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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為了確保香港與九龍之間有穩定的食水供應，在海港西部必須敷設一條輸水管。特別是已經確知：現有輸送食水至香港島的四條海底水管之中，其中兩條會在十年間到達五十年的有效使用期。換言之，當其中一條海底水管正在進行維修時，另一條水質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同時失靈的風險將會日益增加。因此，從策略角度而言，海港西部需要新設一條海底水管，以便保持香港島可靠的食水供應。 

 本工程項目包括建造和營運一條新的西區過海海底水管及與其相關的地下喉管。如圖圖圖圖1.11.11.11.1所示一個擬建工程項目的路線；工程範圍則包括下列各項： 

 

(i) 一段長約 2100 米，標稱直徑為 1200 毫米的海底水管，從西九龍連翔道的接駁點橫過維多利亞港，連接至上環現有的西營盤食水抽水站（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屬一項指定工程項目）； 

(ii) 一段長約 2200 米，標稱直徑為 1200 毫米的地下喉管（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並非指定工程項目）。 

 本工程項目的海底水管部份（上文第 1.1 (i) 節所述）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499 章）」（簡稱「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 (E3) 項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因此，該工程項目的施工和營運，均須按照環評條例的規定，取得環境許可證。 

 有關方面進行了一項環境影響評估（簡稱「環評」），以便就這項指定工程項目的施工，以及於同期進行的相關活動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提供有關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料，並協助決定本工程項目在環保方面的整體可接受程度。 

 本行政摘要闡述了環評報告中的主要研究結果，其中包括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營運時，可能造成的水質、海洋生態、噪音、廢物、空氣質素、文化遺產和漁業影響的評估，以及報告內建議實施的緩解措施，以符合環保法例和指引。 

 

1.2 各個各個各個各個方案方案方案方案之考慮之考慮之考慮之考慮 

1.2.1 敷設路線之敷設路線之敷設路線之敷設路線之地理及路地理及路地理及路地理及路線限制線限制線限制線限制 在研究區內對擬建海底水管的敷設路線構成限制的主要裝置和地下結構包括：九龍南海水抽水站及其進水渠、西區海底隧道及其收費廣場、西營盤食水抽水站旁的渠務署暗渠，以及擬於西九龍及西營盤之間建造的海底輸氣管。海底水管登岸點的選址，亦因為西九龍現有供水網絡的接駁點和西營盤食水抽水站的位置而受到限制。 

 從圖圖圖圖 1.11.11.11.1 可見，擬建的海底水管被西區海底隧道及擬於東面建造的海底輸氣管包圍。此外，可供海底水管登岸點使用的土地亦受到多項設施影響，其中包括九龍南海水抽水站的現有進水渠、油麻地避風塘和西九龍開發的西九龍文娛藝術區，以及位於西營盤的漁農自然護理署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在考慮過上述各項實質限制後，最可行的登岸點是位於西九龍的九龍南海水抽水站旁的海濱區，以及西營盤豐物道的漁護署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旁的海濱區。這兩個登岸點可以令輸水管以最短的路線橫過維多利亞港，並會對海運交通造成最少影響。 

 根據建議，橫過維多利亞港的海底水管將置於海床下最少約 6 米處，並會在西九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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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營盤的登岸點與地下喉管連接。建議的水平路線會與現有或已規劃的海事設施盡可能保持最少 50 米的距離。海底水管的敷設路線主要取決於登岸點的位置，而登岸點位置亦受到上文所闡述的限制。因此，這段水管的最短和最可行路線，是圖圖圖圖 1.11.11.11.1 所示的兩個登岸點之間的直線，以便把水管對水質和海運交通可能造成的影響減至最低。 

1.2.2 施工方法施工方法施工方法施工方法 敷設海底水管常用的方法是先在海床挖出管槽，然後以底拉法、躉船敷設法或先浮後沉法敷設水管，再用物料回填於管槽內，藉以保護水管；或者採用導向水平鑽挖法敷設水管。 

 裝設海底水管需要進行挖泥工程，把海洋沉積物挖走，藉此形成槽溝，以便用底拉法、躉船敷設法或先浮後沉法放入海底水管。然後會用回填物料鋪放於槽溝頂部，藉此保護水管，並把挖泥和回填工程的橫切面減至最小。圖圖圖圖 1.21.21.21.2 是海底水管的縱剖面和一個典型橫切面。無論是採用底拉法、躉船敷設法或先浮後沉法敷設海底水管，橫切面的設計和需要從海床挖走的海洋沉積物數量都相同。至於導向水平鑽挖法，則是從起點開始，以海床下的鑽挖工程直接把水管帶引至終點，無需干擾海床表面。 

 這次研究對不同的施工方法和技術都進行了分析，以便把工程可能造成的水質、海洋生態、漁業和廢物影響減至最低。 

 管槽挖掘管槽挖掘管槽挖掘管槽挖掘工程工程工程工程 

 是次研究考慮了多種挖泥技術，包括抓斗挖泥法、切削吸泥法和尾拖吸泥法，並根據本項目的工程、環境和風險等情況作出選擇。由於海底水管會橫過油麻地、中區和南區航道，因此選用了抓斗挖泥法，因為切削吸泥法和尾拖吸泥法都需要超過 150 米闊的工作區，會對海運交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此外，吸泥法會比抓斗挖泥法產生更多海洋沉積物。因此，抓斗挖泥法是最佳的可行方法，不但可以減少挖泥和卸泥的需要，亦能減低對填料來源的需求。 

 海底水管敷設海底水管敷設海底水管敷設海底水管敷設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底拉法是從一個登岸點開始，把水管逐段連接，並由設於對岸登岸點的絞車，沿著水底預先挖好的管槽，把逐漸增長的水管拉向對岸，直至整條海底水管全部完成。這個方法最常用於敷設中等至大型直徑的水管。 

 躉船敷設法是由一艘躉船沿著一條預先挖好的管槽航行，同時把逐段接駁好的水管從船尾懸垂水中，並逐漸沉降至管槽內。這個方法在進行時會形成一條很長的水管懸掛水中，因此會對海運交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所以是一個不可行的方案。 

 至於先浮後沉法，則是在工場先把各段水管全部接駁好，並從其中一個登岸點放至海床上。已接駁好的水管會暫時放在海床上，然後由躉船把水管從水面或水底拖至預先挖好的管槽內。在到達所需位置時，便可把承托水管的浮筒移走或注水，讓整條水管下沉至管槽中。這個方法亦是敷設中等至大型直徑水管的最常用方法之一。 

 回填回填回填回填 水管必須加以覆蓋，務求提供足夠的保護，以免受到船錨破壞。被考慮回填進海底管槽的物料包括 8 米或更厚的海洋沉積物，或 5 米或更厚的海沙，或 4.5 米厚的護面石層及 0.3 米厚的 75 級墊底石層。水管敷設工程需要預先挖掘管槽，但把挖出的海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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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物儲存起來供回填管槽之用卻不可行。此外，若以海洋沉積物回填進管槽內，則管槽的整體深度將達 9.5 米。因此，這個方法會比護面石方案顯著地增加受污染海泥的數量。若以海沙回填進管槽，將會對現有的海洋環境造成顯著干擾；從環保角度而言是不可接受。研究報告建議採用護面石覆蓋水管，因為它不但能為管道提供堅固的保護，以免受到船錨破壞，而且它需要預先挖好的管槽亦屬最小，因此能把需要棄置的已受污染和未受污染海泥的數量減至最少。 

1.2.3 最可取方案最可取方案最可取方案最可取方案 在比較過各種建造方法的優劣之後，研究報告認為最可取的方案，是用一艘抓斗式挖泥船以抓斗式挖泥法挖出管槽，並以底拖法敷設海底水管，然後用 4.5 米厚的護面石層及 0.3 米厚的 75 級墊底石層保護海底水管。 

 

2. 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工程項目說明 

 本工程項目包括下列兩項工程： (i) 一段長約 2100 米，標稱直徑為 1200 毫米的海底水管，從西九龍連翔道的接駁點橫過維多利亞港，連接至上環現有的西營盤食水抽水站（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屬一項指定工程項目）； (ii) 一段長約 2200 米，標稱直徑為 1200 毫米的地下喉管（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並非指定工程項目）。 本工程項目的工地範圍包括三個主要地區：維多利亞港、西九龍和西營盤。 

 預計在維多利亞港內進行的工程（根據環評條例屬指定工程項目）會包括一條闊約50 米，橫過維多利亞港的走廊，把西九龍和西營盤連接起來。 

 西九龍區的工程（根據環評條例並非指定工程項目）大致上會包括西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旁的西九龍填海區，北至佐敦道，東達連翔道。這部份地區的土地用途包括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預留土地、九龍站發展區、匯翔道巴士總站、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以及西區海底隧道收費廣場。擬建的 1200 毫米口徑食水管會在這區裝設，並會在連翔道與匯翔道交界處與現有的 1200 毫米口徑食水管連接。 

 西營盤的工程（根據環評條例不屬指定工程項目）會包括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旁的西營盤區，並會被西區海底隧道交匯處的引道包圍。擬建的 1200 毫米口徑食水管會在這區裝設，並會連接至位於水街及豐物道路口的西營盤食水抽水站。 

 這份環評報告只包括本工程項目中的指定工程項目。 

 本工程項目計劃於 2008年 9 月動工，並於 2012 年 5月竣工。 
 

3. 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環境影響 

 下文摘述海底水管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3.1 水質水質水質水質 

 在海底水管施工階段的已知易受水質滋擾受體包括新油麻地避風塘、青洲的珊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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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以及水務署設於維多利亞港沿岸的海水進水口。是次研究運用水質模擬方法，評估了敷設海底水管的挖泥工程對水質可能造成的影響。評估結果顯示，在進行挖泥工程時，影響水質的主要因素是懸浮沉積物。是次研究亦評估了整個挖泥工程進行期間，若以每秒 0.0463 立方米的最高速度進行挖泥工程（即在 90 天的模擬期間，以一艘抓斗式挖泥船以每日 4,000 立方米的最高挖泥速度運作，每天 24 小時，每星期 7天），整條輸水管沿線的易受滋擾受體在旱季和雨季可能受到的水質影響。根據評估的預測，水務署九龍南海水抽水站的海水進水口可能會受到水質影響。 

 報告建議實施多項緩解措施，包括：採用一艘抓斗式挖泥船，以不超過每日挖泥4,000 立方米的速度運作；在挖泥工程進行期間，以框架式隔泥幕將抓斗全部封閉，及在九龍南海水抽水站進水口設置隔泥網，並以良好的施工方法挖泥。報告認為，這些緩解措施可以有效地減少海水進水口的水質影響，而且，海底水管的挖泥工程和其他同期進行的海事工程，亦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剩餘累積影響。根據評估的預測，挖泥工程對青洲附近的珊瑚群落只會造成微不足道的影響。 

 是次研究以震動採樣管沿著擬建的海底水管收集樣本，並發現其中兩個樣本的污染物含量較高，包括：砷、銅、鉛、汞、銀、芳烴碳氫化合物和多氯聯苯。這些污染物造成水質影響的風險較高，因為它們可能會從挖泥工程所干擾的沉積物中逸出至海水裏。是次研究對這些樣本進行了淘洗測試。結果顯示，除了兩個樣本中的砷和一個樣本中的銀之外，其他污染物的含量都下跌至有關的水質標準範圍內。由於混合區內並沒有已知易受水質滋擾受體，預料並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利的影響。此外，預期大量工程區內的海水能迅速地稀釋任何挖泥時釋放的重金屬。使用密閉抓斗式挖泥船亦能減低污染物的釋放，而隔泥網不能把污染物的漂散局限於工程區內。因此，對海洋水質造成長期影響是不大可能的而對海洋水質造成的地方性影響則是短暫的。 

 擬建的海底水管在施工時所進行的輸水系統流體靜力學測試和施工活動，會產生流出物、污水、廢水和地面徑流，因此可能會造成輕微的水質影響。只要實施本報告所建議的緩解措施，便可以把這些影響控制在水污染管制條例所規定的範圍內。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水質造成不可接受的剩餘影響。 

 擬建的海底水管在日後運作中，無需進行維修挖泥。水管的運作亦無需進行足以影響維多利亞港水流的填海或填土工程，因此不會造成水流影響。此外，預計海底水管的運作不會產生流出物，因此亦不會造成水質影響。故此，擬建的海底水管在運作期間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亦不會對水流或水質造成影響。 

 

3.2 海洋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態海洋生態 

 是次研究透過文獻確定了工程區的基線情況和一般生態情況。此外，亦採用了水質評估的資料來找出水質變化對海洋生態的影響。報告亦闡述了評估區內各個部份的生境，其中包括潮間區（人工海堤和石質海岸）、潮下區（軟底及硬底生境）和大海（維多利亞港）的生境，以及青洲附近的海洋生態。 挖泥區內的海洋生態資源主要是耐污染的軟體水底生物，種類不多，而且是劣質沉質物地區所常見的水底生物。維多利亞港沿岸的潮間物種多屬人工海堤常見的污損生物。牠們無論在種類和數量上，都比香港的半外露海岸所記錄到的潮間物種少。青洲的海洋生態具有中等生態價值，其中有軟體珊瑚群落和體型較大的潮間生物。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以底拉法在海床挖泥、回填和敷設水管，都會造成生境永久消失和海洋生態受到短暫干擾等直接影響，但這些影響都只屬偏低至微不足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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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受影響地區和附近都沒有記錄到任何稀有生物，而受影響的水底生物都只具偏低的生態價值，而且，維多利亞港沿岸的人工結構都可以重新再造。 

 預計水流模式的改變，以及青洲的中等生態價值生境附近的水質受到干擾等因素，都會對海洋生態造成間接影響，但這些影響都只屬微不足道，因為水質模擬結果顯示，青洲附近海域的懸浮固體濃度的升幅和沉積率會分別低於每日每公斤 0.1 毫克和每立方米 0.001 千克，兩者都遠低於珊瑚群落的可容忍水平。此外，由於工程區位置偏遠，預計本工程項目對青洲附近的海洋環境只會造成微不足道的影響。 

 建議進行的挖泥工程會保持在水管建議路線兩側 25 米的工程區內，而且會使用閉合式抓斗式挖泥船來減少沉積物和污染物漂散。管槽會以護面石或風化花崗岩回填，並會讓這些回填物料自然地沉積於基底上，以便為水管提供保護，免受船錨破壞。預計底棲動物會在完工後重新於海床聚集。在水質影響評估中所建議的其他緩解措施亦能進一步減少海洋生態所受到的影響。這些緩解措施包括：採用一艘抓斗式挖泥船，以不超過每日挖泥 4,000 立方米的速度運作；在挖泥工程進行期間，以框架式隔泥幕把整個抓斗封閉，及在九龍南海水抽水站進水口設置隔泥網，並以良好的施工方法挖泥，以免海底水管的建造工程產生漂散的泥沙。由於沒有發現其他不良影響，因此無需實施其他特定的海洋生態緩解措施。 

 研究區並不在海洋哺乳類動物的分布範圍內，而且，在這個區域見到的，都屬低生態價值的物種，因此，只需要實施良好的施工方法和水質影響緩解措施，便足以減少海洋生態可能受到的影響。故此，無需為易受生態環境滋擾的受體實施特定的緩解措施。 

 

3.3 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是次研究進行了噪音評估，以便確定海底水管的建造工程對西營盤和西九龍的噪音敏感受體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的性質和規模。有關的建造噪音聲級，是根據管槽挖掘、海底水管敷設和管槽回填等工程可能使用的機器而作出預測，並已顧及建造計劃中所劃分的施工階段。 

 噪音評估所作的預測顯示，挖泥、敷設水管和回填等主要工程，可能會對研究區內的住宅大廈造成暫時噪音影響。建造工程在正常的日間工作時段內所產生的噪音，完全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術備忘錄」和「噪音管制條例」所規定的噪音標準。縱使沒有任何緩解措施，在日間和夜間（晚上七時至十一時）進行的海事建設工程都不會造成任何不良的噪音影響。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然而，承建商仍須採取行動進一步減少施工時所產生的噪音，包括：更妥善地管理工程時間表、採用可移動的隔音屏障、優質的機動設備和良好的施工方法等。 

 然而，在登岸點附近進行的挖泥工程，將會令噪音敏感受體（包括九龍站和富康樓）的預計噪音聲級超過晚間（晚上十一時至早上七時）噪音標準。因此，應該盡量避免在晚間進行挖泥工程。假若必須在晚間進行挖泥工程，並取得建造噪音許可證，便應該把工程安排在沿著管槽距離西營盤登岸點 750 米和距離西九龍登岸點 450 米的地點進行，一如圖圖圖圖 1.31.31.31.3 所示。這樣，工程與噪音敏感受體之間的緩衝距離便增加至超過900 米；而且亦能符合晚間噪音標準。承建商應該嚴格遵守這些禁止在晚間挖泥的地點，以確保工程能夠符合相關的噪音標準。建議承建商更妥善地管理工程時間表，以及採用可移動的隔音屏障、優質的機動設備和良好的施工方法來進一步減少施工時所產生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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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廢物管理 

 是次研究對挖出的海洋沉積物進行了評估。根據實地勘察所得的沉積物質量數據，需要從擬建的海底水管沿線挖出的海洋沉積物，大多屬於 L 類。本工程項目需要挖出的沉積物總體積估計約達 543,000立方米，其中有 212,000立方米屬於必須進行封閉處置的類別。若能實施報告所建議的緩解措施，並嚴格遵守有關已挖出或掘出沉積物的管理程序，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任何剩餘廢物影響。 

 建造工程所產生的廢物，很可能會包括拆建物料（由小型挖掘工程產生）、工作人員所產生的一般垃圾，以及維修建造機器和設備所產生的化學廢物。若能用認可的方法處理、運送和處置這些廢物，並能嚴格遵守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本工程項目將不會產生不良的環境影響。 

 

3.5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是次研究評估了海底水管在施工和運作時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由於海底水管敷設工程在任何時間都只會在工地使用有限的建造機器，因此，預計這些機器所產生的氣體污染物不會超過香港空氣質素指標的規定。登岸點建造工程需要在工地使用的機器數量亦屬有限。因此，塵埃影響會極輕微，而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排放量亦會很少。預計在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適當減塵措施，並採用良好的施工方法和進行妥善的設備維修後，本工程項目將不會造成不良的空氣質素影響。 

 由於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排出廢氣，因此不會在運作階段造成空氣質素影響。 

 

3.6 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文化遺產 

 為了編製一份研究區的文化遺產資源清單，是次研究對研究區進行了一項全面基線情況檢討。在研究區內沒有發現陸地或海底的文化遺產資源。 

 是次研究對長約 200 米的海底水管走廊進行了一項地球物理調查，目的是要確定最有考古潛力的地區，並評估海床沉積物的深度和性質，以便確定那些地區有適當的物質可以掩埋和保存考古遺物，以及在海圖上繪出具有考古潛力的海床異常地點。這次調查沒有發現海洋考古遺物的蹟象。因此，預計海底水管敷設工程將不會影響文化遺產，亦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3.7 漁業漁業漁業漁業 

 是次研究檢視了有關研究區內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的現有資料。在捕魚業方面，「2001/02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研究區海域的魚獲多屬少量至中量的已成長魚類（每公頃不超過 200 公斤）；一般屬中價（每公頃港幣 2000-5000元）的已成長魚類。研究區內沒有收集到魚苗。研究區的魚獲價值對香港捕魚業的重要性偏低。在養魚業方面，最接近研究區的漁護署指定魚類養殖區位於馬灣，距離擬建的海底水管約 10 公里。研究區內捕魚區的價值大都屬中等至偏低。這些捕魚區的魚獲多屬種類混雜的幼魚，大多用作海產養殖業的魚糧。 

 雖然需要建造的海底水管導槽頗長（約 2,100 米），預計對漁業資源區的影響只屬暫時性，而且規模細小，只局限於底拉法、挖泥工程和在海床建造管槽等相關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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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雖然海底水管會經過魚獲量和捕魚活動都屬偏低至中等的地區，但預計不會對區內的捕魚活動造成值得關注的影響，因為敷設海底水管只會對細小範圍造成實質滋擾，而且為時短暫。由於護面石不會外露於原有海床之上，預計不會影響日後的捕魚作業。本工程項目會造成懸浮固體增加、溶解氧減少和養份增加等情況，但都不會對最接近研究區的已刊憲魚類養殖區，即馬灣魚類養殖區造成影響。 

 在海床建造海底水管導槽，對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可能造成的影響都屬暫時、小規模和局部性質，因此預計不會對任何漁場或任何對漁業重要的物種造成不良影響。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可能受到的影響當中，大部份都透過對海底水管敷設工程實施適當限制而得以避免。雖然在漁業資源和捕魚作業方面無需實施任何特別緩解措施，但在本報告水質評估部份建議實施的良好施工方法和相關措施，不但可以把水質影響控制在可接受水平，預計亦可以控制漁業資源可能受到的影響。 

 

4. 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環境監察與審核 

 報告建議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期間實施一項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以確保工程能夠符合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 

 此外，報告亦建議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期間對建造噪音和水質進行監察，以核實各項緩解措施的效用，並建立有關施工前的噪音和水質基線情況的可靠數據庫；然後繼續監察敏感受體在施工期間的噪音和水質是否出現偏離基線情況的變化，以及超過相關噪音標準和水質指標的情形。 

 

5.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這項環評研究，對本工程項目所建議的海底水管在施工和運作時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提供了有關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料。這項環評研究在有需要的地方建議了適當的緩解措施，以確保工程能夠符合相關的環保法例和標準。 

 整體而言，環評報告認為，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實施本報告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從環境角度而言，是一個可以接受的項目。報告亦建議了一個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以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