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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1.1.1 政府在《2015 年施政報告》中提倡於大型排水系統改善工程及規劃新發展區排水網絡時，

採用活化水體的概念。活化水體的概念旨在促進綠化、生物多樣性、美化和近水文化，同

時達致有效率的排水運作，以建立可持續的排水設施，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 

1.1.2 根據渠務署於 2015 年 12 月批出的顧問合約編號 CE28/2015 (DS)《活化水體的研究》中

進行的可行性研究指出，考慮到不同水體的特點和限制，火炭明渠和大圍明渠被指為具有

高度活化潛力的水體，建議進行詳細調查並提出活化計劃以作實施。 

1.1.3 艾奕康有限公司於 2020 年 4 月受渠務署委託承接顧問合約編號 CE54/2019 (DS)－《活化

大圍明渠及火炭明渠－勘查研究》（下稱是項合約），以提高水體生態價值、促進綠化環

境、促進近水文化及改善社區環境為目標活化現有的大圍明渠及火炭明渠，及研究提供旱

季截流器以改善水質。是項合約亦包括為活化大圍明渠及火炭明渠的擬議工程根據《環境

影響評估條例》（《環評條例》）分別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研究。 

1.1.4 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環評報告）涵蓋「大圍明渠活化方案」（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

的環評研究。 

1.1.5 根據《環評條例》附表 2 第 I 部分第 I.1(b)(ii)項，由於工程項目為排水道或河流治理與導流

工程，而工程將排水入一個地區，其距離現有的或計劃中的文化遺產地點的最近界線少於

300 米，所以工程項目屬指定工程。 

1.1.6 「大圍明渠活化方案」的工程項目簡介（編號 PP-586/2019）於 2019 年 7 月 31 日按照

《環評條例》第 5(1)(a)節提交給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用以申請環評研究概要。「大圍明

渠活化工程」於 2019 年 9 月 11 日根據《環評條例》獲發「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ESB-

320/2019）。 

1.2 本行政摘要之目的 

1.2.1 本行政摘要概述了本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的主要評估結果、建議和總結，包括下列資訊 : 

• 第 2 節闡述了本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其他方案的考慮和建造方法； 

• 第 3 節闡述了環境影響評估的主要評估結果； 

• 第 4 節描述了本工程項目擬議的環境監察與審核；以及 

• 第 5 節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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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項目說明 

2.1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和範圍 

2.1.1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旨在以提高水體生態價值、促進綠化環境、促進近水文化及改善社區環

境為目標活化現有的大圍明渠，以及研究提供旱季截流器以改善水質。本工程項目位置和

總佈局圖分別展示於圖 2.1 和圖 2.2。 

2.1.2 本工程項目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a) 重新鋪設、綠化和改造堤岸以美化現有明渠（長約 2 公里，寬約 40 米）； 

(b) 沿着大圍明渠提供長約 3 公里的行人徑及其相關的樓梯和斜道； 

(c) 提供旱季截流系統； 

(d) 提供生態環境優化工程、可持續排水系統和其相關的儲水及供水設備，包括其配備的

位於大圍明渠中游的兩個地下水泵和地下水管； 

(e) 建造觀景台和改造現有行人橋； 

(f) 沿着大圍明渠和堤岸改造/提供行人徑、欄杆、涼亭、堤岸休憩用地和公共休憩用地，

以及其相關的紫外線消毒系統和嬉水設施； 

(g) 改善/改造現有花槽；及 

(h) 有關附屬工程，包括園林綠化、地下公用設施工程等。 

2.1.3 本工程項目於獲發環評研究概要（編號 ESB-320/2019）後，因考慮到大圍明渠的基流量有

限，本工程項目亦建議增建位於大圍明渠中游（城門隧道公路下的岸邊）擬建地下水泵

（主要安裝在旱季截流系統內）以支持提供生態環境優化工程。另外，為了促進近水文化，

最新的活化設計亦包括增建紫外線消毒系統以供位於擬議堤岸休憩用地中的嬉水設施使用

（完全不會連接大圍明渠水體）。本工程項目的邊界亦因應設計有修改，以覆蓋包括鄰近

文禮閣位於大圍明渠寬頂攔河堰下游及城門河交匯處的改造河床和堤岸工程，以減少現時

因為河床表面和坡度狀況不理想（寬頂攔河堰前的河面坡度平坦而且凹凸不平）所造成的

由潮汐影響帶來的淤泥過度堆積的問題；此外亦由於工地限制要覆蓋香粉寮街盡頭附近的

位置，以及為了擬議中游堤岸休憩用地中的整體規劃，要覆蓋大圍明渠中游近城門隧道公

路的位置。根據「環評研究概要」第 6.2 節，本工程項目已作出書面查詢確認「環評研究

概要」仍能涵蓋本工程項目的主要範圍，因此不用更新本「環評研究概要」。 

2.1.4 根據現行做法，渠務署會在營運期間為大圍明渠沿線的排水及排污系統進行定期保養，包

括清淤工作和為旱季截流系統進行小型保養工程，以清除堆積的淤泥、垃圾和其他雜物，

保障明渠的水流容量。有關保養工作的安排和頻率與渠務署現時的保養及清淤工作相若。 

2.1.5 位於大圍上游的擬議改造靜水池將安裝水位探測器，以控制位於大圍明渠近中游河段博雅

山莊東南面的兩個擬議地下水泵（一台主水泵和一台後備水泵）的運作。明渠內低流管道

的水流會經地下壓力管泵送到上游的擬議改造靜水池（將會被深化和擴大）。水泵不會在

夜間（即 2300 – 0700 小時）運作。靜水池內的水會自然流出以補充明渠中的環境流量。 

2.2 本工程項目的必要性和效益  

改善水質和促進近水文化 

2.2.1 由於排水系統老化及過往可能發生的非法接駁工程，現時於大圍明渠沿線的現有排水口能

觀察到受污染的水排出。包括沙田區議會和地區持份者在內的公眾亦對大圍明渠長年的水

質問題和氣味滋擾，尤其是大圍明渠與城門河交匯處鄰近文禮閣的位置，提出過投訴和關

注。通過實施擬議的旱季截流系統和人工淨化濕地，來自大圍明渠沿線排水口現有的受污

染旱季流會被旱季截流系統截取到現有污水渠系統，再經引力污水渠（工程無須設置旱季

流泵房）輸送至沙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或流入安裝在明渠排水口的人工淨化濕地以淨

化水質。此外，位於大圍明渠低流管道進行下游及城門河交匯處鄰近文禮閣的擬議改造河

床和堤岸工程將大大減少現時由於河床表面和坡度狀況不理想（寬頂攔河堰前的河面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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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而且凹凸不平）所造成的由潮汐影響帶來的淤泥過度堆積的問題。透過上述設計，明

渠內的水質和衛生情況將會得到改善，有關氣味對附近居民的造成的滋擾也能有所紓緩。 

2.2.2 活化工程完成後，與現況相若，非雨天情況下大圍明渠除了中心的低流管道外人工渠道的

堤岸大部分時間都是乾涸的。雖然基於安全理由，大圍明渠的主要水體（即低流管道）並

不適合開放予公眾進入或作出接觸，但本工程項目能通過改善明渠水質和河畔環境提升公

眾體驗，從而促進近水文化。為了讓市民更好地欣賞活化後的水景及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

及設施（例如人工淨化濕地），本工程項目將沿明渠兩岸建造 / 改善行人天橋 / 行人道和公

共休憩用地。另外，大圍明渠中游鄰近博雅山莊的堤岸（即明渠低流管道以外人工渠道的

河面）會改造成公共休憩用地並開放予公眾進入，當中包括於入口設有階梯式座位、堤岸

步道和其他休憩用地及設施 [包括嬉水設施（完全不會連接大圍明渠水體）]，以促進近水

文化。擬議的堤岸公共休憩用地亦會提供相關訪客設施，包括洗手間及管理辦公室。 

2.2.3 擬議嬉水設施會配備紫外線消毒系統。部分現時流入大圍明渠的乾淨河水（大圍明渠上游

源自位於壹號雲頂以北山坡的天然水道）會被截取至擬議紫外線消毒系統進行消毒殺菌處

理，然後才用於嬉水設施（例如灑水系統及噴泉）。當消毒系統未有正常運作或進行維修，

以及當發現水質未能符合渠務署所制定和實施的處理標準時（活化工程後會實施相關的水

質監測計劃），嬉水設施將會被關閉。 

2.2.4 擬議堤岸步道和堤岸休憩用地會融入適當的設計以限制公眾進入或接觸大圍明渠的水體

（即低流管道）及確保公共安全，例如高架步道設計、圍欄、提供警告/指示牌、安排管理

人員等。特別要注意的是，活化明渠內水質有所改善的河水以及供擬議嬉水設施使用的經

消毒殺菌處理的清水，均不應被人類或動物飲用、用於沐浴或淋浴、或用於準備/沖洗食物。

渠務署會實施和負責執行相關的渠道管理、雨水偵測、安全及洪水警報系統（如於低流管

道安裝在的水位探測器）。擬議堤岸步道和堤岸休憩用地（包括嬉水設施）會於明渠的堤

岸可能會出現可預視的水浸或極端天氣情況下被關閉及不開放予公眾使用。 

促進綠化 

2.2.5 本工程項目將以植被重新鋪設大圍明渠的混凝土表面，以提升大圍明渠的美觀及生態價值。

建議提供或種植的沿大圍明渠和其堤岸的綠化元素包括挺水植物（例如蘆葦和其他水生草

本植物）、紅樹、攀緣植物、樹木或鋪砌草面物料等。現時沿明渠河畔生長的成齡樹將被

保留，工程亦會進行額外的植樹以及改造現有的花槽以美化沿大圍明渠河畔的行人徑。 

優化生態環境 

2.2.6 由於大圍明渠的河床和堤岸均以混凝土舖設，而且基流量有限，尤其是旱季（即 11 月至 3

月），故現時的大圍明渠的生態價值較低。通過擬議改造現有的靜水池和地下水泵以儲水

及供水予以下擬議的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及設施，本工程項目將能改善和創造更多水生和

陸地生境，因此進一步提高大圍明渠的生態價值： 

• 重新規劃低流管道的走線和在河內建造攔河堰，沿明渠打造蜿蜒曲折的水線以盡量模

仿自然河道的格局，並為水道中的動物提供一系列的微生境； 

• 提供旱季截流系統以改善水質，從而支持優化生態環境； 

• 於大圍明渠沿線特定的排水口安裝人工淨化濕地（通過工程設計達致模擬自然濕地生

態系統中植被、土壤及其相關微生物的相互作用）以淨化污染物及改善排水水質（指

標包括生化需氧量、氨、總懸浮固體、總磷和病原體），及同時促進綠化和優化生態

環境。本工程項目亦會建造一些規模較少和主要用於美化環境和優化生態用途的一般

人工濕地系統； 

• 沿大圍明渠和其堤岸進行綠化，包括種植挺水植物（例如蘆葦和其他水生草本植物）、

紅樹、攀緣植物、樹木或鋪砌草面物料； 

• 將旨在吸引野生動物（例如為蝴蝶而設的本地寄主植物）的植物融入於大圍明渠河畔

的公共休憩用地的改造工程中； 

• 沿大圍明渠提供巢箱及覓食棲枝予野生動物（如鳥類）；和 

• 將大圍明渠下游的堤岸和現有車輛通道的水邊改建成階梯式平台和斜坡，以優化水鳥

（如鷺鳥）的覓食和夜間棲息前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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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方案及設計考慮 

2.3.1 本工程項目以優化明渠的生態價值、加強綠化環境、促進近水文化和改善社區環境，以及

同時避免、減少和緩解本工程項目對環境造成的任何潛在不良影響為目標，考慮了不同的

旱季截流系統範圍、儲水及供水方法以及優化生態環境設計、和減少大圍明渠下游的淤積

的替代方案及其環境影響，以優化大圍明渠活化方案。 

旱季截流系統的範圍 

2.3.2 經污染源識別調查查證，大圍明渠第 1 至 5 段的排水口（即大部分明渠下游河段，劃分詳

情見圖 2.2）有受污染的水排出。考慮到以旱季截流系統截取受嚴重污染的排放物和以人工

淨化濕地淨化其餘未被攔截的受污染的水，能全面消除或淨化現時排放至大圍明渠的受污

染的水，可改善大圍明渠的水質及解決相關氣味問題；另外在選定的排水口提供人工淨化

濕地亦可可減低對現有污水系統的污染物負荷，並為野生動物提供額外的濕地棲息地，從

而提升大圍明渠的生態價值，故此以上旱季截流系統的範圍被選為首選方案。大圍明渠第

6 段（即明渠上游河段，詳情見圖 2.2）的排水口上游連接水務署的設施，此段位置不太可

能被工業區非法或錯誤接駁渠道或因集水區性質而受到明顯污染的地面徑流影響。同樣，

第 1 段的部分河段（村南道以南）受到潮汐影響，沿線排水口大部分時間都淹沒在水中，

因此無法以旱季截流系統截取其中的排放。故此，大圍明渠第 1 段的部分河段（村南道以

南）和第 6 段的排水口不需要提供旱季截流系統。 

儲水及供水方法以及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 

2.3.3 鑑於大圍明渠的基流量有限，本工程項目考慮了不同的儲水及供水方法以保留和補充明渠

內的水流，以確保有足夠的水流以支持河道中健康的水生生境。 

2.3.4 明渠河床會融入不會被排洪／洪水沖走的固定河內攔河堰的設計以維持水生生境的水深。

攔河堰可以蓄積洪水或環境流量，特別適用於在乾涸的渠道中延長滯水時間，從而促進植

物和水生物種在這種本身較乾涸環境中的的生長和存活。 

2.3.5 位於大圍明渠上游的現有靜水池可以於暴雨時蓄洪，並於較乾旱的日子補充明渠中的環境

流量。本工程項目會於改造堤岸工程期間擴建現有靜水池，以提升其儲水量，並同時維持

一定的水深供靜水池內的濕地發展。由於大圍明渠的基流量有限而且不穩定（尤其是旱

季），因此亦建議在城門隧道公路下大圍明渠中游附近安裝地下水泵，將河水泵送到上游

的擬議改造的現有靜水池。靜水池的儲水，經蓄洪和中游河段所收集，可用於補給明渠的

環境流量，有助維持河道中的健康水生生境以及擬種植於河道內的作綠化和優化生態的挺

水植物的生長，從而實現創造和模仿自然河道的生物多樣性和環境和創造賞心悅目的景觀。 

減少大圍明渠下游的淤積 

2.3.6 除了由大圍明渠沿線排水口排出的受污染的水所造成的環境滋擾外，本工程項目亦觀察到

大圍明渠下游與城門河交匯處鄰近文禮閣的位置因為河床表面凹凸不平和寬頂攔河堰前的

河面坡度平坦造成由潮汐影響帶來的淤泥會過度堆積的問題，對附近居民造成環境滋擾。

為了解決這個現有問題，活化設計亦融入了大圍明渠寬頂攔河堰下游的改造堤岸工程，以

減少堆積過多淤泥並解決相關的環境滋擾。 

2.3.7 部分明渠混凝土堤岸現有的緊急車輛通道將被改建成連接水邊的綠化階梯式平台和斜坡

（如混凝土草格和花槽），可以為水鳥（如鷺鳥）創造覓食和夜間棲息前的聚集地並促進

綠化的同時保持其現有緊急通道的功能 

2.4 建造方法和程序 

2.4.1 工程範圍會沿著大圍明渠分為 6 段，從下游開始分階段建造（參考圖 2.2）。每個工程範圍

段內的建築工程會持續約 1 年，而工程範圍段內的工程不會整段同時進行，以避免多個建

築活動在任何時間重疊／集中在某個區域。 

2.4.2 擬議的活化工程將採用傳統的明挖及現澆混凝土方法建造，建築活動主要包括工地清理、

泥土挖掘、板樁側向支撐、鑽孔灌注樁工程、模板工作、澆灌混凝土、回填及修復工程。

另外，除了渠務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分別於大圍明渠沿線及城門河沿線現有的例行保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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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工作之外，本工程亦會額外在施工初期及完成前於大圍明渠下游受潮汐影響的河段進行

清淤工程以清除明渠積存的淤泥。 

2.4.3 為了減少地面徑流對水質的潛在影響，所有於明渠內進行的建築工程只會在旱季進行，當

中包括改造堤岸（包括建造消能結構）、沿明渠建造的旱季截流系統以及中游地下水泵配

備的地下水管、建造堤岸步道和堤岸休憩用地，以及位於下游受潮汐影響的河段中的清淤

工程。明渠中的挖掘工程會於被混凝土塊、沙包屏障或其他適當物理屏障圍起的封閉範圍

內進行，以進一步減少對水質的影響。 

2.4.4 擬議旱季截流系統的主要部分為以混凝土組件澆灌及固定在明渠牆上的 U 型渠和污水管道

系統。考慮到明渠沿線和排水口的形狀和尺寸不統一以及通往明渠的可達性有限，採用較

靈活的現澆混凝土以建造旱季截流系統的建造方法比預製混凝土件更為合適及實際。現澆

混凝土的建造方法因此被採納，以避免延長施工時間和重複建築活動，並減少在試裝或現

場調整預製混凝土組件時對環境及公眾造成的潛在干擾／滋擾。 

2.5 施工計劃 

2.5.1 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暫定會於 2024 年第一季展開，並於 2029 年第四季完成工程。 

2.6 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 

2.6.1 下列位於本工程項目 500 米範圍內的鄰接工程，以及是項合約下同樣涉及於毗連城門河内

或其支流進行的建造工程的另一指定工程項目「火炭明渠活化方案」於建造和/或營運階段

可能造成的潛在累積環境影響已被檢閱。 

• 沙田 T4 號主幹路優化方案； 

• 沙田及西貢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擬建於翠田街的盒形暗渠；以及 

• 擬建的大圍村南道聯用綜合大樓 

2.6.2 在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和營運階段，預計上述有關連的工程項目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的累積

影響。然而，在詳細設計階段亦建議本工程項目的承建商與這些潛在有關連工程項目的承

建商緊密聯繫，以妥善規劃接駁工程，盡量避免／減少重複及同時進行的建築工程，以進

一步減少潛在的累積影響，並提高本工程項目的整體環境績效。 

2.7 公眾諮詢 

2.7.1 本工程項目已進行的公眾諮詢活動包括： 

• 與沙田區議會於 2018 年 6 月和 7 月，與 2021 年 3 月的會面 

• 與美林邨於 2018 年 8 月的會面 

• 與綠色團體於 2020 年 7 月和 2022 年 7 月的會面 

• 一系列於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8 月期間應用了「設計思維」的公眾參與活動（包

括訪問、工作坊和調查） 

2.7.2 本工程項目在 2019 年於用以申請環評研究概要所提交的工程項目簡介（PP-586/2019）的

公眾查閱期間所收到公眾提供的意見主要都支持本工程項目，擬議的旱季截流系統和優化

生態環境的設計尤其被視為對社區有效益。沙田區議會成員、公眾人士及綠色團體亦對本

工程項目表示支持。 

2.7.3 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已汲取和考慮以下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主要關注： 

• 水質問題和氣味滋擾； 

• 促進近水文化、開放明渠和公眾安全； 

• 大圍明渠基流量不足以維持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和 

• 以及避免和減少對鷺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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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環境影響評估的主要結果 

3.1 空氣質素影響 

3.1.1 是次環境影響評估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4 節和附件 B，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

技術備忘錄》（以下簡稱《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4 和 12 所闡述的標準和指引，評估

了本工程項目在建造和營運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空氣質素影響的評估範圍覆蓋

本工程項目工地，以及其邊界外 500 米以內的範圍。  

3.1.2 本工程項目於建造期間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主要源於建築工程產生的揚塵、使用機動

設備時產生的氣體排放、以及在明渠下游受潮汐影響的河段進行清淤和挖掘工程時所產生

的淤泥／挖掘物料的氣味滋擾。由於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將分段並小規模進行，預料造成的

空氣質素影響為輕微和局部的，並能通過實施《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中

所指定的良好施工方法和抑塵措施得以控制，亦可透過實施良好施工方法以減少非路面流

動機械的廢氣排放和減少處理淤泥／挖掘物料所產生的氣味滋擾。預計本工程項目於施工

階段不會造成不良空氣質素影響。 

3.1.3 通過實施擬議旱季截流系統和人工淨化濕地，明渠沿線排水口現時排出的受污染的水會被

截流至現有污水渠系統，並輸送至沙田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或被引流至位於排水口的人

工淨化濕地以淨化水質。此外，通過大圍明渠低流管道下游及城門河交匯處鄰近文禮閣的

改造堤岸工程將大大減少現時由於寬頂攔河堰前的河面凹凸不平而且坡度平坦所造成的由

潮汐影響帶來的淤泥過度堆積的問題。本工程項目於營運階段將有效紓緩大圍明渠的氣味

滋擾。在定期保養期間外露的淤泥可能產生的任何氣味滋擾預料屬暫時性，且局限於保養

工作範圍內，並可通過實施良好施工方法得到妥善控制。預計本工程項目於營運階段不會

造成不良空氣質素影響。 

3.2 噪音影響 

3.2.1 是次環境影響評估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5 節和附件 C，以及《環評技術備忘錄》

附件 5 和 13 所闡述的標準和指引，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建造和營運階段可能造成的噪音影

響。噪音影響的評估範圍覆蓋本工程項目工地，以及其邊界外 300 米以內的範圍。  

3.2.2 預計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噪音來自各類建築活動所使用的機動設備。本工程項目不需要在海

上運輸建築材料和廢物。是次環境影響評估針對了本工程項目的建築活動所造成的噪音影

響進行評估。在妥善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後，包括採用良好的施工方法、使用優質機動設

備及較寧靜的建造方法包括鬆土器進行混凝土破碎工序、靜壓植樁法及使用油壓夾混凝土

機拆除行人天橋、採用可移動隔音屏障／隔音布料／隔音罩以及適當於學校考試期間適當

安排附近的建築活動 (包括東華三院蔡榮星小學、佛教黃允畋中學和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工地附近所有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因本工程項目以及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所造成的

緩解後累積建築噪音水平預計為 63 – 75 分貝 (A)，均符合《環評技術備忘錄》規定相關的

噪音標準。在工程亦應於建造階段開始前提交建築噪音緩解計劃，以確認建築噪音源清單

及評估所有建議的噪音影響緩解措施的效能和可行性。是次環境影響評估建議於建造階段

進行噪音監測作為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的一部分，以檢核本工程項目在建造期間符合日間

建築噪音標準，以及每週進行工地審核確保各項建議的日間建築活動緩解措施均有被妥善

實施。 

3.2.3 根據目前的設計，本工程項目於營運期間可能造成的固定設備噪音，是來自位於大圍明渠

中游岸邊城門隧道公路橋底下的擬議地下水泵和紫外線消毒系統的運作。是次環境影響評

估已根據項目工程師所提供的設備庫存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在營運期間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

亦評估了固定噪音源的最大容許聲功率級。評估結果顯示，所有具代表性的噪音敏感受體

所受的固定設備噪音水平均符合噪音標準。預計本工程項目於營運階段不會造成不良噪音

影響。是次環境影響評估亦建議本工程項目於營運前進行運行測試以確保固定設備所造成

的噪音影響能夠符合相關的噪音標準。 

3.3 水質影響  

3.3.1 是次水質影響的評估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6 和 14 的要求，以及《環評研究概要》

第 3.4.6 節中和附件 D 的要求進行。水質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覆蓋了本工程項目工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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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邊界外 500 米以內的範圍，亦覆蓋了城門河和《水污染管制條例》中所劃的吐露港及赤

門水質管制區。 

3.3.2 陸上建築工程相關的水質主要問題包括在位於大圍明渠／內陸水域內及其毗鄰的建築工程、

常規建築活動產生的廢水、工地徑流、現場建築工人的所產生污水和意外洩漏化學品。透

過實施建議的污染控制措施可有效地避免和減少潛在的水質影響。預計本工程項目於建造

階段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是次研究亦建議進行定期工地審核以巡查建築活動和工地

以確保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均有被妥善實施。 

3.3.3 本工程項目於營運階段可能造成的水質影響主要與非點源的地面/灌溉徑流、定期保養工作

（清淤工作和旱季截流系統的小型保養工作）、潛在的流體力學特性和水文變化、以及堤

岸休憩用地的運作（包括休憩用地中的紫外線消毒系統和嬉水設施）有關。擬議工程應融

入適當的排水系統，並設置隔沙井和集油器收集地表、灌溉或源自堤岸休憩用地的徑流。

通過妥善設計排水系統和實施建議的污染控制措施，預計非點源的地表、灌溉或源自堤岸

休憩用地的徑流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通過定期對旱季截流系統進行保養及在明渠進

行清淤工作以清除過多的淤泥，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項目範圍及其下游地區的水質造成

任何不良影響。相關定期保養工作可清除過多的淤泥、垃圾和任何障礙物以保障明渠的水

流容量，其工作安排和頻率與渠務署現有安排沿大圍明渠的工程相若，由於其規模較小而

且不頻密，預計不會對任何水質敏感受體造成不良的水質影響。雖然旱季截流系統會截取

受污染的水而導致明渠內的環境基流量減少，考慮到大圍明渠的天然斜度和降坡、擬議儲

水及供水設備以及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例如擬議的的濕地生境），明渠內平均流量率會

與現時狀況相似，預計不會對流體力學特性和水文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預計本工程項目

於營運階段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 

3.3.4 大圍明渠活化完成後，明渠內的水質能通過實施擬議的旱季截流系統和人工淨化濕地得到

改善。渠務署會於明渠活化後展開和實施相關的水質監測計劃，其中內容包括大圍明渠內

的水質以及用於擬議嬉水設施的已消毒清水。有關計劃旨在評估水質是否符合渠務署實務

備考編號 3/2021 有關河道活化設計的指引中訂定的水質目標的、監測長期水質趨勢、配合

展開和實施未能達成水質目標時的應急計劃、以及配合展開和實施營運和維修計劃。因應

水質監測結果，大圍明渠相關的營運和維修要求會根據渠務署實務備考編號 3/2021 中訂定

的營運及維修注意事項和指引作出相應調整。 

3.4 廢物管理影響  

3.4.1 是次廢物管理影響的評估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7 節和附件 E、以及《環評技術備忘

錄》附件 7 和 15 所要求的準則和指引而進行。 

3.4.2 在進行改造堤岸、改善現有行人徑、堤岸公共休憩用地、景觀美化和雜項工程、建造旱季

截流系統和提供生態環境優化工程用作相關的儲水及供水用途位於明渠中游的地下水泵的

工程時會產生建造及拆卸物料（以下簡稱「拆建物料」）。根據最新的工程設計，本工程

項目估計會產生約 120,000 立方米的惰性拆建物料，以及 2,000 立方米非惰性拆建物料。 

3.4.3 本工程項目會對上述建築工程產生的惰性拆建物料作妥善分類以及儘量作為填料重用。估

計約 116,000 立方米的惰性拆建物料（主要為泥土）可於工地即場作為填料重用，剩餘的

約 4,000 立方米惰性拆建物料會被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其他工程項目作有效益的

重用。對於非惰性拆建物料，則會盡可能回收，最後才棄置於堆填區。本工程項目會在詳

細設計和建造階段繼續研究可以減少廢物產生和增加拆建物料重用的機會。通過實施各項

建議的良好施工方法，並在處理、運送和棄置已知廢物時採取適當廢物管理措施，預計本

工程項目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3.4.4 建造階段也會產生少量其他廢物，包括於大圍明渠下游受潮汐影響的河段進行的清淤工程

產生的淤泥（每個清淤工程約 1,000 立方米，即總共 2,000 立方米）、一般垃圾（每天約 

19.5 公斤）、建築機械和車輛保養和維修產生的化學廢物（每月大約幾立方米，數量主要

取決於承建商於工地現場作出的保養工作和使用的機械和設備數量）。通過實施建議的方

法來處理、運輸和棄置以上識別的廢物，並嚴格按照良好施工方法進行工程，預計本工程

項目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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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在本工程項目營運階段產生的廢物主要包括由擬議旱季截流系統和明渠的日常保養工作中

所產生的淤泥、垃圾、隔篩物和少量化學廢物，以及清淤和挖掘工程所產生的淤泥。通過

實施相關法律要求和建議的最佳廢物管理辦法，預計本工程項目在營運階段的廢物管理預

計不會對環境（包括潛在危害、空氣質素和氣味排放、噪音和廢水排放）以及公共交通造

成不良影響。另外，考慮到活化後的大圍明渠沿線會提供／保留足夠數量的垃圾桶和回收

箱以收集遊客產生的一般垃圾，預計不會對環境和公共交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3.5 土地污染 

3.5.1 是次土地污染的評估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8 節和附件 F，以及《環評技術備忘錄》

附件 19 第 3.1 節及 3.2 節所要求的準則和指引而進行。 

3.5.2 根據實地評估結果，本工程項目的工地範圍的用地非受污染土地，亦沒有發現潛在污染土

地活動。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受土地污染影響，亦不需要採取緩解措施。本工程項目工地

範圍內亦不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現場勘測工作。 

3.6 污水收集系統和污水處理影響 

3.6.1 本工程項目對工程下游公共污水收集系統、污水處理和處置設施的潛在污水收集系統和污

水處理的影響的評估是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9 節和附件 G，以及《環評技術備忘

錄》附件 14 第 6.5 節所要求的準則和指引而進行。 

3.6.2 為改善大圍明渠的水質，建議採用旱季截流系統，截獲的旱季流量估計為每日 2,850 立方

米。污水影響評估顯示，現有的污水收集系統有足夠容量接收旱季截流系統截獲的額外旱

季流量和擬建廁所設施的排放。因此，不需要任何緩解措施。預計本工程項目於施工階段

不會造成不良污水收集系統影響。 

3.7 生態（陸地及海洋） 

3.7.1 有關生態影響的評估是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10 節和附件 H，以及《環評技術備忘

錄》附件 8 和 16 的相關要求而進行。陸地生態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覆蓋了本工程項目工

地以及其邊界外 500 米以內的範圍以及其他可能受項目影響的範圍；海洋生態影響評估的

評估範圍與水質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相同，覆蓋了城門河和《水污染管制條例》中所劃的

吐露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 

3.7.2 是次評估檢閱了相關文獻和於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進行了涵蓋旱季和雨季的實

地生態調查。近期實地生態調查中在 500 米評估範圍內共記錄了 9 種生境，包括林地、混

合林地、植林區、草地、水塘、村/果園、已發展地區/荒地、自然河道和人工河道。工程項

目範圍內記錄的生境類型主要為已發展地區/荒地和人工河道。除了小部分大圍明渠河段由

於支援濕地植物或為鷺鳥和其他水鳥的夜間棲息前的聚集而有低至中度的生態價值，已發

展地區/荒地和人工河道的生態價值均較低。 

3.7.3 對於其他位於工程項目範圍以外的生境，林地和混合林地被認為具有中或中到高生態價值，

自然河道生態價值被認為具有低到中等的生態價值，而剩餘的生境（植林區、草地、水塘、

村/果園、已發展地區/荒地和人工河道）則被認為具有低的生態價值。評估範圍記錄到的具

保育價值的物種包括 8 種植物、12 種鳥類、8 種哺乳動物、4 種兩棲爬行類動物、5 種蝴蝶、

2 種蜻蜒和 2 種淡水物種；其中工程項目範圍內記錄到的具保育價值的物種有 8 種鳥類、2

種哺乳動物和 4 種蝴蝶。 

3.7.4 評估範圍內錄到的海洋生境包括生態價值均為低的潮下帶硬基層、軟相海底和潮間帶生境。

由於本工程項目範圍遠離海洋生境（超過 5.55 公里），預計工程不會對海洋生境造成直接

影響，而其間接影響亦極低可忽略不計。 

3.7.5 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評估範圍內的自然生境造成直接影響。擬議工程造成的直接影響僅

限於短暫損失一部分人工河道和已發展地區（約 11.1 公頃）。鑑於受影響生境的生態價值

為較低至中等，而且受影響的範圍較小及為臨時性，預計本工程的直接影響是輕微的，除

了對大圍明渠兩小段支緩濕地植物和鷺鳥棲息前集合點的直接影響是低至中等。所有受工

程影響的位置都會於竣工後修復，而已作為本工程項目的一部分有關位置的生態價值亦會

被提高。本工程項目將採取適當避免措施（例如限制施工時間、保護明渠沿岸的成齡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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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踏入鷺鳥的夜間棲息地）以保護蝙蝠和鷺鳥在白天和夜間的棲息生境。是次研究亦建

議於工程範圍下游位置城門河道内於建造階段安裝臨時浮躉以補償暫時損失的鷺鳥夜間棲

息前的聚集地。 

3.7.6 建造階段的可能造成的間接影響包括人為干擾、建築噪音、揚塵和工地徑流。 通過適當實

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和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工程不會產生重大的不良生態影響。通過將優

化生態環境的設計納入大圍明渠的活化設計和限制不開放大圍明渠第 1 段（即大圍明渠下

游）予公眾，預計本工程項目營運階段造成的干擾性質與現有基線條件相比下較小。工程

可通過創造和優化濕地生境產生淨正向生態結果。預計本工程項目於建造和營運階段均不

會對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3.7.7 是次研究建議在施工前在工程項目範圍 100 米内進行鷺鳥夜間棲息地調查，以確定鷺鳥夜

間棲息地的狀況和位置。是次研究亦建議於建造階段在工程項目範圍 100 米内每月進行定

期監測，以識別活躍的鷺鳥夜間棲息前的集合地和夜間棲息地以及監測鷺鳥所使用的擬議

臨時浮躉。然後根據影響監察結果推薦適當的補救措施。是次研究亦建議於建造階段每月

進行定期工地審核以確保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均有被妥善實施。本工程項目於營運階段不

需要任何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 

3.7.8 大圍明渠的活化方案融入了優化生態環境設計以提高本工程項目的生態價值，本工程項目

亦採取了相關的優化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以進一步減少任何潛在的環境影響。擬議的大圍

明渠活化方案應於滿足社區需求的設計（例如美觀、娛樂/休閒和可達性）與優化生態環境

的設計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大圍明渠內和沿岸可創造生境可以實行優化生態以提高本工程

項目範圍的整體生態價值。有關設計不應對明渠的周圍生境和棲息其中的動物造成干擾。

大圍明渠活化完成後，本工程項目範圍內的生態價值能通過將優化生態環境的措施納入設

計而有所提高。渠務署會於優化生態環境後展開和實施相關的生態監測計劃，以檢討這些

優化生態環境的設計的效能（例如創造濕地生境、綠化種植和針對個別物種的優化設施）。

有關計劃旨在記錄本工程項目範圍內的整體生態狀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新創造生

境和優化設計的質素、生態設施目標物種的使用率和綠化植被狀況。大圍明渠的保養和管

理要求應根據監測結果進行相應調整。 

3.8 漁業影響  

3.8.1 是次研究根據《環評研究概要》第 3.4.11 節和附件 I，以及《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9 和

17 等文件所闡述的相關要求，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對漁業可能造成的影響。 

3.8.2 本工程項目只涉及工程項目範圍內的建築工程（現有的大圍明渠和旁邊的已發展地區）。

預計評估範圍內不會損失任何捕魚區或海產養殖區。通過實施建議的水污染控制措施，預

計本工程項目在建造和營運階段不會對評估範圍內的捕魚區和魚類養殖區造成任何影響。

因此本工程不需要進一步針對漁業影響的緩解措施和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 

3.9 文化遺產影響 

3.9.1 是次研究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13 節及《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9 和附件 K

的要求，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可能造成的影響。文化遺產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覆

蓋了本工程項目工地以及其邊界外 300 米以內的範圍。 

3.9.2 法定古蹟 — 王屋村古屋 — 位於活化後的大圍明渠排放區 300 米範圍內，距離最近的工地

邊界約 1.8 公里。由於擬議工程大多位於大圍明渠內，而王屋村古屋與擬議工程之間有相

當大的分隔距離，預計在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和營運階段不會對王屋村古屋造成任何直接或

間接影響。 

3.9.3 本工程項目 300 米評估範圍內共有 10 個建築文物資源。預計本工程項目對文化遺產造成

的直接影響為建築機械接觸到博雅山莊門樓（須進行評級的新項目）和其工地疏忽造成的

損害。在建造階段期間建築機械經地面傳送的震動將間接影響本工程項目 100 米範圍內

的建築文物分別為博雅山莊門樓（須進行評級的新項目）、玉山艸堂（一級歷史建築）、

大圍第一街 1 至 3 號（三級歷史建築）以及積存圍圍門（二級歷史建築）。是次研究建議

建議為這些建築文物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包括為相關的建築物在工程前後進行狀況勘測、

訂立工程緩衝區以及採取警惕 /警報 /立即行動（AAA）系統進行監測振動、沉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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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斜，以避免和盡量減少任何潛在的直接影響（如因接觸建築機械及工地疏忽造成的損害）

或因地面振動造成的間接影響。通過實施以上建議的措施，預計在建造階段不會對建築文

物資源產生不良影響。另外，由於本工程項目不會對當前景觀造成可能影響建築遺產的重

大改變，預計在運營階段亦不會對建築文物資源產生不良影響。 

3.9.4 在本工程項目邊界 300 米範圍內沒有任何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

考古造成影響。 

3.10 景觀及視覺影響 

3.10.1 是次研究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第 3.4.12 節和附件 J、《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8，

以及《環評條例指南 8/2010 號》的要求，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景觀及視覺影響。 

3.10.2 擬議的活化工程主要在現有大圍明渠內進行，而另外一些擬議於路邊的結構可能會對相鄰

的視覺敏感受體造成視覺影響。工程項目範圍內調查了 254 棵樹木，其中 202 棵建議保留，

包括全部現有沿大圍明渠生長的成齡樹。根據最新樹木處理方案，工程建議將 1 棵常見的

樹木（假蘋婆）在原址進行移植，及移除 13 棵屬於常見的物種的樹木（包括印度榕、筆管

榕、假蘋婆）和 38 棵屬不良品種的銀合歡。《發展局技術通告(工務) 第 4/2020 號》規定

現場和場外補償樹木的數量不得低於包括死樹在內被移除樹木的數量，但不包括不良樹木

品種，因此按規定只需要補償 13 棵樹木，並不需要補償屬不良品種的銀合歡。為了補償現

有原址的樹木損失以及促進綠化和提高附近的美化價值，本工程建議在可用工程項目種植

範圍補種大約 28 棵重標準樹。通過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包括保育樹木、補償種植樹木、

移植樹木、控制夜間強光照明、豎立景觀圍板、妥善管理建築活動和設備，以及於竣工後

修復暫時受影響的園景及河道，預計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剩餘景觀

及視覺影響。本工程項目擬議沿大圍明渠提供的景觀美化工程和康樂設施可在營運階段為

視覺敏感受體帶來良好的影響。 

3.10.3 大圍明渠活化方案融入了建築和景觀設計以改善近水文化、促進綠化和優化生態環境。 擬

議建築和景觀設計及堤岸改造為營運期間主要的視覺／景觀變化。通過擬議的綠化大圍明

渠及堤岸、沿明渠提供休憩地方、融入敏感和美學的設計、重新提供受影響的公共休憩，

本工程項目的相關整體影響符合《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8 的要求，本工程項目亦

會對景觀和視覺帶來效益。 

 

4 環境監察與審核 

4.1.1 是次研究建議於建造階段進行與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生態（陸地和海洋）、

文化遺產以及景觀及視覺影響相關的環境監察與審核要求定期工地檢查及審核，以確保各

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均有被妥善實施。另外亦建議在本工程項目營運前進行固定噪音源頭

（即擬議水泵和紫外線消毒系統）運作測試，以確保固定設備噪音帶來的影響符合相關的

噪音標準。環境監察與審核的具體要求，均於《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中詳細闡述。 

 

5 總結 

5.1.1 通過實施本工程項目，大圍明渠超過 70,000 平方米面積的混凝土河道將被改造為綠色空間

以促進社區環境的綠化，而且大圍明渠的生態價值亦可通過融入擬議優化生態環境設施有

所提高。此外，通過擬議的旱季截流系統和人工淨化濕地截取／淨化大圍明渠沿岸排水口

現時排出的受污染的水，以及通過大圍明渠寬頂攔河堰下游與城門河交匯處鄰近近文禮閣

的位置的改造堤岸工程減少由潮汐影響帶來的淤泥過度堆積的問題，大圍明渠長年與排放

其中的受污染的水相關的水質和氣味問題將得以改善。為了讓市民更好地欣賞大圍明渠活

化後的水景和生態環境優化設施，以及促進近水文化，大圍明渠的部分堤岸位置將被改造

成綠色公共休憩用地，並提供堤岸步道和堤岸休憩用地供公眾享用。明渠上游岸邊也會建

議增建懸臂觀景台／有蓋行人道。擬議的大圍明渠活化方案不會帶來不良的環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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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是次環境影響評估對大圍明渠活化工程在建造和營運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提供了有

關其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訊。環評亦在有需要的地方建議了適當的污染控制措施以及緩解

措施，以確保本工程項目能夠符合相關的環境法例、標準和指引。 

5.1.3 總括而言，是次環評認為，若能在擬議大圍明渠活化工程的建造和營運階段實施各項建議

的緩解措施，本工程項目會符合《環評研究概要》和《環評技術備忘錄》的要求。環評報

告內已闡述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實施時間。此外，是次環評亦提供了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

以便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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