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採用預製技術建造高架橋

香港接線是港珠澳大橋香港境內相關工程中的一個項目。香港接線高架橋段是一條雙程三線分隔行車

高架道路，長約9.4公里，由粵港分界線經香港西部水域連接一段跨度達180米、跨越䃟石灣與沙螺灣

之間岬角的橋樑，再蜿蜒沿香港國際機場狹窄的機場水道延伸至機場島南岸，然後於機場島東岸連接

新填海區的觀景山隧道及地面道路。

(tunnel section)

香港接線（高架橋段）

香港接線（隧道段）
  Hong Kong Link Road

本署致力保護環境，通過推行環境管理系

統，確保以對環境負責的方式進行轄下所有

工程。
環境管理

香港接線平面圖

從空中俯瞰香港西部水域的海上高架橋 從空中俯瞰機場島南岸的陸上高架橋

(viaduc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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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項目廣泛採用混凝土預製技術來建造高架橋，其中在內地中山及廣州番禺的工場，生產了148件樁

帽殼預製件，以便於海上環境現場澆築混凝土樁帽的模板及平台；另生產了293件橋墩預製件，以省卻

部分現場澆築混凝土工程；並生產了5,714件橋面預製件，以確保工程質量及施工速度。高架橋工程中

使用及重用了合共187個鋼模板來製作23,972件預製組件，當中包括樁帽殼、橋墩、橋面組件、護欄、

道路中央分隔欄及路邊防撞欄。相比現場澆築方法，這個項目大量重用187件鋼模板，大大減少了木模

板及工作架的使用量。

預製件完成製作後，便會由躉船從內地的預製件工場直接運送到香港接線的海上及陸上工地裝嵌。與

在工地現場澆築的傳統建造方式相比，採用預製件技術能減少材料的浪費和臨時支架的使用，達至可

持續發展目標，並有助控制成本、施工進度、質素及改善效率。同時，使用預製件可減少運載混凝土

的滾裝躉船及卡車數目所引致的廢氣排放量，亦可減少現場作業的時間，從而減低施工噪音、空氣及

水質污染。整體來說，採用預製技術有助推動綠色建築。

此外，在運送預製件時，工程船隻亦須按照指定航海路線，以安全速度行駛往返各工地，以減少對海

洋生態如中華白海豚的影響，並減低拖曳船錨時對海床的干擾。採用預製技術可減少所需用的船隻數

量，對環境的影響亦更少。

為了避免與機場南跑道的著陸點有所衝突，香港接線的走線選擇跨越有考古價值的沙螺灣岬角。該段

高架橋跨距達180米以避免在建造期間和完工後觸及岬角地面，這跨距是預製混凝土組件建築的極限。

在沙螺灣灣區亦採用達165米跨距的高架橋以減少對該區生態及視覺上的影響。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指定航海路線以減低對海洋生態的影響

在中國內地水域內的航海路線

在香港水域內的航海路線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高架橋段)
(HY/2011/09)

船隻限制區域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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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組裝橋面組件的預製模具 中山的橋墩預製件工場

在廣州番禺進行樁帽殼預製工程 在機場水道安裝樁帽殼預製件

在香港西部水域建造橋墩 在香港西部水域安裝橋面預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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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九龍幹線

中九龍幹線是一條長4.7公里的幹道，當中包括一條長3.9公里的隧道。中九龍幹線採用雙程三線分隔車

道設計，西接西九龍油麻地交匯處，東接東九龍啟德發展區及九龍灣道路網，可加強九龍各區之間的

道路連接，既有助紓緩貫通中九龍主要東西幹道現時的擠塞情況，亦可應付多項已規劃發展項目日後

產生的交通需求。為維持良好空氣質素，隧道內將會裝設空氣淨化系統，使隧道排氣中的可吸入懸浮

粒子和二氧化氮均減低至少80％。

中九龍幹線的走線

加強綠化及改善景觀

我們會利用興建中九龍幹線的時機，改善周邊的環境。這項工程包括一個佔地約54,600平方米的植樹

區，會種植約1,800棵樹木及685,000棵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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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園景平台

中九龍幹線西面隧道出口將建造一個面積約20,000平方米(相當於三個標準足球場左右)的園景平台，其

中會提供緩跑徑、遊樂場、耍太極場地等設施。

位於油麻地的園景平台

在設計園景平台的花卉樹木種植工程時，我們已因應地區的環境和特色，精心挑選植物品種。我們會

把特色景觀喬木(例如陰香、銀樺)及有花香的喬木(例如紅雞蛋花、荷花玉蘭)以東西向方式排列，營造

風廊效應。我們亦會挑選葉子彩色或開花的灌木，例如龍船花、紅杜鵑、硬枝黃蟬、野牡丹等，當灌

木盛放時豐姿斑斕。

龍船花 紅杜鵑 硬枝黃蟬 野牡丹

建議在園景平台栽種的灌木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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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頭角海濱長廊

九龍城碼頭公共運輸交匯處對開的海濱將會建造一條長160米、闊40米左右的海濱長廊，其中會提供多

用途休憩及康樂設施，例如涼亭和耍太極場地等。海濱長廊以自然為尚，沿岸會栽種花卉樹木，讓市

民享受樹蔭下漫步之樂。長廊亦會栽種特色景觀喬木(例如水黃皮、黃鐘木)及開花的灌木(例如含笑、

南天竹、海桐花等)。

建議在園景平台栽種的喬木品種

馬頭角海濱長廊

紅雞蛋花 陰香 銀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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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工地一般採取的環保措施

空氣質素控制

在噴塗熱障時採用水簾系統防止
塵土飄出隧道外

監察工地的懸浮粒子含量 檢測柴油燃料的質素，
確保硫磺含量沒有超標

噪音緩解

用吸音物料包裹碎石機 設置塑膠屏障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水質污染控制

使用籠式隔泥幕緩解對水質的影響 排放廢水前，先在現場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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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措施

回收損壞的水馬 回收損壞／保養期屆滿的安全帽

預防蚊子在鄰近民居滋生 在工地進行蟲鼠防治工作 定期舉辦工地清潔活動，以推廣良好的
工地整理

利用棄置水馬栽種花卉 使用來自其他承建商的舊混凝土磚，架設圍板

工地清潔

廢物管理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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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環保鐵路系統

政府的整體目標是發展一套市民能夠負擔、便捷、具效率及環保的公共運輸系統，為公眾提供多元化的

選擇。我們會繼續發展以公共運輸為本、以鐵路為骨幹的客運系統。路政署一直致力規劃和落實建造達

世界級水平的鐵路系統。

沙田至中環線的環保措施

沙田至中環線(沙中線)是一條策略性鐵路線，全長17公里，把多條現有鐵路線連接而組成兩條鐵路走

廊，即「東西走廊」和「南北走廊」。

自沙中線建造工程於二零一二年動工以來，工程團隊一直執行良好的工地措施，以符合法定的環保要

求，盡量減低對社區的潛在環境影響。我們採取了有效的緩解措施和計劃，從不同層面着手加強對環

境的保護，以收持續改善之效。

文物保育

在二零一四年九月底完成整個土瓜灣站範圍及部分相關地下通道的

實地考古勘探後，接續進行的工作如古文物的處理和遺蹟的記錄亦

已大致完成。為了防止遺蹟(包括已予以原址保留和回填的井、房

屋構件及石砌結構)受到沙中線工程干擾，我們定期進行巡查和監

察。這樣既可讓鐵路工程繼續進行，又能妥善保護出土文物，委實

是一項良好措施。

在土瓜灣站範圍內
發現的宋元時期古文物

節能措施

我們會在沙中線各車站採取不同的節能措施。顯徑站平台和大堂公共地方的設計是利用外牆東西兩邊

建築鰭片的空間，達致自然空氣對流，即使沒有空調，但通過計算流體力學分析，熱舒適度亦得以維

持。再者，在車站外牆安裝鰭片亦可減低日光吸收量。鰭片是以循環再造木材製造，顏色及紋理均與

四周環境相配合。為了柔化車站外形予人的壓迫感，我們增添了綠

色屋頂，亦種植了攀爬植物和藤本植物。這些配設亦形成隔熱層，

減低車站內部所吸收的熱力。在屋宇裝備設計方面，我們採用了具

能源效益的光管，以及採用發光二極管的燈具及出口指示牌。至於

通風及空調系統，我們在公共地方安裝了二氧化碳感應器，自動控

制新鮮空氣的供應，並裝置了變速製冷泵、變速驅動製冷器和無油

水冷式製冷器，進行節能控制，以達致能源效益。

顯徑站的發光二極管出口指示牌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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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徑站的自然通風設計

會展站的設計則從四個方面進行節能。在車站位置和座向方面

向南方或北方，故投射到各出入口的陽光因遮光效果而減少。

功能要求的情況下減至最小，使運作效率更理想，因而可減

少能源消耗。至於建築物外牆，我們細心挑選了石製面板、

玻璃幕牆、金屬板和特色百葉型建築鰭片，以期減低日後進

行更換和維修工程的需要。在屋宇裝備設計方面，我們採用

了具能源效益的光管、發光二極管的燈具及出口指示牌，而

空調系統則採用無油水冷式製冷器和自然冷卻模式運作。

，車站呈東西走向，而地面出入口則面

在規劃車站佈局方面，樓面面積在符合

會展站的特色建築面板

環保成果

沙中線工程以盡量減少環境影響和保護環境為目標。相關承建商為配合有關目標而作出的努力及所得

的環保成效亦獲得嘉許。由承建商承包就興建九龍城段車站及隧道以及顯徑至鑽石山隧道的其中兩

項工程合約，分別獲得「香港環境卓越大奬」銅奬和公德地盤嘉許計劃之下的「傑出環境管理奬」銀

奬。承建商所推行的措施包括優化設計以減少建築廢料、高效噪音緩解措施和良好的環境管理系統。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銅獎 公德地盤嘉許計劃—傑出環境管理獎銀獎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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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活化路政署於地政總署「系統性鑑辨本港斜坡維修責任」 
資料庫中登記的人造斜坡(SIMAR斜坡)上老化的台灣相思

香港栽種台灣相思的歷史由來

過去半世紀，香港政府為防止土壤流失，進行了大規模植樹。由於台灣相思能迅速在乾旱貧瘠的土地

上生長，綠化效果快速顯著，政府遂選擇作先鋒樹種，在本港鄉郊地區和路邊大量栽種台灣相思，加

快綠化環境。

台灣相思倒塌

台灣相思的平均壽命約只有五六十年。本港在過去50年種植的台灣相

思，至今大多步入老年期，日漸衰老及健康惡化，結構穩定性下降，

已對公眾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根據本署的護養記錄，因健康及結構欠佳而需要部門移除的台灣相思

數目逐年遞增。此外，根據樹木管理辦事處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的樹木

倒塌個案資料分析，涉及台灣相思的個案佔了35%。

台灣相思的健康及結構狀況
日漸惡化

一棵台灣相思 ( 約 20 年樹齡 )
倒塌，造成交通阻塞。
( 照片來源：蘋果日報 )

路政署斜坡植林優化計劃—逐步更替老化的台灣相思

為了更有效保障公眾的安全和提升路旁景觀的長遠可持續性，本署數年前確認有必要為本署轄下的人

造斜坡妥善制訂更替老化台灣相思的計劃，遂展開了相關的籌劃工作。此外，為了提升對市民安全的

保障，發展局轄下的工務及護理綠化委員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要求相關政府部門制定有關更替老化台

灣相思的前瞻性樹木風險管理策略，以其他合適的原生植物替代相思，促進本地生物多樣性，並提升

路旁景觀的長遠可持續性。

四步遞進優化計劃

第一步：蒐集學者、海外及本地樹木專家、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專業意

見，以及通過區議會徵詢社區意見並爭取支持。

第二步：進行有系統的植林調查，按計分制評估台灣相思目前的健

康、結構、生境狀況，然後擬定優化的先後次序。

諮詢十八區區議會

就調查結果徵詢當區區議員
的意見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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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進行更替和護養工作。為了在公眾安全與社會影

響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會為每個選址悉心篩選更替方案，

其間審慎考慮了有關選址的交通和視覺影響。

就更替樹木進行設計時，我們遵照發展局綠化、園境及樹

木管理組發出的指引《適當地方種植合適植物》訂明的原

則，選取不同種類的原生及本地化植物，務求在市區締造

一片生態價值可觀且賞心悅目的路旁斜坡，加強社區特

色，凸顯四季效果。 

我們會進行護養工作，讓新種樹木更健康生長。

優化後

豐富路政署SIMAR斜坡的生物多樣性

優化前 重植期間

第四步：探討和實施適當措施，進行原木再造，以配合環

境局有關減少園林廢物和相關處理策略的指引。

以相思原木升級再造的休閒設施

使命

「前瞻性活化路政署SIMAR斜坡上老化的台灣相思」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積極提升道路使用者和市民

的安全，同時配合本署「維持完善的道路網絡」的目標。通過在適當地方種植合適植物的更替工作，

我們可以為自己及下一代締造健康、安全及可持續的道路景觀。

環境管理 環保報告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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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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一章「清新空氣約

章」中提及的節約能源措施外，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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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在日後進行的翻新計劃中，繼續採用

這些節約用水措施。

廢物循環再造

我們珍惜可循環再造的廢物，因此多年來一直採

取下列措施—

節約用紙

為了配合綠色辦公室政策，我們已頒布並會繼續

執行下列節約用紙措施—

• 設置環保箱，收集可再用的信封及紙張；

• 收集電腦打印機碳粉盒及墨盒，以供補充及

循環再造；以及

• 設置回收箱，收集用過的紙張、光碟、塑膠

瓶、鋁罐和可充電電池，以便循環再造。

•    節約影印用紙；

• 雙面列印和影印文件；

• 以用過的紙張空白背頁草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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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盡量避免使用印製文本；

• 循環再用信封及檔案夾；

• 鼓勵使用再造紙；以及

• 對外發送傳真文件不使用引頁。

二零一六年，本署用紙量為17,422令(較二零一

五年減少約0.81%)，其中全屬再造紙。

審核：環境及碳審核

周年環境審核

為了在內務管理中持續推動環保措施，我們每年會為本署轄下設於不同地點的19個辦事處進行環境審

核。進行周年環境審核目的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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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各辦事處仍舊遵守環保內務管理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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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廈管理處於二零一六年對何文田政府合署進行了碳審核，監察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成效。有關資料

現正由大廈管理處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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