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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海岸線綿長。海洋雖具天然淨化能力，能稀釋及分解海水中的污染物，但要處

理因人口急增和工業發展而產生的大量污水，必需有適當的水質控制措施配合。1960年

代末，政府完成《污水排放狀況海洋調查報告》，並實施《水污染管制條例》和《廢物處置條

例》。及後，在1988至1989年間展開「污水策略研究」，為全港的污水

收集、處理和排放事宜制訂長遠策略，包括︰制定「策略性污

水排放計劃」、建造區域性污水收集設施（如「鄉村污

水系統計劃」）、訂立污水處理設施的級別，以及

擴建排放系統（如「吐露港經處理排放水輸送計

劃」）和加強氣味管理措施等。這些計劃相繼落

實，河道和泳灘水質持續改善。而「策略性污水

排放計劃」(現稱為「淨化海港計劃」)的第一期亦

於2001年底啟用，對提升維港水質有顯著作用。

第二章 污水處理 淨化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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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水質與水體功能

香港是個得天獨厚的地方，海岸線綿延一千多公里。位於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之間的維多利亞港是全球最

繁忙的港口之一，其南、北兩面有高山作天然屏障，東面入口為鯉魚門，西面入口為汲水門，水道能容

納大型輪船，是一個天然良港。

香港水域面積不大，位處珠江口，海水與河水匯流。這裏曾是產量豐富的漁港，支撐香港的漁業發展，

貢獻社會經濟。此外，香港綿長的海岸線適合不同活動進行，例如：海水養殖、航運及各類型水上康體

活動等。各種活動對水質要求有所不同，進行水質控制時要考慮各項活動的需要。近年，海港的水質環

境受到關注，綠海龜、馬蹄蟹、中華白海豚和江豚等成為保育海港環境的標記。

海洋有自身淨化的能力，可以將水中污染物稀釋或進行生物分解，一般輕度的水污染不會對海洋環境

造成太大影響。1950年代開始，大量內地人士移居香港，人口急增以及工業發展，令家居及工業污水不
斷增加，嚴重影響河道及海港水質。1960年代末，政府注意到水污染問題嚴重，並進行全港性的調查。
1971年，政府正式公布全港第一個排污藍圖—《污水排放狀況海洋調查報告》1。該報告評估了維多利亞

港、吐露港等水域的污染情況，提出改善排污的建議。及至1980年代，政府先後制訂《水污染管制條例》
及《廢物處置條例》，規管各行業排放污水及農戶處理禽畜廢物的情況。

《水污染管制條例》

《水污染管制條例》將香港海域劃分為十個「水質管制區」，並設立一套水質指標作為評估海水質素的

依據。訂立水質指標是為保護海洋環境，讓海洋生物得以持續繁衍，同時保障水質達到公眾可持續

使用的水平。為改善水質，政府在各區敷設新污水渠，改善現有公用污水渠設施，並為未有污水設

施的地方，逐步設置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2。

《廢物處置條例》

政府在1980年代制訂《廢物處置條例》，全面規管廢物的處置途徑。該條例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地方、
私人地方或政府官地棄置廢物。政府亦進一步立例規管污染源頭，及後該條例的適用範圍不斷擴

展，並將禽畜飼養、處置化學廢物、非法傾倒廢物及廢物進出口等均納入規管範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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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認為要妥善處理香港的污水問題，需要進行全面規劃。1988至1989年間，政府展開「污水策略研
究」，為全港的污水收集、處理和排放訂立長遠策略。「污水策略研究」建議香港推行兩項污水處理基建策

略，分別是「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及「區域╱地區性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針對維

港兩岸市區的污水問題，而「區域╱地區性污水收集整體計劃」則為全港各區制訂獨立的污水收集整體計

劃。

「區域╱地區性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是因應個別區域水污染的特性及水體敏感程度，規劃和建造污水收集

設施，並設定相應的污水處理級別及排放系統等。為落實建議的設施，渠務署不斷進行評估檢討，逐步

完成相關工程，目標是為全港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污水處理服務，讓香港各個水體發揮正常功能。

水體功能

海洋水域提供多種實益用途，是進行康樂活動、養殖海產、捕魚、通航和採沙等活動的地方。海水也

可用作冷卻和沖廁用途。環境保護署持續監測本港海港水質，確保水質標準符合社會的環保要求。

一般而言，保護區、海產養殖區、泳灘及重要物種（如中華白海豚）的活動水域，屬於敏感用途水域

（多集中在香港東部及南部），水質指標要求較嚴格。至於航海的水域，則屬於低敏感用途，水質要求

則較寬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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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服務

香港人口增加帶動都市化的快速發展，產生大量污水，使香港水域面臨水污染，情況以維多利亞港最為

嚴重。渠務署專責提供的污水處理服務，就是為解決香港的水污染問題，工作基本分為收集、處理與排

放三部分。

污水收集

設立污水收集系統的政策目標，是為未有排污設施的地區（包括鄉村）提供公共污水收集設施，保障市民

健康，同時使附近的水環境符合水質指標的要求。建立污水收集系統，對環境有正面作用，包括：減低

污水對公眾健康構成風險、消除蟲害和異味，以及讓被污染的水體回復至平衡的生態狀況。

區域╱地區性污水收集整體計劃

「區域╱地區性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是全港污水收集基礎設施的藍本，在污水收集方面將香港分成16個區
域，按照區內人口密度及地理環境為該區訂立合適的「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目標是收集區內污水，並輸

送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

規劃污水收集系統的工作，包括對各污水收集區進行系統性評估，以確定各區的需要，從而制訂全面的

「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污水收集整體計劃優先處理的地區是，水體污染吸收能力已接近或超出上限的區

域、具高度保護價值的地點，以及因過度污染而列為環境污染黑點的地區。每個計劃均包括建議合適的

污水渠道系統、污水泵房和處理設施，務求能妥善收集、處理及排放收集區內的污水，以應付發展的需

要。

不過，為確保「污水收集整體計劃」建議的工程能配合香港的急速發展、人口增長及日漸提升的環保標

準，政府在1995年將原來16個污水收集區重組為8區，並完成了一系列「污水收集整體計劃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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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

時至今天，渠務署已為全港鋪設的污水系統網絡約長1 683公里，為全港93%的人口提供服務。不過，新
界的民居較為分散，沒有市區的集中，所以收集及處理污水的方法與市區有所不同。部分鄉村未有接駁

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仍然採用化糞池及滲濾系統來處理污水。這些普遍使用的系統，只能提供最低標準

的污水處理。

經化糞池處理的污水仍有頗高含量的營養物、有機物及微生物。在理想的地質和發展密度不高的環境，

滲濾系統能自然分解這些物質。如村屋的化糞池及滲濾系統運作未如理想，會引致環境污染，影響附近

環境衞生。

化糞池系統

化糞池是簡單的污水處理系統，基本結構是在建築物前面的地底建一個密封的池，讓泥土自然分解

污染物。但當池內糞量過多，就需聘請專人清理。隨著鄉村人口增加，村屋密度越高，能用以興建化

糞池的地方就越少。污水量增至超逾泥土的天然淨化能力時，會溢出地面，甚至流入屋外的明渠，影

響環境衞生 5。

化糞池運作原理

當污水流入化糞池後，固體廢物會在池底沉澱，油脂及較輕的物質會浮在水面，形成一層浮渣。其餘

的污水則流進滲濾池，由砂礫和四周泥土濾去和分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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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鄉村地區的排污需求，渠務署推行「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把公共污水渠延伸至村屋私人地界

附近，方便屋主將其污水渠接駁至公共污水收集網絡。工程完成後，鄉村附近的河道水質有顯著改善，

村民的居住環境更舒適衞生。

接駁鄉村污水渠示意圖

為元朗鄉郊鋪設污水收集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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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元朗十八鄉馬田村

新界元朗馬田村居民代表黃東強先生指出，村民建

屋時，在屋前地底築建化糞池以把污物留在地底，

但時有滲出污水，產生異味。黃先生相信接駁公共

污水系統後，這些問題可以一一解決。不過，由於

馬田村的街巷狹窄，在村民每日必經之路施工，會

影響居民生活。此外，並非每戶村民都願意出資將

屋內的污水渠接駁至公共污水渠，因此接駁工程至

今進展緩慢。

黃先生亦指出，過多污物存留在泥土中，終有一天

會飽和，造成衞生問題。為了馬田村的長遠利益，

他認為這項工程必須進行。雖然在推廣過程遇到不

少爭議，他仍鼓勵村民支持，使村內的環境衞生得

以改善。

建設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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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不斷發展，污水處理的需求亦相應提升。為配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拓展公共污水收集網絡是未

來發展的方向。截至2014年3月，渠務署已為約160條鄉村完成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把村屋污水管與公共
污水系統連接。目前約有90條鄉村正進行建造工程，約有240條鄉村的工程處於規劃及設計階段。

鄉村通道狹窄

建設鄉村污水渠經驗分享

有逾20年工作經驗的高級工程師李偉文先生坦言，推行
「鄉村污水收集系統計劃」可謂困難重重，工程不易為鄉民

接受。由於村屋之間的通道狹窄，鋪設污水管可能影響村

民出入，必須取得受影響住戶的共識，才能展開工程。

另一方面，村民又擔心工程會對鄉村或住宅風水構成影

響，以及鋪設污水渠系統後，需要負擔額外的家居裝修費

及排污費，故寧願選擇使用化糞池。

李偉文先生指出，渠務署非常重視與村民溝通。透過舉辦

諮詢會、工程進度簡介會等，讓村民對工程有更多認識。

李先生表示，很多接駁工程完成後，村民均向工程團隊表

示滿意。因為村民無需定期清理化糞池，而污水從化糞池

頂蓋溢出、蚊蟲及異味問題亦得到徹底解決。對工程團隊

來說，得到村民的理解及支持最感鼓舞。

經驗分享—上水丙崗村接駁公共污水收集系統

丙崗村位於新界上水，進出該村的唯一通道是長約500米、單線行車的丙崗路。按照原設計走線，丙崗
村的污水是經丙崗路地底鋪設的污水管道，連接下游的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不過，在施工前進行地底

設施勘察，發現了新結構物。如按原設計走線進行工程，污水管道需建在地底更深處和佔用丙崗路較

大的空間施工，會對丙崗的交通造成較大的影響。村民對此表示關注。經仔細考慮村民的意見後，渠

務署修訂污水管道走線，以減低工程對村民的影響。

自丙崗村公共污水收集系統工程展開後，渠務署一直與村民保持緊密溝通及聯繫，務使工程順利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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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污水截流設施

一些雨水渠道或河道，容易受到污水滲入的影響。在雨季，雨水一般可以沖刷渠道內的污水，將污水稀

釋。不過，旱季的情況卻不同，污水會沿渠道直接流出大海，在排放口附近積留，污染沿岸水質。因此，

渠務署建設「旱季污水截流設施」，堵截流入雨水排放系統的污水，引流至污水收集網絡，再輸送往污水

處理廠進行淨化處理後才排出大海。

九龍灣箱形雨水渠出口九龍灣箱形雨水渠在污水

截流工程前曾出現旱流污水

有見及此，渠務署剛完成「九龍灣

箱形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在雨

水渠下游將受污染的水流攔截，

然後經加壓渠管輸往沿啟福道的

現有污水幹渠，經由昂船洲污水

處理廠處理後排放。這項工程阻

止受污染的市區徑流經九龍灣箱

形雨水渠流入啟德水道，有助提

升沿岸海水的水質，並減輕污水

氣味帶來的滋擾。 「九龍灣箱形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位置

「九龍灣箱形雨水渠污水截流工程」位置

現有九龍灣箱形雨水渠

啟德水道

觀塘避風塘

舊有啟德機場跑道

九龍灣

已建成的九龍灣污水截流站

九龍灣箱形雨水渠污水截流設施

來自九龍灣、牛頭角及飛鵝山等地的雨水，都是經過九龍灣箱形雨水暗渠排進啟德水道。由於九龍灣

箱形雨水暗渠常受污水污染，令啟德水道的水質轉差，造成氣味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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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桃街箱形雨水渠污水截流設施

櫻桃街箱形雨水渠主要收集來自西九龍及上

游地帶約共5.3平方公里集水區的雨水，然後
排放到新油麻地避風塘。一直以來，櫻桃街

箱形雨水渠經常有來自上游非法或錯誤接駁

的污水，影響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同時

亦帶來氣味滋擾，有礙衞生。

渠務署現正計劃在大角咀櫻桃街箱形雨水渠

的下游，興建一項污水截流設施，以截取雨

水渠內的污水，然後輸送至昂船洲污水處理

廠處理。此項污水截流工程完成後，有助改

善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水質和處理氣味問題。
櫻桃街污水截流工程，有助堵截

經雨水渠流入新油麻地避風塘的污水

敷設主幹污水渠後進行內壁防護工序

污水收集設施的維修保養工作

為了達致有效收集、處理及排放污水的目

標，定期檢查、清理及維修渠道設施十分重

要。渠道長期積聚油脂或其他沉積物，會引

致淤塞，而不當傾倒腐蝕性化學品（如清潔

劑）亦會損壞渠管。為確保這個龐大的污水系

統能妥善運作，渠務署實施預防性的保養計

劃。在2013年，渠務署檢查了長達約1 200公
里的污水渠，並清理了其中660公里的渠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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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務署會因應渠管種類進行不同檢測。例如：一般渠管會以閉路電視勘測檢查，而長期淹浸的渠管可採

用聲納勘測檢查。海底排放管需定期進行色粉測試，即把顏色染料放入排放管中，如在排放管出口範圍

以外發現顏色染料，表示該段管道可能破損，需要進行修補。此外，本署亦會為海底排放管進行全面預

防性保養，包括定期安排人員進行水底檢查、水文聲納探測及清理排放管，確保排放管暢通。

閉路電視勘測實況 聲納勘測實況

色粉測試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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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基本污水處理廠

西貢

沙田

荃灣
屯門

元朗

上水

香港島大嶼山

昂船洲污水
處理廠

新界

主要污水處理廠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沙田污水處理廠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元朗污水處理廠

大埔污水處理廠

西貢污水處理廠

赤柱污水處理廠

昂坪污水處理廠

一級污水處理廠

化學強化一級
污水處理廠

二級污水處理廠

三級污水處理廠

赤柱污水
處理廠

沙田污水處理廠

西貢污水處理廠

大埔污水處理廠
石湖墟污水

處理廠

元朗污水處理廠

昂坪污水處理廠

2013年全港污水處理廠位置圖

三
級
處
理

二
級
處
理

化
學
強
化
一
級
處
理

一
級
處
理

基
本
處
理

加入化學品

污水沉澱時加入化學品
（如氯化鐵及聚合物），
能提升污染物沉澱效率

生物處理、最後沉澱

利用微生物來清除污水中的有機污
染物，最後進行沉澱，去除污水裏
大部分營養物

初級沉澱

污水在沉澱池內停留，使部分污染物
可以沉在池底成為污泥，或浮在池面
形成浮渣，將污泥及浮渣隔走，
便能清除部分污染物

隔篩、除砂

去除污水的固體廢物及砂礫，
保護下游污水處理設施

二級處理後，再進行的程序

利用先進的處理程序，包括過濾、
淨化，進一步提升水質

初級沉澱池

最後沉澱池

過濾設施

氯化鐵 聚合物

幼隔篩設施

污水處理分類示意圖

污水處理是渠務署的主要職責之一，藉採用不

同的污水處理程序和先進技術，去除污水中大

部分污染物、有毒物質和細菌，確保水質符合

保護環境的排放標準。現時，渠務署有293所污
水處理設施，包括68所污水處理廠和225所污
水泵房，處理從污水收集網絡收集到的污水，

每日的平均處理量約有280萬立方米。

污水處理設施及級別

現時，全港的污水處理設施大致可分為五類，

分別是基本處理、一級處理、化學強化一級處

理、二級處理及三級處理（見右圖）。污水經過

處理後，如要進行消毒，一般會使用加氯除氯

或紫外光，目的是減少排放水中的細菌含量。

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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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經收集後，會輸送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在2013至2014年度，渠務署以不同級別處理的污水合共
約有10億立方米，其中29.7%是基本處理，53.4%是一級或化學強化一級處理，16.8%是二級處理，餘下
0.1%則經過三級處理。

2013至2014年度以不同級別處理的污水量百分比

三級處理

16.8%
  二級處理

0.1%

29.7%
基本處理

53.4%
一級或化學強化一級處理

一級或化學強化一級處理

基本處理

二級處理

三級處理



第二章  污水處理 淨化海港

45

紫外光消毒系統

除了加氯除氯的消毒程序，渠務署近年引入紫外光消毒系統。沙田污水處理廠、大埔污水處理廠、小蠔

灣污水處理廠等已安裝這類消毒系統。與化學品消毒法相比，紫外光的消毒效率更高，對病毒尤其有

效，更可縮短處理時間，並節省佔用的空間，但成本方面也較高。

污泥處理

現時，在污水處理過程中需除去污泥。污泥主要分為兩類：(1)污水經過初級沉澱池後，沉澱在池底的污
染物是初級污泥，因為固體成分較高，可直接運往污泥消化缸進行厭氧消化；(2)污水經過二級生物處理
後，在最後沉澱池內沉澱成「剩餘活性污泥」，即含有微生物的污泥。由於含水量較多，需進行濃縮使體

積減少後，輸送至消化缸進行厭氧消化。

初級污泥及剩餘活性污泥在經過厭氧消化後，需要進一步脫水，使固體含量提高至30%或以上才可運往
堆填區棄置。在2013至2014年度，渠務署共處理了約30萬公噸污泥。

紫外光消毒原理

消毒用的紫外光由特製的紫外光燈產生，紫外光

比肉眼看到的光線帶有更強的能量，可以破壞微

生物的基因結構，令微生物無法繁殖，抑制水中

微生物滋生，達致消毒除菌的效果。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紫外光消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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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及污泥處理流程圖

（圖示元朗污水處理廠的處理程序）

離心式脫水機 離心機軸上的螺旋葉

污泥脫水流程

已脫水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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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設施的改善工程

為配合香港的發展，渠務署多年來不斷改進污水處理設施，除為廠房進行改善及擴建工程外，亦積極規

劃及設計新污水處理設施，以應付日後的污水處理需求。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擴建及改善工程

現有的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早在1984年投入運作，為上水、粉嶺及鄰近地區的污水提供二級污水處理服
務。未來數年，石湖墟污水處理廠需處理的污水，將超逾其設計容量每日93 000立方米的負荷。渠務署
現正計劃分階段逐步提升該廠的污水處理量，並將處理污水的水平由二級提升為三級，為上水、粉嶺及

新發展區提供優質污水處理服務。2012年12月，渠務署已就污水處理廠的進一步擴建展開勘測研究，範
圍涵蓋污水及污泥處理程序的設計、多項影響評估、工地勘探、工程初步設計、園境及綠化計劃、制訂

實施策略及時間表，以及展開公眾參與活動，諮詢市民。

石湖墟污水處理廠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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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新建的污水處理設施

南丫島近年的居民及遊客數目不斷增加，島上現有污水處理設施已不勝負荷。渠務署自2010年起在南丫
島的榕樹灣及索罟灣各興建一所污水處理廠，以提升污水處理能力，應付日益增加的污水量。該兩廠的

建造工程現正全速進行，榕樹灣污水處理廠更已進入測試階段，快將投入運作。

受空間所限，這兩所污水處理廠採用了效率高，佔地少的技術─「薄膜生物反應器」。經此技術處理的排

放水，會利用管道輸送至深海排放，以保護南丫島近岸魚類養殖區及附近海域的水質。

榕樹灣污水處理廠的位置 索罟灣污水處理廠的位置

薄膜生物反應器

薄膜生物反應器是利用生物反應池內的薄膜組件處理污水。污水經過隔篩後流過薄膜表面只有0.4微
米的細孔，當中的懸浮固體和大腸桿菌會被隔濾。這項新技術既提高排放水的水質，又能省卻最後沉

澱程序，而且較傳統的二級處理方法更節省廠房空間。

除上述例子外，渠務署現正為污水處理設施進行各種改善工程。例如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中，

為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進行擴建工程，並增添消毒設施，以提升廠房的污水處理能力。同時，又為港島八

間基本污水處理廠進行改善工程，以免砂礫進入輸送隧道內沉積，或損壞下游的污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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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設施的保養維修工作

為確保污水處理設施的運作保持效率，渠務署會不時進行適當保養及維修，並採取下列各項措施改進操

作表現和處理水平。

監控及收集數據

逐步更新陳舊與過時的設施；

定期維修廠房設施，減低發生故障機會；

為所有設施制訂並執行個別應變計劃。

此外，渠務署為提升污水處理設施的管理效率，已

為轄下的污水處理廠引進不同的電腦化系統，如電

腦化維修管理系統、監控及數據收集系統，以及污

水操作維修管理資訊系統。

應用這些系統，渠務署人員可在指定的中央控制室

（如沙田污水處理廠、元朗污水處理廠）遠程監控不

設駐守人員的廠房，並收集各類監測儀器的實時操

作數據，然後將數據發送至中央電腦進行處理、故

障分析、編寫報告和制訂機電設備的維修計劃。此

外，系統亦附設自動警報發放系統，可經手提電話

發出實時警報，讓緊急巡查組人員迅速跟進故障事

故。

自採用電腦化系統後，污水處理設施的操作效率有

所提升，人手調配亦更為靈活，有助本署提供更具

成本效益及質量的污水處理服務。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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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服務收費計劃

現時，全港約93%人口使用公共污水收集系統，每天需進行處理的污水以百萬立方米計。早期，污水收
集和處理的成本只是政府的帳面數值，市民並不知道污水處理服務的內容及所需成本，因而缺乏誘因減

低水污染。

為創造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環境，亦為收回污水處理服務的營運成本，渠務署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在

1995年4月1日實施「污水處理服務收費計劃」。污染者須按照其污水排放量及污染程度，繳付污水處理服
務的部分成本，共同承擔處理污水的責任。這既鼓勵市民珍惜用水，亦加強減少水污染的意識。

「污水處理服務費計劃」有兩項徵費：

 排污費用以支付收集和處理含有或低於住宅污水濃度的廢水所涉及的成本；及

 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用以支付處理高於住宅污水濃度的污水所涉及的額外費用。

經處理污水的排放

排放規劃

各區的污水是經公共污水渠收集，然後輸送到污水

處理廠進行處理。考慮到每區的污水量及排放水

域不同，渠務署會按地區把污水進行不同程度的處

理，然後排入大海。

一般而言，在水流湍急的深水水域，污染物可迅速

稀釋和沖散流走，水體的吸收能力自然會較強。因

此，污水只需經化學強化一級處理和消毒程序，就

可經深海管道排放。反之，在半封的水域，如內港

及淺灣，由於水流較慢，水體吸收能力較弱，水質

指標也較為嚴格。因此，污水需進行較高級別的處

理後才可排放，甚至要輸送到其他水域進行排放。

維多利亞港西部

消毒設施

化學強化一級處理池

現有排水口系統

泵房

維多利亞港排水口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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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MAN」計劃的三維環境影響評估系統

「WATERMAN」計劃是一個創新的環境知識庫系統。應用於香港的海洋水質管理，有助確定和量化環
境污染問題、方便水質管理、項目設計及選擇方案，以及進行災難風險管理。這系統亦可協助使用者

選擇最能促進可持續發展又最經濟的方式來防止、減少和紓緩水環境污染的影響。

「WATERMAN」計劃的「三維環境影響評估系統」是全球首創的可視化系統，以「近場浮射流模型」來定
量評估排污對海洋環境的影響。這個系統可用於設計經濟有效的排放水擴散方案，以及調節污水處理

消毒劑的用量，既節省能源及運作費用，又減少消毒劑對環境的影響。此評估系統綜合了大量的考察

和實驗數據作科學驗證，不但能提供沿海地區的水質及水流資訊，更可預測紅潮並預報泳灘的水質。

這個可視化評估系統，是一個先進的水質管理系統，準確度高達80%。

排放水評估系統

為評估排放水的狀況，渠務署一直努力物色合適的系統，藉模擬污水排放的情況預測排放水對附近海洋

環境的影響，並提出改善方案，作為調整污水處理服務的參考。

2012年，渠務署與國際知名的水力學專家李行偉教授合作，應用其研發的「WATERMAN」計劃的「三維環
境影響評估系統」，以三維角度對污染物在海底的動態作可視化分析，以調節「淨化海港計劃」的消毒劑

（氯）用量，既節省能源及運作費用，又減少消毒劑進入海洋環境 6。這個系統的三維模型亦可用於應付突

發性的海洋污染事件，以訂出解決方案。



第二章  污水處理 淨化海港

52

特別排放計劃：吐露港經處理排放水輸送計劃

吐露港是香港最大的內港之一，三面被陸地圍繞，水體的循環能力有限，污染物難以被水流稀釋，自然

淨化能力較弱。1986至2001年間，隨著沙田及大埔新市鎮發展，吐露港集水區的人口從50萬增至90萬，
增長幅度接近一倍。人口急劇上升，吐露港區內經由沙田及大埔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量亦隨而激增。

雖然大部分污水經過二級處理，但排放量增加令總營養物含量大幅上升，為吐露港的淨化能力帶來極大

考驗。1980至1990年代期間，吐露港經常出現紅潮（或藻類蔓生）現象，1988年更曾錄得四十多次紅潮。
紅潮釋出的毒素會危害海洋生物，對海灣內的養魚戶造成損失，影響海魚供應 7。

1987年，政府制訂「吐露港行動計劃」，以減少排入吐露港的污染物。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進行「吐露港經
處理排放水輸送計劃」，將沙田和大埔兩間污水處理廠經處理後的排放水，由吐露港經啟德明渠輸送到

維多利亞港排放。這個計劃既可減少吐露港的污染物，又可沖洗受污染的啟德明渠，可謂一舉兩得。

「吐露港經處理排放水輸送計劃」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把經沙田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輸送到啟德

明渠，第二階段是把經大埔污水處理廠處理過的污水輸送到位於沙田污水處理廠的沙田泵房。「吐露港經

處理排放水輸送計劃」在1995年啟動，並在1998年全面實施。

大埔污水處理廠 

啟德明渠

沙田污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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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化驗室服務：污水及排放水測試

本署的專業化驗室定期為水質及污水樣本進行各種測試，檢測污水處理設施的污染物負荷量，並監察污

水處理的效率，以確保排放水質素達到嚴格品質的標準。化驗室的主要服務範圍包括：

根據環境保護署的污水排放標準，提供水質及污泥樣本的抽取及測試服務；

定時提供化驗結果數據，以監察和評估污水處理程序的成效；

協助操作人員選擇高成本效益的污水處理模式；

協助鑒別化學及生物污水處理的問題，並提供專業意見和解決方案；

採購污水處理廠使用的化學品，及建議合適的化學品劑量；

監察及管理污水處理程序所產生的氣味。

專業化驗室服務

專業化驗室服務是在污水及污泥處理過程中抽取

樣本，提供物理、化學及微生物的測試，以確保

經處理的排放水及污泥的固體成分符合排放牌照

的要求，並為水質監控提供準確數據。自1999年
起，創新科技署轄下的香港認可處已向沙田中央

化驗室頒發「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證書，表示該

化驗室符合有關規定，可進行20種認可測試項目。

20種認可測試項目
總懸浮固體 大腸桿菌

生化需氧量 傳導率

化學需氧量 總溶解固體

氨氮 總硬度

亞硝酸鹽氮 混濁度

硝酸鹽及亞硝酸鹽氮 顏色

總克氐氮 陰離子表面活性劑

總固體 非離子表面活性劑

酸鹼值 氯化物

油類及油脂 硫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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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管理

現時，香港大約80%的人口採用海水沖廁，是全球唯一一個大量使用海水沖廁的城市。雖然海水沖廁節
省不少淡水資源，但卻為污水處理設施帶來額外挑戰。海水含鹽量高，在缺氧環境中，海水的硫酸鹽會

轉化為硫化氫。硫化氫是導致污水發出氣味的主要物質。

海水沖廁與污水氣味

早在1960年代，為紓緩供水危機，政府在市區及新市鎮設有獨立的海水供應系統。香港自此廣泛採用
海水作沖廁用途。

時至今日，香港逾80%人口使用海水沖廁。在2013年，每天用作沖廁的海水平均超過76萬立方米，相
當於300個標準泳池的大小 8。

隨著新市鎮不斷擴展，污水處理設施漸被新建住宅區包圍，令氣味問題浮現。本署為有效減低污水處理

廠的氣味滋擾，現正採用三種有效的措施，包括：

 投放適量化學品（如硝酸鈣、氯化鐵和其他除味劑），以及注入氧氣，減低污水因腐化所產生的

氣味；

 覆蓋可能散發氣味的設施（如渠道、污水池和污水缸），以防止氣味擴散；

 在適當位置安裝除味系統，如活性碳系統、化學洗滌器和生物過濾器，使氣味經過除味系統處理

後，達到可接受水平才進行排放。現時本署會按氣味濃度和氣體類別，在不同的泵房和污水處理廠

採用其中一種或多種除味裝置，進行除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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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除了實施氣味緩解措施外，亦培訓員工掌握氣

味測試的技術。目前，本署與世界多個國家一樣，

利用分析儀量度硫化氫的水平，作為監察氣味的指

標。如遇上操作異常的情況，本署會立即安排員工

迅速調整操作方式，如添加化學品、增加或更換除

味器的吸味物料，並視乎需要進行改善工程。

此外，本署現正繼續試驗新的除味系統。例如2010
年東涌污水泵房引入「超飽和溶氧系統」，在污水注

入大量氧氣，使污水保持帶氧狀態，防止氣味的產

生。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沉殿池已完成覆蓋工程

生物滴濾除味系統示意圖
已除味氣體

中和處理

營養液

清水

排放水水泵硫酸及硝酸

生物除味塔

生物煤

氣味（硫化氫）

沙田污水處理廠的生物滴濾除味系統，有關設施（左圖）及示意圖（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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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淨化成效

渠務署多年來專責處理香港的污水收集、處理及排放工作，成效令人滿意。二十多年來，全港的水污染

情況大有改善，內陸河溪和海灘的水質不斷提升，個別水域的紅潮問題已不復見。

河道水質改善

為改善河溪水質，渠務署依據河溪水質指標實施各項污染管制條例，以及推行不同污水收集整體計劃。

渠務署推展鄉村污水收集計劃，將公共污水收集系統伸延至全港的鄉村，使更多村屋能把污水渠接駁至

公共污水渠道網絡，大幅減少污水流入河溪的情況。雖然全港整體河溪的水質有所改善，但個別河流的

大腸桿菌含量仍然偏高。因此，本署現正繼續把這項計劃擴展，使更多較偏遠的鄉村也能受惠，使全港

河溪的水質提升至更高水平。

海灘水質改善

泳灘的大腸桿菌含量，能直接反映污水處理整體計劃的成效。在適宜游泳的海灘，每100毫升海水的大
腸桿菌含量不應超過180個。根據在1980年代至2010年代的憲報，泳灘水質的全年水質指標均有持續改
善。自1986年起，適宜游泳的泳灘持續增加。直至2012年，全港所有憲報公布的泳灘都達到適宜游泳的
水平。2012至2013年，在全港41個憲報公布的泳灘，共錄得超過1 000萬人次到泳灘游泳的記錄 9。這顯

示泳灘的水質相當理想。

全球十大最佳城市海灘：赤柱正灘

位於南區的赤柱岩洞污水處理廠投入服務後，赤

柱一帶的海水水質得到改善。1999至2009年間，
赤柱正灘的水質持續錄得一級水平。該泳灘更在

2013年6月8日入選國際旅遊網站「全球十大最佳
城市海灘」之一。

赤柱正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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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水質監測系統

要確保水質改善，就要時刻監察水質的變化。由於以往的水質監察系統未能準確預測水質變化的趨勢，渠

務署自2012年起採用三維水動力模型系統監察水質，根據有關資料調校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消毒劑用量。

改善荃灣海灘水質

自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啟用以來，九龍、將軍澳、葵青及港島東北部的污水都經由長23.6公里的深層隧
道，輸送至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由於當時的經處理污水沒有進行完善的消毒程序，含菌量仍

然較高，距離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排污口約只有8公里的荃灣區泳灘的水質，因排放水影響而持續欠佳。

2012年起，本署在荃灣區泳灘採用「三維水動力模型」水質預報系統，以觀察荃灣泳灘在「淨化海港計
劃」消毒系統不同的設定下的細菌含量變化。渠務署參考有關數據，調整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消毒設施的

消毒劑用量，以達致用最少的消毒劑控制荃灣各泳灘的大腸桿菌數量，符合適宜游泳的標準。

荃灣區以往共有八個泳灘，分別是近水灣、汀九灣、麗都灣、更生灣、海美灣、雙仙灣、馬灣東灣及釣

魚灣。除馬灣東灣外，其餘七個泳灘自2003年起，因水質欠佳不宜游泳而關閉。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加建
的消毒設施，亦令麗都灣、更生灣、近水灣及海美灣泳灘的水質有顯著改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2011
年6月4日宣布重新開放這四個泳灘。關閉接近20年的釣魚灣亦在2013年9月19日重開，鄰近的汀九灣
泳灘亦在2014年的泳季重開，雙仙灣則待泳灘的配套措施完成後才能開放。

解決紅潮問題

1980年代，吐露港接連出現紅潮問題。其後，渠務署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將沙田及大埔污水處理廠擴
建，並推行「吐露港經處理排放水輸送計劃」，將經二級處理的污水輸送至啟德明渠，然後排入淨化能

力較強的維多利亞港。自此，吐露港再沒有出現嚴重的紅潮問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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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淨化

淨化海港計劃

為徹底改善維港水質，政府在1987年展開污水策略研究，並訂立「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為維港的污水
收集、處理及排放進行規劃。

「淨化海港計劃」（前稱「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是一項前瞻性的環保項目。該計劃分階段在維港兩岸興建

深層污水輸送隧道，把兩岸經過初級處理的污水輸送到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然後再經深海管道

排放。由於輸送隧道建於地底深處，不會受樓宇地基、運輸基建隧道等阻礙，不但路徑最短，更可減少

工程對市民大眾、環境生態、公用設施及交通等造成影響，亦不妨礙日後可能的發展規劃。

在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興建的設施，包括一條長23.6公里、連貫九龍、葵青、將軍澳及港島東北部地底
的深層污水隧道，以及昂船洲污水處理廠。自2001年12月第一期設施投入運作後，每天收集75%由維港
兩岸產生的污水，現時每日總量高達140萬立方米，然後輸送到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進行化學強化一級處
理。這計劃有效阻截每日約600公噸的淤泥流入維港，對改善維港中部和東部的水質有顯著作用。

「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污水收集系統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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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保持維港水質良好，政府在

2004年就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工
程諮詢公眾。結果顯示，大部分市

民十分重視淨化維港，並支持分階

段落實第二期甲及第二期乙工程。

目前，渠務署正為第二期甲工程施

工，至於第二期乙工程則處於檢討

階段。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污水輸送系統路線圖

A space-saving double-decked design has been adopted for all the
sedimentation tanks at Stonecutters Island Sewage Treatment
Works (SCISTW) so as to reduce the footprint requirement.

Under HATS Stage 2A, eight new double-decked sedimentation
tanks will be builtto augmentthe treatment capacity ofthe existing
38 nos. of sedimentation tanks. In addition, perforated energy-
dissipating baffles will be added to all existing and new tanks at
designated locations to enhance the treatment performance of each
tank.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modeling technique and
on-site performance verification tests were used to facilitate these
baffle designs.

When the new tanks and baffle installation works are completed,
the treatment capacity of SCISTW will be expanded from its present
1.7 million m3/day to 2.45 million m3/day, sufficientto cater for the
projected increase in sewage flow generated from the HATS
catchmentin future.

科技知識 -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改善工程
Technology Highlights – SCISTW Upgrading Works

安裝於沉澱池內的多孔擋板
Perforated energy-dissipating baffles

現有沉澱池
Existing sedimentation tank 

新建沉澱池的剖面圖
Section of the new Primary  Tank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雙層沉澱池應用了節省空間的設
計，以減少其所需土地。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工程項目將會建造8個雙
層沉澱池，以擴充現有38個沉澱池的處理量，同時會
在所有現有及新增的沉澱池內安裝有散能功效的穿孔
擋板以提升其處理效能。這些穿孔擋板是利用了流體
力學電腦計算模型及其後的現場核實測試來設計的。

當新增沉澱池建造工程和多孔擋板安裝工程完成後，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處理量會由目前的每天一百七十
萬立方米增加至每天二百四十五萬立方米，足以處理
從維多利亞港兩岸收集的所有污水。

Sedimentation Tank

雙層式沉澱池

雙層式設計，善用空間

淨化海港計劃下興建的昂船洲污

水處理廠是全港最大的化學強化

一級污水處理廠，主要處理維港

兩岸收集到的污水。為增加廠房

的污水處理量，渠務署特別採用

雙層式設計的沉澱池。目前污水

處理廠共有38個雙層沉澱池，每
個長約60米、闊7米，大大縮減沉
澱池所佔的地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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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化海港計劃」是香港歷來最大型的污水基

建工程。第二期甲工程建造全港最深的污水隧

道，總長21公里，位處地下70米至160米之間，
其中北角段更深達海平面以下163.8米，相當
於樓高50層的商業大廈。這條污水輸送隧道收
集來自港島北及西南沿岸只經過基本處理的污

水，約佔25%維港兩岸產生的污水量。

為有效輸送維港兩岸產生的污水，整個污水隧

道系統是按「倒虹吸管」原理設計。污水會因水

位差距自動流至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地底，然後

在地底40米經主泵房泵至廠內。這個設計能大
大縮減主泵房的建造規模，並節省耗電。

昂船洲污水
處理廠

主泵房

約40米

地平面
初級污水
處理廠

傾卸豎井
 （水位較高）

垂直豎井
 （水位較低）

隧道

水位的差距

隧道兩端豎井的水位保持固定差距，

按「倒虹吸管」原理，污水會從水位較高的一端，

自動流到水位低的另一端

建造深層污水輸送隧道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污水隧道建於地底深處，建造期間需要面對極高的地下水壓，對工程團隊

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隧道是採用鑽爆方法挖掘，其工序包括在隧道爆破面上鑽炮孔，安裝炸藥，進行

引爆及清除碎石等。這種方法可以在隧道挖掘面騰出更多工作空間，以便更靈活地安裝臨時支撐及進

行挖掘前灌漿的工作，和有效地控制地下水的滲入。而挖掘隧道所產生的石料，更可再用於建築業的

石料製品上。

除建造深層污水輸送隧道外，第二期甲工程亦

包括，擴建昂船洲污水處理廠以及增加消毒設

施，以應付新增的污水量，並確保排放水的水

質達標。與此同時，渠務署亦積極改善港島八

個沿用逾20年的基本污水處理廠，以防止固體
或砂礫進入深層隧道，保護下游的污水處理設

施。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擴建工程

（圖為建設中的新主泵房）



第二章  污水處理 淨化海港

61

巾幗不讓鬚眉：香港首位進入最深污水隧道
工作的女爆破監督工程師

渠務署在2010年特別培訓一批爆破監督工程師，
專責監督承建商進行「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

爆破工程。這亦造就香港首位進入最深污水隧道

工作的女爆破監督工程師。

佘小萍小姐是渠務署顧問公司的駐地盤工程師，

亦是「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的合資格爆破督導

員，負責監督北角至灣仔段的污水隧道工程，至

今已監督過約200次爆破工序。她坦言從未想過
參與深層隧道工程。經上司推薦修讀培訓課程、

通過考試和實習，以及一年的在職訓練，她才獲得爆破督導員的資格。

在隧道工作初期，佘小姐曾感到憂慮。然而，隧道安全措施充足，有良好的通風及照明系統，使她在

百多米深的地底工作也沒有感到侷促。此外，乘坐升降機到163米深的地底隧道，只四至五分鐘，也
令她疑慮盡消。對她而言，最為辛苦的，反而是隨身的安全裝備，如降傘式安全帶及自救式呼吸器

等，重量可不輕。

以往在工程界，女性進入隧道被視為不祥，甚至迷信說會影響工程進度。佘小姐指出，在隧道內工

作，男女工程師並沒有什麼分別，而近年女工程師的人數亦漸漸增加。若真的要說不同之處，那

就是當隧道有她這位女同事在場，其他工程人員都變得斯文有禮，這是她最意想不到的。

最深的污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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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港水質改善

自從「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投入運作後，維港水質獲進一步淨化，效果比預期理想。維港水質持續錄得

改善，當中以維港東部、東部緩衝區及將軍澳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提升情況，特別令人鼓舞 10。

2011年，環境保護署《香港海水水質報告》載述，其「全面改善維多利亞港水質」議案提及，維港水質在「淨
化海港計劃」運作後，監測位置錄得的大腸桿菌整體含量減少達50%，特別在維港東部鯉魚門附近海域，
含菌量大幅下降超過95%；同時溶解氧的平均含量相對增加達15%，氨氮的含量平均下降27%，營養物
的含量平均亦見下降。總括來說，維港水質持續取得突破性改善。

渡海泳變遷

百多年前，維港兩岸有多個泳棚，是市民消遣的熱點。每逢假日或下班時間，到泳棚游泳的人絡繹不

絕，場面熱鬧。維多利亞港的渡海泳有超過100年的歷史，是一項大型的長距離泳賽。1868年的比賽，
有十多人參加，多為外籍人士。比賽路線主要以九龍尖沙咀鐵路碼頭為起點，終點初設在香港島中環

皇后像停泊處與域多利游泳會之間的岸邊，後來改在皇后碼頭岸邊，全長約1.6公里。這是世界上唯一
在最繁忙的航道上進行的比賽。渡海泳曾分別由多個不同團體舉辦，如南華體育會、華人游泳會、域

多利游樂會、港九居民聯會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等。

1910年在沙灘搭建的泳棚圖2維港渡海泳比賽情況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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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維港泳」賽事照片

渡海泳復辦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義務秘書王敏超太平紳士指出，他們多年來

希望為市民復辦渡海泳，但維港水質始終未如理想，未能取得環

境保護署的批准。在渠務署實施「淨化海港計劃」後，水質得到改

善。2009年，泳總聘請的專家確定維港水質適合游泳，遂向政府
提出復辦建議，並獲得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海事處

等多個政府部門支持。在取得環境保護署批准後，闊別香港33年
的維港渡海泳 11，在2011年10月16日正式復辦。維港渡海泳曾在
2010年以試驗形式復辦，以尖沙咀海濱長廊為起點，終點設於銅
鑼灣遊艇會，參賽人數超過1 000人。2013年，報名參賽的人數
更逾3 500人。參賽人數按年增加，顯示參賽者對維港水質的
信心正穩步回升。

王敏超太平紳士

攝於香港業餘游泳總會會址

早期泳手心聲

曾勇奪三屆冠軍的泳手王敏超先生表示，渡海泳既是香

港盛事，也是大家的集體回憶。他指出，早期的維港，海

水清澈，可以看到魚和海馬等海洋生物。當時市民除在

維港兩岸的泳棚游泳外，亦有人在泳棚橋底捉魚、玩水

球或進行游泳訓練。後來，在1960年代，維港水質逐漸變
差，時有垃圾在海面飄浮。1970年代，情況更壞，海面有
動物腐屍，因此泳手游泳前都塗上護膚液。曾有泳手在

完成維港渡海泳後，發現身上滿是油污。及至1979年，
因海水污染嚴重及海上交通繁忙等因素，渡海泳最後被

迫停辦。

隨著海水污染日漸嚴重，維港兩岸的泳棚也逐漸消失。西

環有兩個較為有名的泳棚─「金銀泳棚」及「鐘聲泳棚」，亦在1970年代拆卸。政府在1988年批准重開的
域多利道泳棚，是現今唯一碩果僅存的泳棚。

1979年10月20日《大公報》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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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維港泳的泳手心聲

2013年10月6日舉辦的「新世界渡
海泳」是復辦後的第三屆，比賽
路線位於維港東部水域，有別於
1970年代由尖沙咀至中環皇后像
停泊處（已拆）的路線。待「淨化海
港計劃」第二期逐步完成後，維港
海水的潔淨度將會進一步提升，
重游舊有比賽路線，指日可待。

2013年女子公開組乙組冠軍郭迪紈小姐是公
開游泳比賽的積極參與者。她認為維港水質
比預期理想，在比賽期間沒有發現垃圾。

優悠組參賽者普遍對維港的水質表示很滿
意。部分參賽者表示，參加渡海泳是他們家
族的傳統，亦希望下一代會繼續參加。另有
泳手期待重游尖沙咀至中環的渡海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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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都市化發展、人口增加的情況下，污水處

理工作是香港的一大挑戰。渠務署透過多個規

模龐大的計劃，全方位加強污水的收集、處理

和排放，以潔淨生活環境，淨化本港海域，讓

市民生活環境得到改善，並緩減城市化急速

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這些計劃和措施，

在改善海港水質方面，成效顯著。本署

希望與市民合作，一同珍惜和保育

我們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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