工程須在香港國際機場東北部的開放水域填海，建造約150公頃的人工島

(包括約20公頃作為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南部著陸點)。填海提供的新土地會用來設置清關及運輸設

施。由於香港口岸將會連接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和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加上其位置毗鄰香港國際機

場，它亦將會成為重要的運輸樞紐。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  工程項目位置圖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南段高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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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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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量減低對環境的影響，我們首次在香港採用了一個新穎的不浚挖式填海方法(海堤及填海土地

均不用浚挖方法建造)來建造香港口岸人工島。簡言之，不浚挖式海堤由長約3.6公里的不浚挖式鋼圓

筒混合堆石海堤和長約2.5公里的不浚挖式堆石海堤組成。建造這兩種不浚挖式海堤，我們均需於海堤

的覆蓋範圍設置直徑1米的碎石椿。建造不浚挖式鋼圓筒混合堆石的海堤，其設計大致上是利用振動

方法把多個大直徑(相當於31米)鋼圓筒及其接駁圓弧壓下海床，穿越淤泥層並固定在下層較穩固的沖

積層。所有鋼圓筒和由接駁圓弧形成的空隙將會以惰性建築及拆卸物料回填。至於不浚挖式填海則會

採用常用的排水帶和預壓荷載的方式填海。採納這種包含不浚挖式海堤及不浚挖式填海的填海方法，

我們可以避免浚挖及傾倒棄置淤泥，回填物料用量可減少大約一半，建築期間海上交通量可降低約一

半，及在海水中的懸浮物可以降低約70％。因此，不浚挖式填海方法更加環保，以及符合可持續發展

的原則。

不浚挖式填海方法，連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建議的其他各項緩解措施，把我們進行的填海工程對環

境的影響減至最低。

不浚挖式填海方法  –  建造海堤概況

噪音緩解措施  –  作業船上的隔音屏障  

消減空氣污染措施  –  用灑水方法減少塵土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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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減水污染措施  –  周邊安裝隔泥幕圍封
工地和為主要建造工程局部安裝隔泥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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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的「中環灣仔繞道 - 八號連

接路段隧道」合約下的樹木保護

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簡稱繞道)是一條位於香港島北岸的策略性幹道，目的在於紓緩現時

告士打道、夏慤道及干諾道中走廊的交通擠塞情況。在已完成的法定程序中已確定建造繞道有迫切需

要，亦在公眾參與過程中普遍得到支持。

繞道工程全景圖

中環灣仔繞道 ― 八號連接路段隧道工程主要包括： 

• 	 建造一段位於銅鑼灣避風塘的300米長隧道；

• 	 建造位於維多利亞公園地底的八號連接路段隧道；

• 	 建造八號連接路接引道，改建現有興發街及相關路口；

• 	 重置維多利亞公園內的現有設施，包括草地滾球場、草地滾球場辦事處、兒童遊樂場及苗

圃場；以及

• 	 相關工程，包括景觀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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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環灣仔繞道工程  ― 八號連接路段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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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樹木及物盡其用

在工地範圍內共有580棵樹木，其中289棵須移植，61棵則須砍伐。這些須移植或砍伐的樹木大部分位

於維多利亞公園內。我們已向相關政府部門傳閱有關樹木工程的規格，並獲得批准。為確保移植順利

和增加移植後的存活率，我們將修剪樹根的工作分四個階段進行。整個修剪樹根的準備期為時3至9個
月，視乎樹木的大小而定。根據樹木評估結果，需要移除的樹木都屬於移植後存活率低、健康狀況欠

佳、樹形差劣及／或美化價值低之類，又或所處地點未能修剪出合適的根球。受影響的樹木品種包括

台灣相思、血桐和黃槿。

修剪樹根完畢後噴灑發根水。  

直徑大於500毫米的樹木在移植

前會先經過9個月的準備期。

採用可提舉500噸重物的流動起

重機移植樹木，並以特製鋼箱裝

載進行移植的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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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合適的起重工具，

避免樹幹受損。



移植的樹木已盡可能用於優化現時維多利亞公園(維園)的景觀。舉例來說，棕櫚樹類如旅人蕉和油棕

是從原來的兒童遊樂場和先前的保育區移植至維園內現有的棕櫚園，再加上新種的一些灌木，在這樣

優化後，棕櫚園的面貌已是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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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優化前的棕櫚園 景觀優化後的棕櫚園  

維園的草地滾球場辦事處附近有兩棵在《古樹名木冊》上已登記的珍貴樹木，均為大葉榕及已有登記

編號。我們保留了這兩棵樹木，並按照工務技術通告的規定，不准在樹木保護範圍內進行建造工程。

為了補償被移除的樹木，我們會種植約146棵重標準樹，樹種包括洋紫荊、宮粉羊蹄甲、大花紫薇、黃

鍾木、串錢柳和假檳榔。維園內亦會栽種逾220,000棵灌木、地被植物和竹樹，其中灌木品種包括朱櫻

花、變葉木、龍船花、茉莉花、桂花、麥冬和大佛肚竹。

為鼓勵循環再用，我們將一些被移除樹木的樹幹改造成花槽，放置於社會企業「自然脈絡」的農場

內。此外，部分被移除樹木的樹幹及樹枝被台山商會中學用作視覺藝術科的培訓材料；至於其他部分

則提供予本地藝術家黃國才博士進行工藝創作，以下照片為其中一件作品。

藝術家黃國才博士的工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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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建築工地採用的環保措施

塵土控制

為打樁工程設置擋塵幕 用防水布遮蓋堆存的建築及拆卸物料

噪音緩解

採用寧靜的機械 (液壓軋碎機 )拆卸涼亭 沿工地圍板安裝吸音物料

水污染控制

採用隔泥幕進行海事工程 維持足夠的備用隔泥幕及不透水屏障供緊急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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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管理

在工地使用廢水處理裝置 排放廢水前先作適當處理  

廢物管理

捐贈刨碎物料予非政府機構
供作設置營地用途

把破損的注水護欄循環再用於盛載驅蚊植物

工地清潔

定期沖洗毗鄰工地的公共道路 在工地出入口設置車輪沖洗設施

可持續措施

在工程師工地辦公室建造綠化牆 在工程師工地辦公室安裝太陽能手掌識別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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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環保鐵路系統

鐵路是安全可靠、具效率並且環保的集體運輸工具。政府政策著重把鐵路發展為公共運輸系統的骨幹。

我們謹循這項政策方針，着眼於規劃及推展鐵路系統，務求令我們的鐵路系統能達致世界先進水平。

《鐵路發展策略2014 》

政府於二零一四年九月十七日公布《鐵路發展策略 2014》，在回應運輸需求、合乎經濟效益、並配合

新發展區的發展需要等三大前提下，建議在直至二零三一年的規劃期內完成七個新鐵路項目，即北環

線及古洞站、屯門南延線、東九龍線、東涌西延線、洪水橋站、南港島線 (西段 )，以及北港島線。

擴展鐵路網絡所帶來的環保效益

鐵路可以節約土地，盡量減低對路面交通的依賴，從而減少能源的使用和路邊污染物的排放。隨著這

些新鐵路方案的落實，到二零三一年，鐵路在公共交通乘客量的佔有率將會上升至交通行程總數的  

45%至 50%左右，預期路面交通的使用量將會減少。假設由路面交通改為乘搭鐵路的乘客數字與汽車

的總行駛距離所減少的幅度是成比例的話，這將轉化為環保效益，相當於每年減少約190 公噸氧化氮，

以及 143,000公噸溫室氣體，即每年減少路邊污染物及溫室氣體約 2%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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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三一年香港的鐵路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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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施工期間的環境噪音監測、樹木保護和環保措施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全長26公里，將由位於西九龍的新建總站開始，經過專用隧道延伸至近

米埔的邊界。

環境噪音監測 

我們的工程團隊秉承本署保護環境的承諾，致

力減低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所造成的噪音影

響。可是，這條高速鐵路跨越五區，而且在整

個施工期間每周需要進行噪音監測，要減低噪

音及妥善監測噪音實非容易。面對這樣的巨大

挑戰，工程團隊決心尋求解決辦法，並採納了

改善環境管理團隊效率的有效方法  ― 噪音數據

管理自動電子系統(安聲達)。

安聲達是一套創新及利用網上平台操作的系

統，以閉路電視網絡結合噪音及天氣監測設備

進行監察。此系統採用自動監察方式，並由技

術平台支援，容許獲授權人士透過各種通訊裝

 

環保雲端伺服器  

3G無線
傳輸

天氣站 聲級計
閉路電視
攝影機

噪音數據管理自動電子系統 (安聲達 ) 

安聲達屏幕截圖

系統概況

地圖

數據符合規定 閉路電視即時影像

置(包括智能電話和平板電腦)接達。在噪音

一旦超出限制水平時，系統會自動提醒相關

用戶，而此系統亦有助迅速地就噪音問題進

行調查。

與傳統的噪音監測方法比較，這套嶄新系統

可大幅節省工地監測工作的人手及開支，而

且改善團隊內部的資訊分享。雖然過去亦有

使用類似的環境監測科技，但在高鐵施工期

間採用安聲達則屬本港首次大規模採用這類

系統。該系統更曾獲頒「香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的優異獎，以表揚其在應用資訊科技

方面的出色表現及成效。

流動版安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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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保護和環保措施 

高鐵工程團隊致力盡量減低工程對環境造成

的影響，並盡可能減少移除樹木的數量，因

此設立植物護理區安置受施工影響但尚未進

行移植的樹木。位於屯門小冷水的樹木臨時

種植場是高鐵項目所設立的兩個植物護理區

之一，佔地約一公頃，亦是逾800棵需在工程

初期從建築工地運走的樹木暫時容身的地方。

工程團隊定期進行樹藝工作，以培育樹木和維

持這些樹木的健康及生機，直至移植地點可接

收這些樹木為止。有關的樹藝保養工作包括澆

水、施肥、修剪枝葉、控制病害、除草等。

大王椰子  垂葉榕

灌溉系統

施用殺蟲劑和修剪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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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環保管理措施

節省資源：節約用水、用紙和廢物循環再造

我們承諾盡力推行辦公室環保管理措施，以支持政府節約天然資源的行動。除了「清新空氣約章」提

及的節約能源措施之外，我們也一直竭盡所能節省其他資源。

節約用水

為了盡量節約用水，我們採用兩段式省水馬桶、

自動低流量水龍頭及傳感式尿斗。這些新元件可

有效控制出水時間長短，並使水流量保持在低水

平。我們會在即將進行的翻新計劃中繼續採用這

些節約用水措施。

廢物循環再造

為鼓勵珍惜可循環再造的廢物，我們一如以往採

取了下列措施 —

• 設置環保箱，收集可再用的信封及紙張；

• 收集電腦打印機的碳粉盒及墨盒，以供補

充及循環再造；以及

• 設置回收箱，收集舊紙張、光碟、塑膠

瓶、鋁罐和可充電電池以便循環再造。

節約用紙

為了配合綠色辦公室的政策，我們已頒布並會繼

續執行下列節約用紙措施 —

• 節約影印用紙；

• 雙面列印和影印文件；

• 使用舊紙張的空白背頁草擬文件或影印內

部文件／書信／傳真文件；

• 廣泛利用電子溝通渠道（包括發送電子檔

案，盡量避免使用印製文本）；

• 循環再用信封及檔案夾；以及

• 鼓勵人員使用再造紙。

在二零一四年，本署的用紙量為17,851令(較二

零一三年減少約2.57%)，99.94%是再造紙。

審核：環境及碳審核

周年環境審核

為了在內務管理方面持續推動環保措施，我們每年會為本署轄下設於不同地點的17個辦事處進行環境

審核。每年進行環境審核的目的如下：

• 評估各辦事處遵守環保內務管理指引的情況；

• 查找未有遵守指引的情況和建議補救方法；

• 推廣良好的環保管理措施；以及

• 提高人員在環保管理、職業安全及健康措施方面的意識。

本署各辦事處持續致力遵守環保內務管理指引，並同時在各辦事處之間分享辦公室環保管理的最佳做

法。

碳審核

大廈管理處於二零一四年對何文田政府合署進行一次碳審核，監察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效果。有關資

料現正由大廈管理處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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