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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展開「增加土地供應：填海及發展岩洞暨公眾參與－可行性

研究」，以物色具潛力的地點作維港以外填海及發展岩洞。研究選出了五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

地點作進一步考慮，包括龍鼓灘、小蠔灣、欣澳、青衣西南以及馬料水。 

1.2 五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之中，有三個（即龍鼓灘、小蠔灣及欣澳）位處西部水域（即大嶼

山北部對開水域），而該處已有多項興建中、已定、規劃或構思中的基建及發展項目。此等項

目包括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港珠澳大橋香港相關工程﹝包括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及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大小磨刀以南污泥卸置設施、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以及香港國際機場第三

條跑道（參見圖 1）。有見及此，為個別填海建議作進一步研究及評估前，有需要對一些易轉

移而有機會牽涉較廣闊範圍的環境影響，即生態（包括中華白海豚）、漁業、空氣質素及水質

進行策略性的評估，以探討有關的發展項目在上述環境範疇的累計影響。 

2 研究目標 

2.1 「香港西部水域三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的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勘測研究」（以下簡

稱「本研究」）主要的目標為： 

 針對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包括中華白海豚）及漁業，並考慮西部水域同時進行的其

他發展項目，就著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對環境的整體影響作策略性評估，以提供資料，

在進行更深入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前，協助規劃及決策； 

 根據現有的項目資料及環境狀況，識別及指出上述四個環境範疇的潛在問題，並建議可

行的策略性緩解方案，務求令整體的影響不會超出西部水域的環境承載能力； 

 識別需要進一步研究和評估（包括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的問題，以助將來判斷三個填

海地點在環境方面的可接受程度；及 

 為三個填海建議下一步所需的研究和評估（包括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提議策略性跟

進工作。  

3 填海地點簡介 

龍鼓灘具潛力填海地點 

3.1 龍鼓灘具潛力填海地點位於龍鼓灘以西，可供考慮填海的面積約 200 至 300 公頃。現有海岸

線大部分為未開發的沙岸或岩岸。附近有鄉村式住宅發展，北面的新界西堆填區和龍鼓灘發電

廠則為山丘地形阻隔。不過，於規劃土地用途時，需要留意南面有數個厭惡性和工業設施，包

括青山發電廠、青洲英坭水泥廠、紹榮鋼鐵廠、航空燃油儲存庫、環保園、內河碼頭等。 

3.2 龍鼓灘附近有若干具高生態價值的地區和生境，包括位於填海地點以西 2.1 公里水域的沙洲及

龍鼓洲海岸公園，而該處為西部水域其中一個中華白海豚生境。陸上生境有位於填海地點以東

0.4 公里的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東南面 1.4 公里的小冷水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

及西南面 2.8 公里的龍鼓洲、白洲及沙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小蠔灣具潛力填海地點 

3.3 小蠔灣具潛力填海地點位於大嶼山北岸，在香港國際機場以東 5 公里，可供考慮填海的面積約

100至200公頃。現有海岸線大部分為人工斜面海堤。具潛力填海地點鄰近北大嶼山高速公路，

附近沒有住宅發展，但不同種類的厭惡性設施和工業用地，如小蠔灣污水處理廠、北大嶼山廢

物轉運站、小蠔灣濾水廠及將來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正位於具潛力填海地點的不遠處。將來發

展時要面對的其他限制包括小蠔灣濾水廠具有潛在危險的裝置所帶來的限制、機場高度限制，

以及其他因鄰近機場所帶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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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蠔灣附近有若干具高生態價值的地區和生境，如大蠔灣及大蠔河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潮汐

進出口就是位於填海地點以南 1 公里。此外，具潛力填海地點接近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因而亦應審慎考慮填海建議可能對該海岸公園及中華白海豚生境產生的影響。 

欣澳具潛力填海地點 

3.5 欣澳具潛力填海地點位於大嶼山東北部海岸，緊靠港鐵欣澳站，可供考慮填海的面積約 60 至

100 公頃。現有海岸線大部分為人工斜面海堤。填海地點鄰近北大嶼山高速公路，附近沒有住

宅發展。機場高度限制及限制性契約（註冊摘要編號 278911）已將港鐵欣澳站附近的建築物

高度限制為基準水平以上 30 米，而附近的機場也會構成其他發展限制。 

3.6 欣澳附近有若干具高生態及漁業價值的地區和生境，陰澳灣及馬灣魚類養殖區分別距離填海地

點 0.8 公里及 1 公里。 

4 研究方法 

4.1 本研究根據評估時可以取得的最佳資料，包括其他興建中、已定、規劃及構思中的項目資料，

作出策略性的評估。由於填海建議仍屬初議，本研究只能基於若干假設進行，如填海範圍、不

同發展主題下可行的土地用途及其相關的居住和工作人口、交通流量、建造方法，以及施工時

間表。此等假設乃按評估當時最新項目資料而擬定，致使研究能以最保守及可能出現的最壞情

景進行評估，而非最終的填海方案。確實的發展建議及其細節須於下一階段，當中包括有公眾

參與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方可制定。 

4.2 本研究參考其他項目獲批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其他已公布的研究報告、環境監察數據及生態

實地調查，從而建立環境基線。研究採納了「增加土地供應：填海及發展岩洞暨公眾參與－可

行性研究」的概括性技術評估中所擬定的填海布局設計及其他假設（參見第 6 節），對四個環

境範疇，包括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及漁業，因應最保守及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景進行評估，衡

量其環境表現及識別上述環境範疇的潛在問題。評估情景乃按評估當時的項目資料擬定，評估

亦有建議適當的策略性緩解方案，然而這些情景及緩解方案並非最終的建議。本研究所作的假

設尚須於下一階段的研究進行全面檢討，而三個填海方案包括填海範圍及最終土地用途方案，

亦將於隨後的研究及評估中再作確認及進一步評估。 

5 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 

5.1 本研究檢視了上述所得的資料，從而識別於三個填海項目的施工及營運階段時，有機會引起累

計環境效應的其他工程項目，並按評估當時獲得其他項目的最新施工計劃資料，考慮了三個填

海建議與它們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潛在的相互影響。三個填海建議及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

的施工時間表列於附錄甲內，而在施工和營運階段的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及漁業累計影響評

估中已作考慮的同時進行工程項目則列於附錄乙內。 

6 評估假設 

假設的土地用途方案 

6.1 本研究根據每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發展機遇和限制，並考慮了現有周邊社區的情況，擬定了三

個包含不同土地用途組合，並命名為主題甲、乙、丙的發展主題（參見表 1）。這三個主題是

本研究所採用的發展假設，以識別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景，再就四個環境範疇作累計影響評估。

主題甲主要為住宅發展用途，主題乙主要為商業、物流及工業發展用途，而主題丙則是綜合發

展用途。這三個發展主題純粹是因應本研究中累計環境影響評估而定的假設，並非最終的土地

用途方案。確實的發展方案及詳情，將於下一階段的詳細研究，包括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

環境影響評估中方再詳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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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假設發展主題及主要土地用途 

假設發展主題 
主要土地用途 

龍鼓灘  小蠔灣  欣澳
(1)

 

主題甲－賦活多元社

區（住宅發展為主） 

‐ 住宅
(2)
； 

‐ 院校或商業園區 

‐ 住宅
(2)

 ‐ 商業園區及會議

展覽設施； 

‐ 娛樂及零售設施
(3)
； 

‐ 酒店 

主題乙－經濟樞紐

（商業、物流及工業

發展） 

‐ 物流園； 

‐ 綠色工業或研發

園區； 

‐ 清潔產業
(4)

 

‐ 物流園； 

‐ 商業園區 

‐ 娛樂及零售設施
(3)
； 

‐ 酒店 

主題丙－可持續發展

的社區（綜合發展) 

‐ 住宅
(2)
； 

‐ 清潔產業
(4)

 

‐ 住宅
(2)
； 

‐ 物流園 

‐ 商業園區及會議

展覽設施； 

‐ 酒店 

註解： 

(1) 
鑑於欣澳具潛力填海地點被指定作區域性旅遊中心，其發展受制於第 3.5 節內提及的機場高度限制

和限制性契約（註冊摘要編號 278911），故此其主要土地用途並無包含住宅用途。 
(2)

 住宅用地將包括鄰舎小型商業用地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3) 

娛樂和零售設施可能包括室內主題公園和購物中心。 
(4) 

鑑於龍鼓灘的高背景空氣污染物水平主要源自鄰近的工業發展，填海地點內若有工業用地，應僅限

於不涉及廢氣排放或燃燒工序的清潔產業，如包裝工業、科技產業等，以減少額外的空氣污染物負

荷。 

暫擬的施工時間表及建造方法 

6.2 本研究假設於最壞的情景中，三個近岸填海項目會依照快速時間表施工，而欣澳填海工程最早

會於二零一九年初展開；三個填海項目的海上工程各需時約三年半完成但施工期重疊。本研究

亦假設填海項目會依照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所採用的免挖方法進行填海，以減少對海床的干擾

及淤泥的棄置量。在建造海堤方面，假設欣澳及小蠔灣填海地點的海堤採用大型鋼筒沉箱方式

建造，而龍鼓灘填海地點的海堤則採用填築堆石方法建造。為趕及施工時間表，水底填土工程

需與建造海堤工程同時進行，並裝置預制垂直排水帶及採用預壓法加速填土沉降固結。由於基

礎建設及其他陸上工程需時約七年完成，因此，預計欣澳填海建議最快於二零二九年中開始進

入營運階段，而小蠔灣及龍鼓灘填海建議則最快於二零三零年中開始進入營運階段。 

暫擬的填海布局設計 

6.3 本研究採納「增加土地供應：填海及發展岩洞暨公眾參與－可行性研究」的概括性技術評估所

擬定的初步填海布局設計作評估（參見圖 1）。最終或擬建填海布局設計需等待下一階段的詳

細研究（包括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視乎實際土地用途及填海方案的要求

再制定。然而，由於填海範圍預計與圖 1 所示者相若，故此根據這個初步布局設計所進行的評

估，應當已足夠對三個填海地點的累計環境影響作出策略性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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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空氣質素影響評估 

空氣敏感受體 

7.1 空氣質素評估的研究範圍（亦即「龍鼓灘研究範圍」及「大嶼山研究範圍」）是以三個具潛力

填海地點界線起計的 3 公里範圍。 

7.2 研究範圍內現有、已定及已規劃的空氣敏感受體（參見圖 2），主要包括住宅、學校、教育機

構、辦公室，以及任何因應用者逗留時間和受影響人數，而對空氣污染敏感的處所或地方。 

7.3 是次評估亦根據第 6.1 節所陳述的不同發展主題建議的土地用途，識別出在三個填海地點內具

代表性的空氣敏感受體。基於填海地點的規劃將恪守《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前提下，評估

假定了對空氣質素敏感的土地用途和主要幹路之間有最少 20 米緩衝距離，因此並未於三個填

海地點距離主要幹路 20 米的範圍內設定任何空氣敏感受體。 

7.4 本研究評估了施工階段時建築工程可能引起的塵埃影響。到營運階段，主要空氣污染物則為二

氧化氮、二氧化硫、可吸入懸浮粒子及微細懸浮粒子。研究不但估算了現有和擬建地面道路網

絡的車輛廢氣排放、隧道出口和通風大樓的排放，以及研究範圍內其他污染源的排放所致的累

計空氣污染物濃度，並且對填海地點的累計氣味影響亦有作出評估。 

施工階段 

評估結果及緩解方案 

7.5 傾倒填料、土地平整和建造地面道路及建築物是填海項目的主要施工活動，其潛在空氣質素影

響主要來自陸上的挖掘、物料處理、清除棄土的工序和風化引起的建築塵埃，而海上的填海作

業則並非揚塵的主要來源。 

7.6 本研究預設合理的施工區域大小作評估。只要妥善施工及實施緩解方案，例如採納《空氣污染

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減少塵埃措施，嚴格於施工範圍及外露泥土表面灑水，

以及遵行良好的工地管理守則，預計施工階段中，工程不會對空氣敏感受體帶來不良的塵埃影

響。 

營運階段 

可能引起最壞情景的土地用途方案 

7.7 由於本研究在土地用途的假設中已將擬定的工業用地限於僅作無廢氣排放或無燃燒工序的工

業用途，因此，車輛的廢氣排放是填海地點內的主要空氣污染物排放源。營運階段的評估選取

了預料會產生最高車輛排放負荷（以氮氧化物代表）的土地用途主題（見第 6.1 節）為可能出

現的最壞情景，並以此為基礎進行空氣質素影響評估。根據此評估方法，龍鼓灘研究範圍的評

估採納了發展主題乙，而在大嶼山研究範圍內，小蠔灣及欣澳填海地點採納的則分別為發展主

題乙和發展主題甲。 

空氣污染物影響－評估結果及緩解方案 

龍鼓灘研究範圍 

7.8 在龍鼓灘研究範圍內，除了龍鼓灘路旁鄰近北朗的現有村落外，評估預期所有現有的空氣敏感

受體將不會受到不良空氣質素的影響。因龍鼓灘填海發展而增加的車輛廢氣排放，預計仍會令

北朗的二氧化氮年均濃度出現超標情況。另外，在龍鼓灘填海範圍內的南面一隅，預計可吸入

懸浮粒子濃度及微細懸浮粒子濃度均出現超標情況，而此等情況主要是由青山發電廠的排放引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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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填海發展會令龍鼓灘路超出其道路交通容量，因而需要擴闊相關路段來配合。屆時龍鼓灘路走

線可考慮重新規劃使之遠離現有村落，以緩解空氣質素的影響。此外，龍鼓灘填海地點的南部

應避免用作對空氣質素敏感的土地用途。 

大嶼山研究範圍 

7.10 在大嶼山研究範圍內，預期所有現有的空氣敏感受體都不會受到不良空氣質素的影響。然而，

在小蠔灣填海範圍東面邊界近北大嶼山公路旁一帶，由於受到北大嶼山公路車輛廢氣排放影響，

預計該處的二氧化氮年均濃度超標。因此，評估建議北大嶼山公路旁的填海範圍應避免用作對

空氣質素敏感的土地用途。 

氣味影響－評估結果及緩解方案 

7.11 評估預期龍鼓灘填海地點內不會受到不良的氣味影響。然而，在大嶼山研究範圍的小蠔灣填海

地點內的不同高度位置，預期均會受到氣味的影響。究其原因，就是鄰近產生氣味的設施，包

括小蠔灣污水處理廠、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標高 40 米以下的氣味影響

主要來自小蠔灣污水處理廠和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而標高 40 米以上的氣味影響則主要源自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7.12 為減低對小蠔灣填海地點可能造成的氣味問題，評估建議加強鄰近氣味排放源（即小蠔灣污水

處理廠、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氣味控制措施，例如密封污水或廢物處

理設施，以及設置或提升除臭裝置，同時亦應適當規劃小蠔灣填海地點的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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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質影響評估 

水質敏感受體 

8.1 研究範圍內現有、已定及已規劃的水質敏感受體（參見圖 3），主要包括冷卻水進水口、沖廁

水進水口、泳灘、避風塘、河口及生態資源，包括海岸公園、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魚類養殖

區、魚類產卵場、人工魚礁、珊瑚群落、馬蹄蟹棲息地、紅樹林及海草生境。 

施工階段 

水質模型所模擬的情景、假設及已考慮的緩解方案 

8.2 施工階段主要的水質污染源包括因海上工程所釋放的微細顆粒及污染物。 

8.3 為減低對水質的影響，我們建議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均採用免挖方法進行填海。排除挖泥的影

響後，水底填土工程（採用砂質填料或公眾填料）會是影響水質最關鍵的施工活動。水質模型

中的情景假設工程會採用各種建造設計措施，如設置雙層淤泥屏障、限制填料含少於 25％的

微細顆粒、重置現有的海底污水排水口時使用封閉式抓斗挖泥船等等。 

8.4 本研究利用沉積物股流模型分別評估了三個施工階段的情景，即情景甲、乙和丙。情景甲和乙

均假設了以下項目的海上工程同時進行，包括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

填海、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填海、沙洲以東污泥卸置，以及重置小蠔灣污水處理廠海底排放口

和新界西北海底排放口的挖泥工程（工程項目詳情參見附錄乙）。 

8.5 情景甲依照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的環境許可證批准的最高污泥卸置率，假設設施每天總共處

理26,700立方米污泥。情景乙則根據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以往的卸置記錄及預計卸置需求，

假設一個更實際和更合理的較低處理量，即每天處理 5,850 立方米污泥，相關的沉積物流失率

的假設亦較情景甲的為低。至於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及其相應的沉積物流失率，情景甲和

情景乙所作的假設是相同的。為了作保守的評估，情景甲和情景乙都假設了香港國際機場第三

條跑道的地基處理及水底填土工程會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項目的施工階段同時以最高速率

進行。 

8.6 情景丙則考慮了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海上工程、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填海及沙洲以東污泥卸

置（採取更合理的較低處理量，即每天 5,850 立方米），但不包括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填

海。根據評估時獲得的最新項目資料，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主要海上工程將於三個具潛

力填海地點施工之前完成（即二零一九年）。因此在施工階段，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預期

不會與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構成累計水質影響。 

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填海、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填海及沙洲以東污

泥卸置同時施工的累計影響（情景甲及情景乙） 

8.7 在情景乙採納了更實際和更合理的處理量後，原本在情景甲之下有水質超標情況的生態及漁業

資源，除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及大小磨刀的珊瑚群落外，均能在情景乙之下達標。在情景乙之下，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的懸浮固體濃度的上升幅度預計會稍微高於水質指標；而在大小磨刀的珊瑚

群落，沉降率預計會短暫超出每天的最高上限。 

8.8 多個沖廁水進水口現有背景的懸浮固體濃度已超出水務署的相關指標，情景甲和情景乙預計同

時進行的海上工程會令懸浮固體濃度進一步上升，但上升幅度極少或微不足道；若於沖廁水進

水口設置隔泥網，懸浮固體濃度將可完全達標。因此，將來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可考慮這個保

護進水口的可行緩解方案。同樣地，根據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所建議，

為機場北面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冷卻水進水口設置雙層淤泥屏障及隔泥網，可將情景甲和

情景乙之下懸浮固體濃度的累計上升幅度降至可接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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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填海及沙洲以東污泥卸置同時施工的累計影響（情

景丙） 

8.9 情景丙假設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海上工程於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施工之前完成。在上述

假設下，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及珊瑚群落的懸浮固體濃度的上升幅度及沉降率預計都符合

水質指標。此外，於沖廁水進水口及機場北的冷卻水進水口設置雙層淤泥屏障及隔泥網後，所

有水質敏感受體的懸浮固體濃度的上升幅度及沉降率都能符合水質指標。 

進一步的策略性緩解方案 

8.10 除了本研究假設的環保建造方法外，未來的研究可考慮進一步的額外緩解措施方案，盡量減低

對水質的影響，例如分階段進行填海工程以及採用土工織物袋堆築海堤等等。另外，要遵循《專

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94－建築工地的排水渠》中載列的指引，實施良好的

工地措施以減少地表徑流和表土沖刷。 

營運階段 

水動力及水質模型情景 

8.11 評估以水動力及水質模型模擬各個現有、已定及已規劃的工程項目對水質的永久改變，已考慮

的項目包括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港珠澳大

橋香港相關工程項目包括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及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青衣西南的十號貨櫃碼

頭發展計劃 /青衣西南具潛力的填海地點、第一階段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大小磨刀以南污泥卸

置設施，以及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工程項目詳情參見附錄乙）。參照評估時獲得的最新人

口增長預測，營運階段的水質影響評估保守地採用了二零三六年為營運階段評估年份作人口假

設和背景負荷估計。評估亦選取了會產生最高污水量的土地用途主題來估計對海洋環境的可能

最大影響。根據以上原則，欣澳及小蠔灣填海地點的水質影響基於發展主題甲作評估，而龍鼓

灘填海地點的水質影響則基於發展主題乙作評估。另外，研究又從有關當局得悉，三個具潛力

填海地點附近現有的污水處理廠容量不足以處理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所產生的污水（以下簡稱

項目污水），因此，評估假設以新建的污水處理廠來處理項目污水，並且用水質模型分別測試

了二級及三級污水處理設施對減少水質影響的功效。在下一階段的研究中，包括規劃及工程研

究、污水收集系統影響評估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將根據當時更具體的發展參數，就污水處

理/排放方案進行檢討和研究。 

8.12 三個水動力及水質模型的模擬情景如下： 

 情景一：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基線情景（有以上提及的工程項目但不包括三個具潛

力填海項目） 

 情景二：營運情景（有以上提及的工程項目並包括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 新建污水處

理廠將項目污水作二級處理並再作消毒 

 情景三：營運情景（有以上提及的工程項目並包括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 新建污水處

理廠將項目污水作三級處理並再作除氮 

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的累計影響 

8.13 營運情景二和情景三均採用了相同的海岸線，因此，兩個情景對水動力狀況有着相同的影響。

模型預測在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完成後（即情景二和情景三），西部水域之內的各水道，包括

龍鼓水道、馬灣海峽、維多利亞港、東博寮海峽、西博寮海峽、機場水道及藍巴勒海峽的水流

改變將會極少，預計不會對西部水域的整體水流模式有顯著的影響。 

8.14 評估發現，在營運階段不論是有或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情景下（即全部三個情景），西

北部水質管制區、西北部附水質管制區、西部緩衝區水質管制區、后海灣水質管制區（外海分

區）內的水質敏感受體及環境保護署水質監測站，其溶解氧量及非離子氨氮含量水平都能完全

符合相關水質指標，而此兩項參數為斷定水質是否適合海洋生物存活的重要條件。西部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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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接觸康樂活動分區內、馬灣魚類養殖區及泳灘的大腸桿菌含量均達標，鹽度變化亦能符合

相關的水質指標。受源自珠江的排放影響，總無機氮的背景含量較高，不論在有或沒有三個具

潛力填海地點的情景下，上述水質管制區內的總無機氮含量都未能符合水質指標。雖然在情景

二和情景三之下，項目污水會作不同程度的處理，但結果顯示總無機氮含量也十分相近。 

8.15 情景一（即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情景）的評估顯示，西北部水質管制區、西北部附水質

管制區、西部緩衝區水質管制區及后海灣水質管制區（外海分區）內的各水質敏感受體，預計

其總無機氮含量都偏高。總無機氮持續維持高含量主要受源自珠江的排放影響。情景二和情景

三（即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情景）的評估預測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只會令總無機氮含量較

基線稍微上升，而變化幅度在自然波幅之內。一般而言，氮是支持植物生長的基本營養，海水

若含有大量此等營養物（或水體富營養化），可能會令藻類生長過盛（在某些情況下是有害的

藻華和紅潮）。然而，儘管西部水域的總無機氮含量經常偏高，但在上述水質管制區錄得的紅

潮發生頻率卻偏低，可見總無機氮並不是西部水域引發紅潮的關鍵因素。因此，高總無機氮含

量並不會對海洋生物帶來直接有害的影響。 

8.16 馬灣魚類養殖區內水深平均溶解氧量的基線已經超標（低於水質指標）。評估預計三個具潛力

填海地點只會令溶解氧量較基線輕微降低。不論在有或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情景下，評

估預計馬灣魚類養殖區的溶解氧量只會在一年中三個雨季月份低於水質指標（六月至八月），

其餘大部分時間均達標（高於水質指標）。即使在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情景下，評估預

計未來東涌東沖廁水進水口的懸浮固體濃度都會超出水務署的指標，預測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

只會令東涌東沖廁水進水口的懸浮固體濃度較基線稍微上升。基於以上結果，評估預期三個具

潛力填海地點的營運階段不會對水質帶來不良的影響。 

策略性緩解方案 

8.17 考慮到后海灣水質管制區的水體對污染的同化能力偏低、香港及深圳兩地的排放已令后海灣的

背景污染負荷偏重，而研究範圍內的總無機氮含量亦經常超標，評估建議除上述提及的緩解方

案外，應盡可能減低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額外污染物排放（尤其是從位於最接近敏感的后海

灣水質管制區的龍鼓灘填海地點），以減少水體富營養化及其對水生生態系統的相關影響，以

及其他對水體的不良影響。具潛力填海項目將來的工程項目倡議人須採取各種可行的緩解措施，

以減低排放到研究範圍水體的污染物，盡量減少引起水質影響的機會，並須遵從「不會引致后

海灣的污染物有淨增加」的原則。 

8.18 本研究的水質模型的模擬結果，建基於新建污水處理設施會將項目污水作二級或以上的處理的

假設。除污水處理方案外，下一階段的研究應根據當時更具體的發展參數，繼續探討及研究其

他額外可行的緩解措施。例如可將廢水重用作其他用途（如沖廁）以減少排放污染物到海中；

或探討將其他地區的污水送往新建而處理級別又較高的污水處理廠處理，從而協助減少該等地

區原本產生的污染；甚或進行綠色基建及實施最佳雨水管理以減少排放雨水以及當中的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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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態影響評估 

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影響 

9.1 本研究考慮了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對研究範圍內（參見圖 4）的生態資源和具生態保育價值的

地點可能造成的影響。本評估參照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和其他相關研究中的資料而進行，

並且加上實地考察的結果以補文獻資料的不足。土木工程拓展署所作的另一項研究，在二零一

三年八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期間於三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進行了中華白海豚監察調查，而

本研究對中華白海豚的評估亦考慮了此項調查的結果。 

中華白海豚 

9.2 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是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首要關注問題。土木工程拓展署透過另一項研究，

在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期間於龍鼓灘、小蠔灣和欣澳的淺水區域進行定點的中華

白海豚監察調查，目的是調查中華白海豚在近岸水域的情況，以進一步了解牠們在三個具潛力

填海地點的淺水區域的出沒情況和習性。該調查於龍鼓灘和小蠔灣以陸上經緯儀追蹤海豚活動，

並於龍鼓灘、小蠔灣和欣澳進行水底聲學監測。本研究根據該調查所得的結果，識別及評估了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在施工及營運期間可能對中華白海豚所造成的各項影響。評估結果如下： 

 龍鼓灘具潛力填海地點：中華白海豚會使用離岸約 700 米或以外的水域，作為重要的覓食

和游弋的生境（參見圖 5）。調查顯示龍鼓灘的填海項目將不會引致中華白海豚生境的直

接損失。龍鼓灘填海的主要影響在於施工階段對中華白海豚的干擾。 

 小蠔灣具潛力填海地點：於小蠔灣近岸水域追蹤到中華白海豚的數目整體比龍鼓灘的多，

意味著中華白海豚會較密集的使用小蠔灣水域。牠們經常出沒於小蠔灣填海範圍內相對較

深的一個窄長的位置內，而錄得中華白海豚出沒的地點與岸邊最近只有約 160 米（參見圖

5）。根據上述發現，小蠔灣似乎是一個中華白海豚的重要生境。小蠔灣填海發展所造成

的主要影響包括在施工/營運階段所造成的生境及承載能力損失、施工階段的干擾、高速船

的干擾及與中華白海豚可能因與高速船踫撞而受傷（若為小蠔灣填海地點提供新的高速渡

輪服務），以及可能對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造成的間接影響。 

 欣澳具潛力填海地點：中華白海豚不會使用或僅偶爾使用欣澳水域。無論如何，此水域位

處中華白海豚現時在香港水域出沒範圍的東面邊陲，因此它很大機會並不是中華白海豚的

出沒熱點。欣澳填海發展並不會對中華白海豚造成中或高等程度的影響。根據文獻記載，

大嶼山東北部只有疏落的中華白海豚出沒紀錄，而現在此水域也甚少錄得其蹤跡。 

其他生態資源 

9.3 除了中華白海豚外，生態評估預期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會對研究範圍內的陸上生境造成損失

和分割。然而，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現有海堤的潮間帶生境會因填海工程而有所損失，預計將

會對一些常見珊瑚物種的群落和小白鷺可能造成影響。因填海項目而損失的海床生境也有可能

對路經該處的成年馬蹄蟹造成影響。 

9.4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預計不會對以下具生態保育價值的地點造成顯著影響，包括：小冷水具特

殊科學價值地點、龍鼓洲，白洲及沙洲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內的人工

魚礁、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或大蠔河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然而，項目預期對擬建的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中華白海豚的重要生境）及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蝴蝶的重要生

境）可能造成影響。  

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的累計影響 

9.5 除了三個填海項目所造成的主要影響之外，本研究亦考慮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所造成的影

響以評估可能造成的累計影響。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2232014/html/ES_Rev%20C%20(chi).htm#_Toc389565751
http://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2232014/html/ES_Rev%20C%20(chi).htm#_Toc38956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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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 

9.6 針對中華白海豚，評估識別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 

 生境損失：評估所考慮的項目將會導致總共 1,500 公頃的中華白海豚生境永久損失。  

 生境分割：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是唯一會造成顯著生境分割的項目。現有機場島以北

的水域，連接東面的大小磨刀和西面的西大嶼山/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的核心生境是中華

白海豚較常使用的走廊，興建新跑道後將會失去該處部份水域。由於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

位處現有海灣內，因此評估預計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會造成生境分割的影響。 

 承載能力：就中華白海豚生境的大小及質素而言，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境評估報

告及本研究就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評估，均預計會造成中等程度的影響。香港國際機場

第三條跑道的環境評估報告指出，雖然第三條跑道項目中受影響的生境的面積相對較小，

但其損失對香港整體的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的承載能力的影響仍是未知之數，為謹慎起見，

該等影響被視為中等程度。鑑於已知小蠔灣填海地點及鄰近水域對中華白海豚的重要性，

評估預計於小蠔灣填海會對承載能力造成中等程度影響。  

 與高速船相撞而受傷或受到干擾：由於第三條跑道會擴大機場島，與海天碼頭和香港西部

水域其他碼頭相關的高速渡輪將被局限於一條狹窄的航道內航行，第三條跑道的環境評估

報告因而將中華白海豚與高速船碰撞而受傷或受其干擾評為顯著的影響。若三個具潛力填

海地點設立新的高速渡輪服務，尤其是小蠔灣，亦將可能對中華白海豚造成顯著的影響。 

除此之外，第三條跑道項目及龍鼓灘填海項目之間或會產生相互影響。第三條跑道其中一

項緩解措施，是限制從海天碼頭出發的高速渡輪的航線和速度，有可能將一些航線改道向

北經龍鼓水道航行。視乎實際的海堤設計和填海布局及範圍，龍鼓灘填海項目有機會縮窄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和龍鼓灘之間的生境。漸趨頻繁的海上交通及縮窄了的生境或會增

加中華白海豚與高速渡輪碰撞的可能性。 

 施工干擾：大部分相關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都將施工階段對中華白海豚造成的干擾評為輕

微至中等程度或中等程度的影響，而透過良好的施工方法可減輕相關的影響。然而，洪家

耀（2014）的報告指出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期間，大嶼山東北面的海豚目擊率明顯下

降，而當時正值香港口岸、香港接線及港珠澳大橋填海工程展開的時間。有關觀察揭示了

評估應更謹慎審視填海工程可能造成的影響。 

 對海岸公園的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和小蠔灣填海項目對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

園可能造成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境評估報告指出，興建香港國際機場第三

條跑道時會對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造成間接的干擾影響，在營運階段時，高速渡輪的

運作、生境分割和水動力的變化亦會對海岸公園造成間接影響。若再加上小蠔灣填海項目，

尤其是若兩者同時在海岸公園附近進行施工活動，或會導致累計影響，大幅降低擬建的大

小磨刀海岸公園對中華白海豚的價值。本研究認為應審視工程施工次序，避免在海岸公園

附近同時進行具高度干擾性的活動，以盡量減輕上述影響。 

其他生態資源 

9.7 至於其他生態資源，評估顯示在大蠔灣發現的珊瑚群落和馬蹄蟹較易受到水質的影響，而三個

具潛力填海項目引致的人工海堤和岩岸損失將可能對鳥類造成影響。 

策略性緩解及改善方案 

避免 

9.8 本研究認為應檢討及縮減填海的範圍，特別是小蠔灣填海項目，應將填海範圍限制在較淺水區

域（即海圖基準深度 5 米以下），以避免對中華白海豚的生境造成直接影響。小蠔灣填海地點

亦須考慮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範圍，避免對其造成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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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針對施工活動，應避免採用水下撞擊式打樁和爆破等方法，以減少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為龍

鼓灘和小蠔灣填海項目制定工作時間表時亦應確保不會在中華白海豚的重點繁殖季節（五月至

六月）進行嘈吵的施工活動。 

舒減 

9.10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應採用所有可減少因挖掘淤泥、填土、施工階段的海上交通的影響，以及

減低水底噪音的施工方法和工序。可以減低水質影響的施工方法及細節已闡述於上文第 8 節。

此外，填海項目亦應考慮其他任何水質緩解方案，全面解決對海洋生態可能造成的累計影響。 

9.11 應設立和監測海豚禁區，減少施工活動可能對中華白海豚造成的影響。 

9.12 應在中華白海豚可能出沒的水域限制施工船隻的速度，減少水底噪音干擾和牠們與船隻碰撞的

風險。 

9.13 應控制或限制工程船隻的使用（如通過設立臨時填土區和利用管道運輸填料至填海區、使用陸

上施工車輛以代替船隻等），減少水底噪音的干擾及減低中華白海豚受船隻撞擊而受傷的風

險。 

9.14 由於高速船已被視為中華白海豚的威脅，應避免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設立新的高速渡輪航線，

減少對中華白海豚的直接和間接影響。 

9.15 應進行珊瑚遷移，以減少因直接損失珊瑚群落而造成的累計影響；透過詳細的珊瑚遷移計劃便

可避免對珊瑚群落造成干擾。 

9.16 應透過合適的海堤設計減少海床被覆蓋的範圍，以減少對馬蹄蟹的影響，並透過環保的施工方

法和良好的工地措施減少對水質的影響。 

9.17 應控制夜間照明，採用有消音措施的建築機械和採用良好的工地措施，以減少施工和運營階段

對陸地生境，特別是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和相關的野生生物(包括蝴蝶)，所造成的間

接影響。 

補償 

9.18 為緩解因工程項目而造成的中華白海豚生境損失，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及港珠澳大橋香港相

關工程項目將設立兩個新的海岸公園。透過實施上述建議的避免和舒減方案，特別是縮小小蠔

灣填海範圍，評估預期能解決大部分對中華白海豚的影響。港珠澳大橋香港相關工程項目的擬

建大小磨刀海岸公園亦可能會擴大至能覆蓋位於小蠔灣填海範圍內的中華白海豚生境。因此，

現階段評估未見有需要就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建議補償方案。然而，有關方案可在往後的法定

環境影響評估中按需要再作考慮。 

改善方案 

9.19 除了建議的緩解方案外，評估亦建議實施生態改善方案，包括能有利生態的海堤設計： 

 增加海堤形態的多樣性：改變海堤的形狀（如降低斜度和增加曲線）可為潮間帶物種提供

更多微生境。 

 提高材料的異質性：可利用大小不一的石塊建造海堤，為潮間帶物種提供更多微生境。 

 使用植被：沿海堤栽種植被（如海濱植物）可以增加生境多樣性。 

 離岸礁石：在海堤底部位置提供離岸的小型礁石，可以為魚類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生境。

這些礁石亦可防止波浪侵蝕海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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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加上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將會造成潮間帶生境（人工海岸和天然岩岸）

和海床的損失。透過環保設計的海堤，為固著生物提供更多可依附生長的空間和提高海堤的多

樣性和異質性，可以提高其他物種（如幼魚和蝦）的生境質素，從而重塑及改善這些生境。 

9.21 上述方案也能有助中華白海豚數量增長，特別是增加海堤潮間帶微生境的多樣性和設置離岸礁

石，能促進當區的海洋環境，為包括是中華白海豚的食物的魚類，提供更好的生境，從而為中

華白海豚建立更好的覓食地方。 

9.22 評估審視了一般可促進香港中華白海豚保育的措施，包括減少海上交通、改善水質、聲學模型

和監測、設計上增加海堤的生態價值和加強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合作。在掌握更詳細的發展內容

之後，往後的研究和評估應探討和研究以上的改善方案和其他緩解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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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漁業影響評估 

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影響 

10.1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會對在漁業影響評估研究範圍內的重要產卵和哺育場、水產養殖場或人

工魚礁造成直接損失（參見圖 6）。 

10.2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會造成大約 480 公頃低至中等漁業產量捕魚區的直接損失，但相較全港

漁業產量，估計損失的漁業產量並不顯著。另外，只有少量至中等數量的漁船在三個具潛力填

海地點出沒及作業。雖然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會造成高漁業產量捕魚區的損失，但考慮到因

填海而永久損失的捕魚區總面積，所以本研究認為填海項目所造成的影響是輕微至中等程度的

影響。 

10.3 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周邊的捕魚活動和作業可能會因工程所增加的海上交通，以及蠆船及工

作船的海上活動而受到限制或干擾，然而，這些限制或干擾的影響只屬暫時性及只限於在施工

階段發生。只有少量至中等數量的漁船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出沒及作業，而大多數在這區域

作業的漁船是小型漁船（不超過 15 米），作業上較有彈性及較不受海上交通增加的干擾。因

此，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對捕魚活動可能造成的干擾屬輕微的影響。 

10.4 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進行填海工程時，加上其他同時進行的海上工程所引致的水質變化，會

對漁業資源造成輕微的間接影響。施工階段的水質模型顯示，在實施第 8.3 節提及的建造方法

後，在填海地點附近出現的懸浮固體濃度上升的混合區，將會縮細和局限於小範圍內，而所有

的重要漁業資源，包括馬灣魚類養殖區、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內的人工魚礁、北大嶼山具商

業價值魚種的重要產卵場及蠔隻養殖區，其懸浮固體濃度的上升幅度均符合水質標準。水質模

型顯示水動力狀況在填海完成後也只有輕微的變化，因此，預計水質不會有重大的改變。 

10.5 雖然馬灣魚類養殖區在營運階段的溶解氧量預計偏低，但在採納水質的緩解方案情況下，預計

溶解氧量跟基線情況比較，差距輕微亦在自然波幅內。不論在有或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

情景下，馬灣魚類養殖區的溶解氧量都只會在一年中三個雨季月份（六月至八月）低於水質指

標，其餘大部分時間均達標並高於水質指標。因此，預期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加上其他同時進

行的工程項目將不會對魚類養殖區造成損失。此外，在營運階段時，預計西部水域的總無機氮

含量將會偏高。然而，在配合水質的緩解方案情況下，因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加上其他同時進

行的工程項目所引起的總無機氮含量上升，預計跟基線情況比較，差距輕微亦屬自然波幅內。

評估預期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大可能與西部水域所發生的紅潮有顯著關連。 

其他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的累計影響 

10.6 評估考慮了西部水域現有、已定及已規劃，並有機會造成累計漁業影響的工程項目。因填海而

永久損失捕魚區將會是西部水域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對漁業所造成的最主要影響。雖然沒有高

漁業產量的捕魚區因而損失，但研究評估約 1600 公頃的累計捕魚區損失屬中等程度的影響。

鑑於因水質改變而造成的間接影響輕微，而在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周邊水域作業的小型漁船作

業上較有彈性，評估項目對水質及捕魚活動干擾所造成的累計影響僅屬輕微的影響。 

策略性緩解及改善方案 

避免 

10.7 根據第8節的生態影響評估，小蠔灣填海的範圍將會縮小，以避免直接影響中華白海豚的生境，

捕魚區的直接損失亦會因此而減少。 



 
 
土木工程拓展署  

合約編號 CE 14/2013 (CE) 

香港西部水域三個具潛力的近岸填海地點的累計性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勘測研究 

（行政摘要） 

 

 14 2015 年 6 月 

舒減 

10.8 三個填海項目應採用可減少因挖掘淤泥、填土及施工階段的海上交通而造成影響的施工方法及

工序（例如使用免挖方法）、水質控制方案和良好的工地措施（例如使用雙重淤泥屏障）。亦

應考慮其餘所有在第 8 節提及的水質緩解方案，從而全面解決對漁業可能造成的的累計影響。 

補償 

10.9 為緩解因工程項目而造成中華白海豚的生境損失，香港國際機場第三跑道及港珠澳大橋香港相

關工程項目將設立兩個新的海岸公園。如第 8 節所述，小蠔灣填海的範圍將會縮小以避免直接

影響中華白海豚的生境，港珠澳大橋香港相關工程項目的擬建大小磨刀海岸公園亦可能會擴大

至能覆蓋位於小蠔灣填海範圍內的中華白海豚生境。評估估計，實施海岸公園建議的相關漁業

管理和改善方案有助增加香港西部水域整體的漁業資源。 

改善方案 

10.10 除了緩解方案以外，評估亦建議實施漁業改善方案，以進一步改善北大嶼山水域的漁業資源和

支援捕魚作業。 

 有利生態的海堤設計：建議在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設立有利生態的海堤，詳情已於第 9.19

節提及。 

 投放人工魚礁：人工魚礁能為軟海床提供複雜而具堅硬表面的生境，從而有效地吸引及供

給更大更多的魚類族群，因此常被用作改善海洋生境的措施。人工魚礁或可提供躲避處，

促進魚苗及幼魚的成長，最終改善區內的漁業資源。人工魚礁的堅硬表面提供了各種微生

境，從而提高了海洋生境的複雜性，並提供讓海洋生物在人工魚礁內發展的機會。 

 魚類放養：魚類放養計劃被廣泛採用作為恢復、改善和保育魚類族群的方法，以提高魚群

的數量或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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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整體策略性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及建議的緩解方案 

11.1 本研究對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及漁業，考慮了一系列的假設並按保守的情景進行評估及建議

了策略性緩解方案，供相關部門或單位於將來若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落實時跟進。根據假設、

對策略性緩解方案的理解，及評估時可以取得的最佳資料，累計環境影響評估並未有就上述四

個環境範疇發現重大問題，足以令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能推進至下一階段作進一步考慮和研

究。 

11.2 下一階段的研究包括規劃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將確定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環

境可接受程度，並妥善跟進本研究所提出的建議。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將來的工程項目倡議人

（包括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和規劃及工程研究等的倡議人）應檢視及重新評估策略性緩解方案

的適合性、可行性和實用性，並在下一階段與相關部門商討以實施該等緩解方案。以下總括了

四個環境範疇的主要問題及策略性緩解方案的建議： 

空氣質素 

11.3 在施工階段時只要妥善規劃施工工序和實施緩解措施，三個填海項目預期不會引致不良的塵埃

影響。就龍鼓灘填海項目，位於龍鼓灘路旁的現有住宅區或會在營運階段時受到龍鼓灘路所增

加的車輛廢氣排放所影響。評估建議若進行填海發展，將來的龍鼓灘路走線須遠離現有的村落，

以緩解填海發展對該處所引起的空氣質素影響。由於接近發電廠及其他工業設施，將來龍鼓灘

填海範圍內的南面一隅應避免用作對空氣質素敏感的土地用途。小蠔灣填海範圍東面界線近北

大嶼山公路旁一帶或會受到車輛廢氣排放影響，因此應審慎考慮該地區的發展密度和土地用途，

避免用作對空氣質素敏感的土地用途。另外，小蠔灣填海範圍東部或會受到現有污水及廢物處

理設施的氣味滋擾，因此須於氣味源頭實施氣味控制措施。 

水質 

11.4 在適當地規劃填海的海上工程的施工時間及實施環保的施工方法下，預期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

不會在施工階段引致不良的水質影響。在營運階段時，預計填海項目對水動力的影響不會對西

部水域的整體水流模式產生顯著的改變。水質方面，不論在有或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情

景下，預計於水質敏感受體的總無機氮及懸浮固體濃度會偏高，這是由於現有基線已經偏高所

致。而馬灣魚類養殖區的溶解氧量，預計會在一年中三個月份內低於水質指標。評估預計三個

具潛力填海項目只會令這些水質參數水平有輕微的變化。為緩解可能造成的水質影響，本研究

建議項目須探討及研究提供備有適當污水處理級別的新建污水處理設施、重用廢水、減低其他

水質污染的源頭、進行綠色基建、實施最佳雨水管理，以及其他合適的緩解措施。 

生態 

11.5 對中華白海豚造成的影響是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的首要關注問題。評估建議的策略性緩解方案

包括檢視及縮減填海的範圍，特別是小蠔灣填海地點，以避免對中華白海豚生境造成直接影響。

小蠔灣填海項目也應避免對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的範圍造成直接影響。為減少對中華白海

豚的干擾，本研究亦建議限制施工船隻的速度及使用，並設立海豚禁區。評估預期三個具潛力

填海項目不會對大多數的具生態保育價值的地點造成顯著影響，但對擬建的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龍鼓灘谷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大蠔灣、珊瑚群落和馬蹄蟹則可能造成影響。評估建議實施珊

瑚遷移、有利生態的水質緩解方案、控制夜間照明、採用有消音措施的建築機械和採用良好工

地措施，以盡量減少可能對生態造成的影響。 

漁業 

11.6 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會對重要產卵和哺育場、水產養殖區或人工魚礁的造成直接損失。填海

項目只會對低至中漁業產量的捕魚區造成永久損失。不論在有或沒有三個具潛力填海地點的情

景下，評估預計馬灣魚類養殖區的溶解氧量偏低，但跟基線情況的差距屬輕微，而且只會在一

年中三個月份出現。因此，預計馬灣魚類養殖區不會受到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及其他同時進行

的工程項目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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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總結及未來方向 

12.1 本研究針對四個環境範疇，包括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包括中華白海豚）及漁業，根據評估

時可以取得的最佳資料，在策略性層面上，評估了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及西部水域其他同時進

行的工程項目所構成的累計影響。若配合適當的緩解方案，以上四個環境範疇的評估並未有發

現重大問題，足以令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不能推進至下一階段作進一步考慮和研究，包括規劃

及工程研究和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 

12.2 值得強調的是，就以上四個環境範疇的評估是根據評估時可以取得的最佳資料及一些保守情景

下的假設。評估內的假設、潛在的環境問題及建議的緩解方案，將於下一階段的詳細研究及評

估中再作跟進及調查。三個具潛力填海項目將來的工程項目倡議人須在下一階段的研究，根據

當時所獲得更具體的發展資料，檢討所有評估假設與及潛在的環境問題，並探討和研究其他可

行的緩解方案，以避免及減少潛在的累計環境影響。下一階段的研究亦應與相關部門及單位商

討所需的緩解措施，並取得協議，以在詳細研究與評估中確定相關的建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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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 

於西部水域同時進行的主要工程項目的指示性施工時間表 
 
  



附錄甲－於西部水域同時進行的主要工程項目的指示性施工時間表

編號 工程項目 2013 2014 2016 2017 2018 2020 2021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31
1 龍鼓灘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2 小蠔灣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3 欣澳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4 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

5 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

6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7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8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9 大小磨刀以南污泥卸置設施

10 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

11 第一階段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12 青衣西南的十號貨櫃碼頭發展計劃

/青衣西南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13 屯門的污泥處理設施

14 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15 屯門40區及46區發展計劃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16 港鐵小濠灣車廠上蓋擬建住宅發展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17 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
18 屯門曾咀煤灰湖（中湖）西面部分的解除運作工程

19 屯門曾咀擬建骨灰龕設施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20 小蠔灣擬建骨灰龕設施 於累計性評估進行時未能提供施工計劃

21 屯門38區工業邨發展計劃

22 屯門第38區填料庫擴展及延長運作期

施工階段
營運階段
堆填區擴展包括部分施工及部分營運（階段五至六施工的同時，階段一至四已在營運）

2029 20302019

主要為陸上工程

2022

海上填海工程

海上填海工程 陸上基礎建設工程

2023

海上填海工程 陸上基礎建設工程

陸上基礎建設工程

2015

主要的海上工程（包括
海堤建築及填土）將於
2019 年前完工



 

 

 

 
 
 
 
 
 
 
 
 
 
 
 
 
 
 
 
 

附錄乙 

同時進行並已納入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內考慮
的工程項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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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同時進行並已納入空氣質素、水質、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內考慮的工程項目列表

施工階段

編號 工程項目 施工計劃 空氣質素 水質 生態 漁業

1. 龍鼓灘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一九年底至二零

三零年中
ü ü ü ü

2. 小蠔灣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一九年底至二零

三零年中
ü ü ü ü

3. 欣澳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一九年初至二零

二九年中
ü ü ü ü

4. 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

四年
ü ü ü ü

5.

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
二零一五年中至二零

二三年中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香

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４公里，亦沒有交疊主要

易生塵埃的建築活動，因此預計不

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ü ü ü

6.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施工中；將於二零一

六年完工（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將於二零

一八年完工）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施工階段的沉積物股流模型已包括了新的海岸線）7.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8.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9.

大小磨刀以南污泥卸置設施

正用作污泥卸置，將

於二零一五年停止運

作，並於二零一六年

覆蓋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將於二零一五或一六年停止使用

10.

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

目前停止運作；將於

二零一六年重新啟用

作污泥卸置，並於二

零二三年停止運作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運

作涉及含水量高的污泥處置，因此

預計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ü－沉積物股流模型已包括了污泥卸置產生的沉積物流失（施工階段的生態及漁業影響評

估均參考沉積物股流模型的結果）

11.

第一階段綜合廢

物管理設施

曾咀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曾

咀距離本項目邊界超過２公里；而

且根據第一階段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工程沒有

顯著產生塵埃的活動。

X－曾咀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並沒有海上工程，因此預計不會產生顯著的水質、生態及漁業

累計影響。

石鼓洲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石

鼓洲距離本項目邊界超過 10 公里；

而且根據第一階段綜合廢物管理設

施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工程沒

有顯著產生塵埃的活動。

X－石鼓洲廢物管理設施海上工程的影響範圍將會局限於南部水體石鼓洲附近（如第一階

段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中的數學模型結果所顯示），因此預計不會產

生顯著的水質、生態及漁業累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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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程項目 施工計劃 空氣質素 水質 生態 漁業

12.
青衣西南的十號貨櫃碼頭發展

計劃 /青衣西南具潛力的填海

地點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行計劃及

資料；十號貨櫃碼頭工程距離本項

目邊界超過３公里，因此預計不會

產生顯著的累計塵埃影響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行計劃及資料

13. 屯門的污泥處理設施 二零一三年完工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

14. 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

七年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

15. 屯門 40 區及 46 區發展計劃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行計劃及

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

行計劃及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6. 港鐵小濠灣車廠上蓋擬建住宅

發展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行計劃及

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

行計劃及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7.

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
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二

四年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根

據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獲批准的

環境影響評估，大部分工程預計於

二零二三年初完成（除階段五至

六）。階段五至六的總面積遠小於其

他四個階段，且由於新界西堆填區

與龍鼓灘填海地點地形上被山分

隔，塵埃影響只局限於後海灣範圍

內。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空氣污染的擴散會受到丘陵局限所

抑制。因此，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

劃預計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陸上工程（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１公里）預期沒有

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影響，

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要關注

事宜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8. 屯門曾咀煤灰湖（中湖）西面

部分的解除運作工程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

六年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

19.

屯門曾咀擬建骨灰龕設施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預

計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陸上工程（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２公里）預期沒有

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影響，

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要關注

事宜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20.
小蠔灣擬建骨灰龕設施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預

計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

行計劃及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21. 屯門 38 區工業邨發展計劃
二零一九年至二零二

三年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行資料

X－陸上工程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

X－未能提供施工階段的實

行資料

X－主要為陸上工程預期

沒有漁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22. 屯門第 38 區填料庫擴展及延

長運作期

二零一八年底解除運

作
X－施工計劃沒有交疊

註解：

ü－包括在施工階段的影響評估

X－不包括在施工階段的影響評估

· 對於有個別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的累計影響並未納入本評估，該等項目的累計影響將在下一階段或將來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按相關的工程計劃及適用的項目資料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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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

編號 工程項目 營運計劃 空氣質素 水質 生態 漁業

1. 龍鼓灘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三零年中開始營

運
ü ü ü ü

2. 小蠔灣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三零年中開始營

運
ü ü ü ü

3. 欣澳具潛力的填海地點
二零二九年中開始營

運
ü ü ü ü

4. 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

首批東涌東居民於二

零二三／二四年中遷

入

ü ü ü ü

5. 香港國際機場第三條跑道 二零二三年開始營運 ü ü ü ü

6.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二零一九年開始營運 ü ü ü ü

7.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 二零一七年開始營運 ü ü ü ü

8. 港珠澳大橋香港接線 二零一七年開始營運 ü ü ü ü

9. 大小磨刀以南污泥卸置設施

正用作污泥卸置，將

於二零一五年停止運

作，並於二零一六年

覆蓋

X－於本項目的營運階段前（二零一

六年）停止運作

ü－水力模型已包括了污染

泥卸置設施覆蓋後最終的海

床

X－於本項目的營運階段前

（二零一六年）停止運作

X－於本項目的營運階段

前（二零一六年）停止運

作

10. 沙洲以東污泥卸置設施

目前停止運作；將於

二零一六年重新啟用

作污泥卸置，並於二

零二三年停止運作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運

作涉及含水量高的污泥處置，因此

預計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影響

ü－二零二三年停止運作；預期沒有長期的累計影響（水力模型已包括了污染泥卸置設施

覆蓋後最終的海床）

11.
第一階段綜合廢

物管理設施
曾咀 未能提供 ü

X－曾咀的陸上發展不會改

變海岸線，因此不會影響潮

流或水質；曾咀的綜合廢物

管理設施的運作程序將是零

排放，亦不會排出生活廢水

X－曾咀的陸上發展（距離

本項目邊界超過２公里）預

期沒有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

影響，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

要關注事宜

X－曾咀的陸上發展預期

沒有漁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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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程項目 營運計劃 空氣質素 水質 生態 漁業

石鼓洲 未能提供 ü

ü－本水動力模型評估已包

括了石鼓洲填海（石鼓洲填

海有可能改變海水的水力情

況）；石鼓洲的綜合廢物管

理設施的運作程序將是零排

放，亦不會排出生活廢水

X－石鼓洲距離本項目邊界

超過 10 公里，因此預計不

會產生顯著的累計生態影響

X－石鼓洲距離本項目邊

界距離 10 公里，因此預計

不會產生顯著的累計漁業

影響

12.
青衣西南的十號貨櫃碼頭發展

計劃 /青衣西南具潛力的填海

地點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資料 ü
ü－根據水質評估（水力模

型已包括了青衣的新海岸

線）

ü－根據水質評估（水力

模型已包括了青衣的新海

岸線）

13. 屯門的污泥處理設施 二零一四年開始營運 ü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污泥處理

設施的運作程序將是零排

放，亦不會排出生活廢水

X－陸上發展（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２公里）預期沒有

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影響，

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要關注

事宜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4. 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二零一八年開始營運 ü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水質模型

已包括了排放到小蠔灣污水

處理廠的廢水

X－小蠔灣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獲批准的的環境影響評估

沒有識別生態敏感受體，因

此預期沒有生態影響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5. 屯門 40 區及 46 區發展計劃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計劃及資料

16.
港鐵小濠灣車廠上蓋擬建住宅

發展
未能提供 X－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計劃及資料

17. 新界西堆填區擴展計劃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

八年
ü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水質模型

已包括了排放到望后石污水

處理廠的滲漏污水及廢水

X－陸上發展（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１公里）預期沒有

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影響，

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要關注

事宜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

18.
屯門曾咀煤灰湖（中湖）西面

部分的解除運作工程
未能提供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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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工程項目 營運計劃 空氣質素 水質 生態 漁業

19. 屯門曾咀擬建骨灰龕設施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擬

建骨灰龕設施的主要排放來自焚燒

衣紙的化寶設備。鑑於化寶設備設

有排氣處理設施以減少塵埃排放，

如洗滌器及靜電除塵器，擬建骨灰

龕設施的排放預計並不顯著而且只

限於局部範圍內，因此沒有在量化

的累計評估中考慮。（未能提供營運

階段的實行計劃及資料）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未能提供

營運階段的實行資料）

X－陸上發展（距離本項目

邊界超過２公里）預期沒有

顯著的累計陸上生態影響，

也沒有海洋生態的主要關注

事宜（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

實行資料）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未能

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資

料）

20. 小蠔灣擬建骨灰龕設施 未能提供

沒有在量化的累計評估中考慮－擬

建骨灰龕設施的主要排放來自焚燒

衣紙的化寶設備。鑑於化寶設備設

有排氣處理設施以減少塵埃排放，

如洗滌器及靜電除塵器，擬建骨灰

龕設施的排放預計並不顯著而且只

限於局部範圍內，因此沒有在定量

累計評估中考慮。（未能提供營運階

段的實行計劃及資料）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水質

的主要關注事宜（未能提供

營運階段的實行資料）

X－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實

行資料

X－陸上發展預期沒有漁

業的主要關注事宜（未能

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資

料）

21. 屯門 38 區工業邨發展計劃 二零一八年開始營運 X－未能提供營運階段的實行資料

22.
屯門第 38 區填料庫擴展及延

長運作期

二零一八年底解除運

作
X－於本項目的營運階段前已解除運作

註解：

ü－包括在營運階段的影響評估

X－不包括在營運階段的影響評估

· 對於有個別同時進行的工程項目的累計影響並未納入本評估，該等項目的累計影響將在下一階段或將來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研究中按相關的工程計劃及適用的項目資料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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