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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1 背景 

1.1.1 掃管埔交匯處是北區三個主要交匯處之一，連接粉嶺和上水的南北兩部份。掃管埔交匯處一直

都以接近飽和狀態運作。過去數年，掃管埔交匯處都被認為是北區多次嚴重交通癱瘓的原因之

一。過去數年所出現的交通癱瘓情況，展現出區內一些地點的現有交通基礎設施的脆弱和不足，

必須進行改良及／或改善工程來糾正這種情況。北區區議會已多次向政府要求改善有關情形。

預料當多項規劃中的公營和私營房屋發展項目完成後，北區人口會因而增加，並令掃管埔交匯

處的交通情況進一步惡化。 

1.1.2 為了應付預期中的交通需要和處理公眾需求，本工程項目會建造一條新的連接路，並進行路口

改建工程來改善現有的掃管埔交匯處。北區區議會的交通運輸委員會於較早前建議新建一條南

北連接來紓緩現時的交通情況。 

1.1.3 本工程項目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稱「環評條例」）第 5(1)(a) 條的要求，於 2021 年 1

月 6 日向環保署提交了項目編號為 PP-616/2021 的工程項目簡介，以便申請環境影響評估研究概

要（以下簡稱「環評研究概要」）。本工程項目於 2021 年 2 月 2 日按照環評條例獲發編號為

ESB-338/2021 的環評研究概要。 

1.1.4 是次環評研究旨在探討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並建議適當的緩解

措施，以便紓緩不良的環境影響。 

1.2 環評條例中的指定工程項目 

1.2.1 本工程項目的下列部份（見表 1.1）屬於環評條例附表 2 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 

表 1.1 本工程項目中屬於指定工程項目的部份 

環評條例附表 2 本工程項目中的指定工程項目 

第 I 部 

A.1 項 

屬快速公路、幹道、主要幹路或地

區幹路的汽車車道。 

 

下面列出的本項目的擬議道路包括主要幹路及地區幹路的

道路。 

分類為主要幹路的擬議道路： 

• 一條兩線不分隔的行車天橋（主坡道）和一條一線不

分隔的行車天橋（側坡道）橫跨雞嶺迴旋處；及 

• 一條兩線不分隔地下道路位於掃管埔路下面。 

分類為地區幹路的擬議道路： 

• 一條地面道路連接新運路和新建的天橋；及 

• 一條地面道路連接新建的天橋和百和路。 

 



  

 

 

 

行政摘要  

土木工程拓展署  

 

科進 

2023 年 8 月 

 2 

1.3 環評研究的目的和方法 

1.3.1 是次環評研究的目的包括：就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提供有關影響性質和範圍的資

料；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以便把潛在環境影響控制至符合環評條例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技

術備忘錄」所述要求；以及證實本工程項目在環保方面的可接受程度。在環評研究概要中闡述

的主要環境事項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土地污染、生態環境、景觀及視覺

影響和文化遺產。 

1.3.2 是次環評研究是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所闡述的評估方法指引而進行。評估工作的一般做法

包括：說明該項影響評估的基線環境情況、找出和評估各項潛在影響，並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

以及建議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是次環評研究是採用行之有效，並獲國際接受的方法，即基於

合理的最壞情況而進行評估。 

1.3.3 本工程項目已考慮了多種建築方法和工序，並在適當和可行的情況下，採用了環保建築方法，

以避免及／或減少對附近敏感受體的影響。 

1.4 行政摘要的結構 

1.4.1 本行政摘要摘述了本工程項目的環評報告所闡述的結果、建議和結論。本行政摘要的其餘各章

大致如下： 

• 第 2 章 – 工程項目說明； 

• 第 3 章 – 環境影響評估的主要結果； 

• 第 4 章 – 環境監察與審核；及 

• 第 5 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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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項目說明 

2.1 本工程項目的目的 

2.1.1 本工程項目旨在透過以下工程改善掃管埔交匯處的交通擠塞情況： 

(一) 建造一條名為掃管埔連接路的新道路，由以下路段組成：一段地面道路、一段地下道路、

一條兩線的天橋（主坡道）和一條一線的天橋（側坡道），連接位於掃管埔交匯處北面的

新運路和南面的百和路； 

(二) 重新安排介乎掃管埔交匯處和百和路之間一段掃管埔路的走線； 

(三) 對新運路和百和路交界的路口進行改建工程； 

(四) 重置受影響的行人天橋、單車徑和樓梯；及 

(五) 進行相關的道路工程、土力工程、景觀工程、渠務工程、公用設施工程、交通輔助設施、

交通訊號改建工程、環境緩解措施、街道照明、街道設施及其他附屬工程。 

2.1.2 本工程項目會新建一條行車道路，即擬議的掃管埔連接路，直接連接新運路和百和路。這樣可

以改善掃管埔交匯處的交通容量，並在掃管埔交匯處發生交通事故時，可以成為另一條通道，

讓粉嶺公路南、北兩側的交通在緊急情況下仍能保持暢順。 

2.1.3 本工程項目的位置和詳細平面圖分別展示於圖 2.1 和 2.2。 

2.2 本工程項目的範圍 

2.2.1 本擬議工程計劃包括： 

(a) 興建全長約 700 米的南北向連接路，以連接百和路及新運路； 

(b) 重建掃管埔路近北區公園的部分路段； 

(c) 擴闊由掃管埔路往新運路的西北支路； 

(d) 重建/重定雞嶺迴旋處與百和路之間掃管埔路的走線； 

(e) 改善新運路與擬建南北向連接路的路口； 

(f) 改善百和路與掃管埔路的路口； 

(g) 改建在掃管埔路下連接北區公園的現有行人隧道； 

(h) 興建連接新運路與高架掃管埔路的升降機和樓梯； 

(i) 興建一條橫跨掃管埔路近百和路的行人隧道；  

(j) 重置在北區公園內受道路工程影響的滾軸溜冰場；及  

(k) 進行相關的附屬工程包括土力、環境美化、渠務、水務、機電、環境緩解措施、街道照明

和公用設施工程，及安裝街道裝置和交通輔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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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工程項目的必要性 

2.3.1 百和路和新運路之間，現時是通過現有的掃管埔交匯處間接地相連。來自粉嶺公路的西行車輛

和東行車輛，若要前往新運路或百和路，都必須經過現有的掃管埔交匯處。擬議新建的直接連

接路，即掃管埔連接路，提供了新運路和百和路之間的另一條通道。在本工程項目的擬建掃管

埔連接路落成啟用後，經過現有掃管埔交匯處往來新運路和百和路的部份車輛，會分流至新建

的掃管埔連接路，從而改善粉嶺南部和北部之間的交通。此外，新建的掃管埔連接路完工後，

粉嶺／上水之間的連通程度，亦會透過這條連接路而得到改善。往來新運路／百和路的車輛，

可以利用新建的掃管埔連接路繞過現有掃管埔交匯處，因此，亦會令該交匯處的車流量減少。 

2.4 「進行」和「不進行」本工程項目的情境 

「不進行」本工程項目的情境 

2.4.1 掃管埔交匯處一直都以接近飽和的狀態運作。預料當多項公營和私營房屋發展項目完成後，北

區人口會因而增加，並令掃管埔交匯處的交通情況更惡化。此外，倘若未能進行本工程項目，

粉嶺和上水的部份主要連接路和路口都會出現車流容量問題，例如在粉嶺公路、新運路和百和

路等道路上，預料會出現較長車龍，特別是在繁忙時段。 

「進行」本工程項目的情境 

2.4.2 由於本工程項目為往來粉嶺北部和南部的車輛提供另一條連接通道，預料掃管埔交匯處和鄰近

連接道路的車流量均會減少。此外，在掃管埔連接路下游，於百和路附近擬議進行的掃管埔路

改建工程，能夠增加介乎掃管埔交匯處和粉嶺南部之間一個繁忙路段的車流容量，並紓緩對該

段道路的交通需求，因此，會令交通暢順，亦有助於減少掃管埔交匯處的擠塞情況。所以，掃

管埔交匯處關鍵路段的交通容量問題會得到紓緩，而部份路口在繁忙時段的交通容量亦會得到

改善。倘若本工程項目可以在 2031 年落成啟用，則粉嶺和上水的主要連接道路和路口的車流容

量問題均會有所紓緩，甚至得到解決。 

2.5 各個走線方案的考慮 

2.5.1 本工程項目的走線方案都已考慮下列各項基本準則，例如：為新運路和百和路提供一條直接的

連接道路、紓緩預計會在掃管埔交匯處出現的交通擠塞情況，以及繞過粉嶺和上水地區各條繁

忙的連接道路。此外，在對本工程項目各個走線方案進行評估的過程中，充份檢討和評估了多

項環境因素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受到的影響，包括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土地污染、

生態環境、景觀和視覺，以及文化遺產。是次環評研究除了考慮環境因素之外，還考慮了其他

工程事宜，例如土地要求、工程可行性，還有公眾觀感、施工時間和成本，以及保養要求等。 

2.5.2 本工程項目根據「合約編號 CE4/2018–北區掃管埔（雞嶺）迴旋處南北連接路替代走線 - 可行

性研究」的初步方案，按照盡量平衡各項因素的原則，草擬了發展方案（詳見圖 2.2）。 

2.6 施工方法 

2.6.1 本工程項目在選擇施工方法時，已考慮了需要克服工地的各種困難條件及／或限制，以及道路

走線的複雜程度。 

2.6.2 下文摘述了本工程項目探討過的施工方法，以及選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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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連接新運路和百和路的掃管埔連接路會採用預應力混凝土高架道路。在橋面結構方面，本工程

項目考慮了多種建造方法，包括預製法或現場澆注法。在考慮過各種方法的工程可行性和環境

影響後，建議採用現場澆注法。同時，會採用永久模板，例如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製成的模板來

建造現場澆注板塊。 

2.6.4 橋面結構可以採用懸吊移動模板來進行現場澆注，或用架設於地面的工作架來進行。相對於以

懸吊移動模板來進行現場澆注，採用地面工作架的現場澆注法需要較短的施工時間，因此，是

較為可取的施工方法。縮短工程時間可以有效地減少施工階段可能造成的環境和交通影響。 

2.6.5 建議採用懸臂式移動模板的現場澆注法來建造東鐵線的混凝土箱形大樑。若採用移動模板的現

場澆注法，各段大樑都必須以雙臂澆築法建造。懸臂式模板會以移動起重機在東鐵線兩側的橋

墩架設好。在每段懸臂完成後，便會在非列車運行時段把懸臂式模板推頂向前。這些模板無需

以移動式起重機重新放置。當兩側的最後一段懸臂結構都建好後，便會在非列車運行時段，以

設置於新運路上的移動式起重機拆除在東鐵線上方的懸臂式模板。 

2.6.6 在掃管埔路（北段）下方的地下道路可以採用各種隧道建造方法建造，例如明挖回填法和鑽鑿

法／鑽爆法。鑑於掃管埔連接路的走線範圍和形狀，建議採用明挖回填法來建造，會比較可靠

和可控。掃管埔路會根據設計標高，並配合地下道路的施工予以重建。 

2.7 工作計劃 

2.7.1 本工程項目暫定於 2025年動工，並於 2030 年底前完成。各項主要建築工程的暫定時間表，均羅

列於表 2.1。 

表 2.1 主要建築工程的暫定實施階段 

主要工程 暫定執行時間 

地面道路建造工程（南面部份） 2025 年 11 月至 2030 年 7 月 

地面道路建造工程（北面部份） 2026 年 5 月至 2028 年 12 月 

掃管埔連接路（橋樑部份） 2026 年 6 月至 2029 年 12 月 

 

2.8 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 

2.8.1 是次研究已找出本工程項目附近會於同期進行的其他工程項目。表 2.2羅列了這些已規劃／已承

諾的工程項目的主要細節。是次環評研究也考慮了這些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潛在累

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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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同期進行的工程項目摘要 

工程項目 
工程項目 

倡議者 
施工時期 

清曉路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土木工程拓展署／ 

房屋署 
2022 至 2030 

粉嶺 17 區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土木工程拓展署／ 

房屋署 
2023 至 2031 

北區醫院擴建工程 建築署／醫管局 2021 至 2028 

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局部發展–公用事業工程及路口改善工程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24 至 2029 

上水及粉嶺再造水供應計劃 水務署 2021 至 2026 

2.9 公眾關注事項 

2.9.1 本工程項目在按照「環評條例」申請環評研究概要時，進行了多項公眾諮詢活動。於 2021 年 1

月 7 日至 20 日期間，公開展出了本工程項目的「工程項目簡介」。在此期間，收集到公眾對本

工程項目簡介的意見，其中的主要關注事項包括：對現有交通情況的觀察，以及有關增加輔助

交通設施、各類紓緩現有情況的改建提議、噪音的滋擾、施工對北區公園池塘的鷺鳥林和附近

環境的影響、砍伐樹木的範圍，以及生境的保護等。工程建造計劃已經根據公眾檢閱期間所收

到的建議作出最佳化調整，包括：優化施工計劃，例如在鷺鳥的繁殖季節減少在北區公園附近

進行大型建築工程，以及實施可行的緩解措施以減少施工影響和雀鳥碰撞的機會。是次環評研

究已處理了這些潛在影響，並在環評報告中加以探討。 

2.9.2 在 2021 年 2 月公佈環評研究概要後，於設計掃管埔連接路時已與持份者進行多方面的諮詢，收

集並考慮了其意見。2023 年 6 月 16 日已經與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及香港觀鳥會等環保團體進行

了簡介會，並將他們於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納入了環評研究評估中，並在環評報告中討論。 

2.9.3 是次研究於 2020 年 11 月 9 日諮詢了北區區議會。於 2023 年 5 月 8 日與北區區議會的交通運輸

委員會進行了進一步的諮詢。該提案已經獲得北區區議會成員的初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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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的主要結果 

3.1 進行環評的方法 

3.1.1 環評程序提供了方法，可以基於現階段可取得的資訊來找出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對環

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並作出評估和報告。這是一個與設計程序一起反覆進行的程序，用以找出

各個設計方案的潛在環境事宜，並發展其他方案和適當的緩解措施，以便納入本工程項目的設

計、施工和運作中。公眾意見也會被納入設計和環評程序中的適當地方。是次環評研究建議了

多項緩解措施，務求能夠避免一些潛在環境影響，或將影響減少或緩解至可接受水平。 

3.1.2 是次環評研究已就下列各項預計會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和運作階段出現的環境影響，確定了其

性質和範圍： 

• 空氣質素； 

• 噪音； 

• 水質； 

• 廢物管理； 

• 土地污染； 

• 生態環境； 

• 景觀和視覺；及 

• 文化遺產 

3.2 空氣質素 

3.2.1 有關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2 和「環評研究概要」第 3.4.4 條的規定進行了評估。進行空氣質素影響評估的評估範圍，是本

工程項目工程地點和工程地區界線外 500 米以內的範圍。 

3.2.2 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可能造成的空氣質素影響，主要來自一些需要進行挖掘和處理挖出物料

的工程，包括工地清理、斜坡工程、打樁工程和地面建築工程等所產生的建築粉塵。本工程項

目在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值得關注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包括：總懸浮粒子、可吸入懸浮粒子、微細

懸浮粒子。由於本工程項目在任何時候都只會在小範圍內進行小型挖掘工程，因此，若能實施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註明的緩解措施，以及各項建議的減塵措施和良好

施工方法，包括在工地出口設置和使用車輪和車身清洗設施、任何時間都保持所有外露地點濕

潤，或以不透水薄片覆蓋，以及在裝載、卸載或搬運多塵物料前，以水或抑塵化學物噴洒這些

物料等，並且在施工期間定期進行粉塵監察以確保符合相關法例要求及標準，本工程項目的施

工活動不會造成不良的粉塵和空氣質素影響。 

3.2.3 在本工程項目的運作期間，來自新建道路的車輛廢氣可能會對附近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造成空

氣質素影響。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所產生的主要空氣污染物是車輛廢氣，當中包括二氧化氮、

可吸入懸浮粒子和微細懸浮粒子。是次研究對空氣質素進行了定量評估，當中考慮了本工程項

目的新建道路和在 500 米研究範圍內的現有道路網絡的車輛廢氣、在 500 米研究範圍內的其他

排放源（包括工業排放），以及背景空氣質素。根據預測，在所有已識別的空氣質素敏感受體

處預測到的累積二氧化氮、可吸入懸浮粒子和微細懸浮粒子影響，都符合現行的香港空氣質素

指標的要求。因此，預料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不會造成不良空氣質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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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噪音 

3.3.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5 和 13，以及「環評研究概要」第 3.4.5 條和附件

C 所闡述的要求，對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噪音影響作出評估。進行噪音影

響評估的評估範圍，是本工程項目工程地點和工程地區界線外 300 米以內的範圍。 

3.3.2 潛在的建築噪音影響，主要來自道路建造工程所使用的機動設備。主要的建造工程包括工地清

理、斜坡工程、打樁工程和地面建築工程。評估結果顯示，預測噪音聲級會介乎 69 分貝(A)至

99 分貝(A)之間。在實施各項建議的噪音緩解措施下，例如採用更安靜的施工方法、優質機動設

備、臨時可移動隔音屏障/隔音罩和隔音物料、以及妥善安排施工時間等，在已識別的噪音敏感

受體處預測到的緩解後建築噪音聲級，會介乎 53 分貝(A) 至 75 分貝(A)，亦即會符合「環評技術

備忘錄」所闡述的建築噪音準則（除了在學校考試期間）。 

3.3.3 建議承建商必須與學校的管理人員聯絡，以便協調建築工程的施工時間，避免在考試期間進行

高噪音的施工活動，減低對鄰近學校的影響。 

3.3.4 是次研究已根據本工程項目運作 15 年內的最高預測交通量，即 2041 年(1)的預測交通量作為依據，

評估了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道路交通噪音影響。若能實施各項建議的噪音緩解措施，包括沿

著掃管埔連接路和重新安排走線的掃管埔路（南段）採用低噪音路面和裝設隔音屏障，各個噪

音敏感受體處的噪音聲級均會符合相關的噪音標準，或本工程項目的道路於所有具代表性的噪

音敏感受體所產生的噪音聲級增幅，相對於整體噪音聲級，會少於 1.0 分貝(A)。因此，預料本

工程項目在運作期間，不會造成不良噪音影響。 

3.4 水質 

3.4.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6 和 14，以及「環評研究概要」第 3.4.6 條和附件

D 所闡述的要求，對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水質影響作出評估。 

3.4.2 可能令本工程項目造成水質影響的潛在來源包括：工地徑流、施工活動的排水，箱型排水溝的

改道／改建，以及現場工作人員產生的污水。在施工期間使用的化學品和意外溢出的化學品／

化學廢物等，也會產生化學廢物。若能實施各項建議的管理和緩解措施，包括「專業人士環保

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94 號」所闡述的地面控制措施，並定期清潔和保養化學廁所，預料

各項陸地施工活動均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水質影響。 

3.4.3 在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潛在水質影響包括由擬建道路產生的地面徑流。這些徑流通常都含有較

多懸浮固體、砂礫、小量由車輛產生的汽油和油脂。這些物質都會影響接收水體的水質。本工

程項目會裝設已配備適當隔泥或隔沙設施的道路排水系統，用以收集下雨時的路面徑流。預計

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和管理方法後，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不良水質影響。 

3.4.4 預料本工程項目對箱型排水溝進行的改建和重新走線工程，都不會對排水系統或地面水景的水

流容量造成不良影響。因此預計，本工程項目不會對該區的水文情況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3.5 廢物管理影響 

3.5.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7 和 15，以及「環評研究概要」第 3.4.7 條和附件

E 所闡述的要求，對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廢物管理影響作出評估。 

 

 

(1)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佈的「香港人口推算 2020-2069」的人口推算數據，在本工程項目完成後的 15 年內（即 2030 年至 2045 年），

預測交通流量會在 2041 年達到最高峰。因此採用了 2041 年來代表最壞情況的年份，為本工程項目進行噪音影響評估。 



  

 

 

 

行政摘要  

土木工程拓展署  

 

科進 

2023 年 8 月 

 9 

3.5.2 本工程項目的施工活動，包括工地清理、小型斜坡和挖掘工程，以及打樁和地面建築工程可能

會產生的廢物包括：建築工程產生的建造和拆卸（拆建）物料、工作人員產生的一般垃圾，以

及施工機器的保養維修工作產生的化學廢物。若能使用已獲准的方法來搬移、運送和處置這些

廢物，並嚴格依循各項建議的良好施工方法，預計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在廢物管理方面不會

造成不良的環境影響。 

3.5.3 是次研究亦建議了多項減少廢物措施，藉以減少本工程項目所產生，並需要運往工地外處置的

物料。是次研究根據最新的施工計劃，估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會產生約 53,688 立方米的惰

性拆建物料，其中 25,360 立方米會盡量在現場重新使用，而餘下的 28,328 立方米則會被棄置於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即屯門 38 區的填料庫）。此外，估計施工階段會產生約 5,690 立方米的非

惰性拆建物料。其中的塑膠和包裝物料等可回收物料均會盡可能在現場加以分類，以便回收。

不可回收的非惰性拆建物料會被運往堆填區（即新界東北堆填區或擬議的新界東北擴建部份）

予以棄置。 

3.5.4 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產生任何廢物。因此，運作階段的廢物管理不會造成不良環境影響。 

3.6 土地污染 

3.6.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9 第 3.1 節，以及「環評研究概要」第 3.4.8 條和

附件 F 所闡述的要求，對本工程項目可能造成的土地污染事宜作出評估。 

3.6.2 根據過去／現時土地用途的資料、文獻檢閱、實地視察、實地檢查和其他從相關政府部門取得

的相關資料，都沒有發現本工程項目範圍有任何潛在土地污染事宜。此外，預料本工程項目亦

不會有任何可能造成污染的活動或土地用途。 

3.7 生態 

3.7.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研究概要」的要求，以及技術備忘錄」附件8和16所述的指引，對本

工程項目進行了生態影響評估。在500米評估區之內找到的陸地和水中生境包括：農地、水道、

已發展區、混雜林地、果園、植林區、池塘和灌木地／草地。一般而言，在本工程項目工地和

評估區之內的生境都只具偏低的生態價值，因為這些生境大都位於已高度城市化，而且備受人

類滋擾的地區之內或其附近。 

3.7.2 位於本工程項目工地界線附近的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有不少夜鷺棲息和繁殖。為了緩解

施工階段的滋擾，建議實施下列各項特定緩解措施和監察工作： 

• 在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 100 米範圍內，全年都嚴格採用非撞擊式打樁方法。此外，

在繁殖季節內，亦應盡量避免在該範圍內進行其他高噪音的建築工程； 

• 對整個繁殖季節（3 月至 8 月）進行施工前的生態調查，藉以找出繁殖季節的高峰月份，

並核驗和更新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位置。工程計劃亦必須作出相應安排，減少在繁

殖季節的高峰月份對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造成施工影響。此外，亦會把需於北區公園

鷺鳥林和日棲處 100 米範圍內進行的工程，安排在盡可能遠離該鷺鳥林和日棲處的地方進

行。 

• 在繁殖季節內，若需於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 100 米範圍內進行任何建築工程，必須在

動工前準備一份「建築噪音管理計劃」。 

• 實施減少建築噪音的緩解措施，例如採用優質機動設備、可移動隔音屏障和非撞擊式打樁

方法，並實施良好施工方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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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工程項目的施工階段和運作階段，定期監察在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 100 米範圍內

的鷺鳥日間棲息和繁殖活動。 

3.7.3 在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繁殖和棲息的鷺鳥，其飛行路線可能會被分割開。然而，牠們受到

的影響屬於輕微，因為只有極少數量的飛行路線會受到影響。此外，預料本工程項目的運作對

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造成的滋擾影響會屬輕微，因為該處現時已受到滋擾，所以該處的鷺

鳥可能已經適應人類滋擾。而且，本工程項目只會令北區公園的噪音聲級有微乎其微的增加。

因此，這些潛在影響無需進行特別的緩解。 

3.7.4 本工程項目的另一項主要潛在影響，是雀鳥可能會在運作階段碰撞新建的隔音屏障。然而，預

料發生碰撞的主要會是小型雀鳥而不是鷺鳥，因為小鳥通常飛得較快；而且，北區公園鷺鳥林

和日棲處距離新隔音屏障較遠。為了紓緩有關影響，倘若採用透明的隔音屏障，便須採用有利

於雀鳥的設計。 

3.7.5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實施上述各項緩解措施後，在施工和運作階段都不會造成不可接受的生態影

響。 

3.8 景觀和視覺 

3.8.1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景觀及視覺影響，會主要來自現有路邊景觀和北區公

園的園景因為本工程項目而受干擾，以及有植被斜坡的改建而造成的景觀改變。此外，一些景

觀特色被移除會令視覺上的美感受損。而且，行車天橋及相關結構的建築工程，以及景觀特色

的移除工程都會妨礙附近的視野。 

景觀影響 

3.8.2 這項影響的評估區涵蓋本工程項目工地界線外 500 米範圍內的所有地區。當中有 21 個景觀資源

和 5 個景觀特色區。 

3.8.3 評估區內共有 178 棵樹屬於受特別關注的樹木，其中的 172 棵是受香港法例保護的種類；當中

有 6 棵的胸徑超過 1 米。121 棵受特別關注的樹木會在原地保留；另外建議移植 14 棵和移除 43

棵。 

3.8.4 合共有 1,971 棵樹木被建議在原地保留，包括 1,937 棵個別調查和約 34 棵樹組調查的樹木。另外

建議移植 29 棵樹，全都移植在工地範圍內。建議合共移除 755 棵調查過的樹，包括 725 棵個別

調查和約 30 棵樹組中的樹木。當中有 15 棵是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有 740 棵樹須予

以補償。 

3.8.5 為了補償樹木的損失和減少綠地的損失，建議種植不少於 740 棵樹，包括約 177 棵標準樹以及

於覆蓋範圍約 4,800 平方米、斜度為 35 度或以下的斜坡上種植樹苗，以數量為準的補償率是 1:1。

詳細的種植計劃會在與各個相關部門協商後確定，並會在「樹木保存及移除建議」中闡述。 

3.8.6 為擬議工程提出的初步種植建議，是在本工程項目工地範圍內，以及經過協商同意的工地外位

置，種植標準和重標準大小的樹，以及樹苗。上述種植建議，也是補償種植建議的一部份。補

償種植建議會透過適當的視覺改善／綠化措施來補償景觀資源的損失，並藉此改善本工程項目

範圍內和經協商同意的工地外位置的未來景觀。 

視覺影響 

3.8.7 在本工程項目的視線範圍內，無論是在施工階段或運作階段，都有四類主要視覺敏感受體，即

住宅類、職業類、康樂類和旅游類視覺敏感受體。 

3.8.8 建議在施工階段實施的視覺緩解措施包括：保存現有植物、移植受影響樹木、控制夜間照明的

眩光、良好施工方法和架設具裝飾功能的圍板。建議在運作階段實施的緩解措施包括：為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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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有樹木進行補償植樹、進行路邊種植、對隔音屏障進行美觀處理、為道路採用美觀設計，

並對其他公路結構（例如：柱、擋土結構）、單車徑和行車道等，都必須在外形、色澤和質感

上採用能配合四周的設計，務求能減少潛在的不良景觀及視覺影響，並能與四周環境協調。 

3.8.9 在實施緩解措施後的視覺影響方面，根據預測，大多數視覺敏感受體在施工期間都會受到輕微

至中等的剩餘影響。在開始運作後的首天，則會受到微乎其微至中等程度的剩餘影響。在運作

第 10 年時，即擬議種植的樹木長大後，剩餘影響會減少至微乎其微至輕微的程度。在運作的第

10 年，多個視覺敏感受體所受到的剩餘影響會保持在輕微水平。這些受體包括：嘉盛苑嘉明閣

的住客、蔚翠花園的住客、海裕苑的住客、清河邨的住客、御皇庭的住客、上水中心的住客、

上水名都的住客、天平邨的住客。在本工程項目的視線範圍內的其他視覺敏感受體，在施工和

運作階段所受到的剩餘影響都屬微不足道。 

3.8.10 總括而言，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於緩解措施實施後剩餘的景觀及視覺影響都在可接受

水平。 

3.9 文化遺產 

3.9.1 是次環評研究已按照「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0 和 19，以及「環評研究概要」第 3.4.11 條和附

件 I 所闡述的要求，對本工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階段可能造成的文化遺產影響作出評估。評估

範圍涵蓋了本工程項目工地和工程區的界線外 500 米範圍內的範圍。 

3.9.2 蒲嶺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的一部份位於本工程項目的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距離本工程項目

工程區的擬議界線約 450 米。本工程項目在這個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之內或毗鄰地區，都不會

進行挖掘工程。因此預計，擬議進行的發展計劃不會造成不良的考古影響。所以無需實施任何

緩解措施。 

3.9.3 在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區範圍內，並沒有發現具考古潛力的地區。預料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考古

影響，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然而，倘若本工程項目的工程區有改變，項目倡議者必須

通知古物古蹟辦事處，亦須對是次評估未有涵蓋的新地區，進行考古潛力的評估，並就是否需

要進行更多考古行動提出建議。 

3.9.4 作為預防措施，若在進行工程期間發現「古物及古蹟條例」（53 章）所述的古物或假定古物，

項目倡議者及其承建商必須立即通知古物古蹟辦事處。 

3.9.5 根據文獻檢閱和建築文物調查的結果，在本工程項目的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沒有任何法定古

蹟或暫定古蹟，或古物古蹟辦事處所訂的政府文物地點。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在本工

程項目的文化遺產評估範圍內找到八個已評級的歷史建築物。由於本工程項目各個工程區的擬

議界線，與已評級的歷史建築物之間有足夠的分隔距離，因此不會造成直接影響，亦無需實施

任何緩解措施。 

3.9.6 本工程項目工程區的界線與多個未評級的建築文物之間都距離頗遠（超過 180 米），因此不會

造成直接影響。這些未評級建築文物包括：位於雞嶺的 11 號村屋（BH-02(2)）、雞嶺張氏家祠

（BH-03
(2)
）和粉嶺圍（BH-04

(2)
）。所以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3.9.7 雖然掃管埔村內的神龕（BH-01(2)）距離本工程項目工程區的界線較近（20 米），但最接近的主

要地下建築工程，例如打樁和樁帽建造工程等，均位於約 300 米外，所以不會造成直接影響或

振動影響。 

3.9.8 由於本工程項目工程區的界線，以及打樁和建造樁帽的地點，與上述已評級文物地點／建築物

／構築物距離頗遠（超過 110 米），預料施工時（例如進行打樁工程時）產生的振動及相關影

 

 

(2) 環評報告第 10 章表 10.2 的地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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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都屬微乎其微，所以不會造成間接影響。此外，擬議進行的道路改建工程都屬小型工程。然

而，建議對最接近工程區界線的已評級歷史建築，即吳屋村 5 號（GB-03
(3)
），以及一級歷史建

築，即彭氏宗祠（GB-01(3)）都進行振動和建築物移動監測。此舉有助於確保有關的已評級歷史

建築不會受到振動的負面影響，同時亦可以提供相關的參考數據，以便進行影響評估。 

3.9.9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文化遺產影響，因為在運作階段不會進行挖掘工程。所以

在運作階段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3) 環評報告第 10 章表 10.1 的地點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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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監察與審核 

 

4.1.1 本工程項目的環評研究評估了本項目對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廢物管理、土地污染、生態、

景觀和視覺，以及文化遺產可能造成的影響，並證明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

法後，這些影響都能符合「環評技術備忘錄」的規定。在各項建築工程進行期間可能造成的實

際影響，會透過詳細的環境監察與審核計劃加以監察，其中包括定期的實地環境調查和審核，

以確保各項建議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都有被妥善實施，而且有效。在施工和運作階段的環

境監察與審核要求，均於本環評報告附屬的「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內闡述。該手冊會闡述一

旦本工程項目造成環境影響時所需採取的管理行動和補充緩解措施，務求能夠確保本工程項目

的施工和運作對環境造成的影響，都在可接受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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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5.1.1 是次環評研究根據環評研究概要、環評技術備忘錄和其他相關的指引和準則，嚴格評估了本工

程項目在施工和運作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的整體可接受程度。是次環評亦說明了本工程項

目可能造成的剩餘影響的可接受程度，以及對人口和環境敏感資源的保護。 

5.1.2 是次環評研究認為，在實施各項建議的緩解措施後，本工程項目在環境影響方面可以接受，而

且會符合環評研究概要的相關評估標準／準則和「環境程序備忘錄」的要求。表 5.1羅列了本工

程項目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5.1.3 是次環評建議了多項合適的環境監察與審核機制，以便核實各項環評預測的準確程度，以確保

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效用。環境監察與審核手冊亦建議了各項建議緩解措施的實施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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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環境影響摘要 

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空氣質素 

施工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空氣質素

敏感受體 

建築工程可能造成

的空氣質素影響的

潛在來源包括建築

工地產生的粉塵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4 和 12 

 

不適用 「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

所闡述的適當的粉塵控制措施和良好施工

方法，均會被納入合約條文中，並在整個

施工階段實施。於施工期間定期進行粉塵

監察（納入合約條文中）以確保符合相關

法例要求及標準。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運作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空氣質素

敏感受體（包括

現有和已規劃的

受體） 

項目運作時，於空

氣質素敏感受體的

預計累積空氣污染

物濃度 (二氧化氮、

可吸入懸浮粒子及

微細懸浮粒子) 均符

合現行的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的要求。 

• 「環評技術備忘錄」

附件 4 和 12 

• 現行香港空氣質素指

標 

不適用 預料本工程項目在運作階段不會造成不良

空氣質素影響，因此無需實施緩解措施。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噪音 

施工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3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噪音敏感

受體 

69 分貝(A) 至 99 分

貝(A) 

• 「環評技術備忘錄」

附件 5 和 13 

• 距離住宅樓宇外牆 1

米處的 30 分鐘等效連

續噪音聲級達 75 分貝

(A) 

最高可達 24 分貝(A) 實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包括： 

• 採用環保署於「優質機動設備」數據庫

內羅列的優質機動設備。 

• 為機動設備便用臨時的可移動隔音屏障

或隔音罩。 

• 適當地安排施工活動的時間。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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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 距離教育機構 (包括幼

稚園、託兒所) 外牆 1

米處的 30 分鐘等效連

續噪音聲級達 70 分貝

(A)（在考試期間是 65

分貝(A)） 

• 距離公眾崇拜場所、

法院、醫院及診所外

牆 1 米處的 30 分鐘等

效連續噪音聲級達 70

分貝(A) 

• 與學校管理人員協商建築工程的時間安

排，避免在考試期間進行高噪音的建築

工作。 

• 良好施工方法。 

運作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3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噪音敏感

受體（包括現有

和已規劃的受

體） 

• 預測整體噪音聲

級： 

52 分貝(A) 至 79

分貝(A) 

• 預測本工程項目道

路的噪音聲級： 

38 分貝(A) 至 74

分貝(A) 

• 本工程項目道路造

成的最大增幅： 

2.9 分貝(A)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5 和 13 

• 在距離住宅樓宇外牆 1

米處的 L10(1 小時) 達 70

分貝(A) 

• 在距離下列地點外牆 1

米處的噪音聲級達 65

分貝(A)：教育機構 (包

括幼稚園、託兒所)、

公眾崇拜場所和法院。 

• 在距離醫院和診所外牆

1 米處的噪音聲級達 55

分貝(A)。 

• 超出噪音標準達 11 分

貝(A) 

• 工程項目的道路令整

體噪音最高上升 2.9 分

貝(A) 
 

• 下列低噪音路面： 

- 在連接至百和路的新建南向支路上鋪

設，長約 330 米； 

- 在連接至新天橋的新建北向及南向支

路上鋪設，長約 350 米；及 

- 在掃管埔交匯處和百和路之間重新安

排走線的掃管埔路上鋪設，長約 110

米 

• 沿著連接至百和路的新建南向支路東側

路邊安裝懸臂式隔音屏障（高 5 米，懸

臂長 2.5m，並呈∠45°角），長約 80 米； 

• 沿著連接至新天橋的新建北向及南向支

路東側路邊安裝懸臂式隔音屏障（高 5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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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米，懸臂長 2.5m，並呈∠45°角），長約

170 米； 

• 沿著連接至新天橋的新建北向道路西側

路邊安裝高 3 米和 5 米的垂直式隔音屏

障，分別長約 100 米和 90 米； 

• 沿著在掃管埔交匯處和百和路之間，並

重新安排走線的掃管埔路西側路邊安裝

高 3 米和 5 米的垂直式隔音屏障，分別

長約 100 米和 50 米；及 

• 沿著連接至新運路的新建掃管埔連接路

北側路邊安裝 3 米高的垂直式隔音屏

障，長約 80 米。 

水質 

施工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水質敏感

受體 

建築工程的潛在水

質影響來源包括： 

• 一般施工活動所

產生的廢水； 

• 箱型排水溝的改

道／改建； 

• 建築工地徑流； 

• 建築工人產生的

污水；及 

• 意外溢漏的化學

品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6 和 14 

• 后海灣水質管制區的水

質指標 

•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

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

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

準 

•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 PN 

1/94 號 

不適用 

 

 

 

 

 

 

 

 
 

•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

1/94 號：「建築工地的排水渠」所闡述

的緩解措施和良好施工方法。 

• 渠務署 1/2017 號技術通告「臨時改流及

會影響雨水排放系統容量的臨時工

程」。 

• 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

所闡述的良好作業方法。 

• 為建築工人提供臨衛生設施，例如化學

廁所。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運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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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的水質敏

感受體 

運作階段的潛在水

質影響包括新建道

路的地面徑流。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6 和 14 

• 后海灣水質管制區的水

質指標 

•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

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

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

準 

• 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

委員會專業守則 PN 

5/93 號 

不適用 • 參考「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

業守則 PN5/93 號」的指引，為新建道路

的排水系統設計適當的泥隔。 

• 實施最佳雨水管理方法和雨水污染

控制計劃，藉以減少非點源污染。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廢物管理 

施工階段 

拆建物料、化學

廢物和一般垃圾 

• 本工程項目的各

類建築工程，包

括工地清理、小

型斜坡和挖掘工

程，以及打樁和

上層建築工程

等，會產生約

5,690 立方米非惰

性拆建物料和

53,688 立方米惰性

拆建物料。 

• 每月約數百公升

的小量化學廢

物。 

• 「環評技術備忘錄」

附件 7 和 15 

• 廢物處置條例（354

章） 

• 廢物處置(化學廢

物)(一般)規例（354C

章）； 

• 廢物處置(建築廢物處

置收費)規例（354N

章） 

• 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28 章） 

不適用 • 實施良好施工方法、減少廢物措施、廢

物管理計劃和妥善地儲存、收集和運送

廢物。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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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 建築工程和工地

員工和工人，每

日會產生大約

227.5 千克的一般

垃圾。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 公眾潔淨及防止妨

擾規例（132BK 章） 
 

運作階段 

不適用 預料本工程項目在

運作階段不會產生

廢物。 

不適用 不適用 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不良影響，所以沒有

建議任何緩解措施。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土地污染 

現場的建築工人

和日後的使用者 

預料本工程項目不

會造成不良的土地

污染影響。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19 

• 受污染土地的評估和整

治指引（環保署，2007

年） 

• 受污染土地勘察及整治

實務指南（環保署，

2011 年） 

• 按風險釐定的土地污染

整治標準的使用指引

（環保署，2007 年） 

不適用 

 

 

 

 
 

預料本工程項目不會造成不良土地污染影

響，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生態 

施工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 暫時損失 0.095 公

頃已發展地區和

0.056 公頃植林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8 和 16 

不適用 • 在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 100 米範圍

內，全年都嚴格採用非撞擊式打樁法。

在繁殖季節內，應盡量避免在北區公園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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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代表性生態敏感

受體 

區。兩者均屬微

乎其微的潛在影

響。 

• 鷺鳥飛行路線可

能被分割，會造

成輕微潛在影

響。 

• 施工活動的滋擾

對北區公園鷺鳥

林和日棲處所造

成的間接影響，

對棲息活動而言

屬輕微至中等；

而對繁殖活動則

屬中等。 

• 施工活動的滋擾

對北區公園鷺鳥

林和日棲處以外

的附近生境和野

生動物所造成的

間接影響屬微乎

其微。 

• 工程區的地面徑

流對石上河人工

河段造成的間接

鷺鳥林和日棲處的 100 米範圍內進行其他

高噪音的建築工程。 

• 工程計劃必須作出適當安排，減少在繁

殖季節的高峰月份對北區公園鷺鳥林和

日棲處造成施工影響。 

• 在繁殖季節內，若需於北區公園鷺鳥林

和日棲處 100 米範圍內進行任何建築工

程，必須在動工前準備一份「建築噪音

管理計劃」。 

• 實施「第 4 章–噪音」所闡述的緩解措施 

• 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以減少到達北區

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夜間照明眩光。 

• 定期監察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鷺

鳥日間棲息和繁殖活動。 

• 實施「第 5 章–水質」所闡述的緩解措施 

• 良好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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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影響，屬於輕微

至中等。 

運作階段 

在項目工地界線

500 米範圍內的具

代表性生態敏感

受體 

• 永久損失 0.19 公

頃已發展地區和

0.46 公頃植林區。

兩者均屬微乎其

微的潛在影響。 

• 對生態環境造成

的間接影響，屬

於微乎其微的潛

在影響。 

• 本工程項目運作

時所產生的滋擾

會對附近生境和

野生動物造成輕

微的間接影響。 

• 可能會發生的雀

鳥碰撞事故屬於

輕微至中等程度

的潛在影響。 

• 可能發生的動物

直接死亡事故屬

於微乎其微的潛

在影響。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件

8 和 16 

 

不適用 • 採用有利於雀鳥的設計。 

• 定期監察北區公園鷺鳥林和日棲處的鷺

鳥日間棲息和繁殖活動。 

永久損失 0.46 公頃的植林

區，屬於微乎其微的潛在影

響。剩餘影響則屬可以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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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 本工程項目在運

作期間的地面徑

流對石上河人工

河段造成的間接

影響，屬於微乎

其微。 

景觀和視覺 

註：有關個別的景觀資源／特色區和視覺敏感受體的情況，請參閱環評報告「第 9 章–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施工階段 

景觀資源 • 對 LR2.1 和 LR3.1

造成中等程度的

景觀影響 

• 對 LR3.2 造成輕微

景觀影響 

• 對其他景觀資源

造成微不足道的

景觀影響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重置單車徑和行人徑 

• 保存現有植物 

• 移植受影響樹木 

• 良好施工方法 

• 恢復暫時受滋擾的景觀地區 

• 對 LR3.1 造成中等程度的剩

餘景觀影響 

• 對 LR2.1 和 LR3.2 造成輕微

的剩餘景觀影響 

• 對其他景觀資源造成微不足

道的剩餘景觀影響 

 

景觀特色區 • 對 LCA2 造成中等

程度的景觀影響 

• 對 LCA1 和 LCA3

造成輕微景觀影

響 

• 對其他景觀特色

區造成微不足道

的景觀影響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重置單車徑和行人徑 

• 保存現有植物 

• 移植受影響樹木 

• 良好施工方法 

• 恢復暫時受滋擾的景觀地區 

• 對 LCA1、LCA2 和 LCA3 造

成輕微的剩餘景觀影響 

• 對其他景觀特色區造成微不

足道的剩餘景觀影響 



  

 

 

行政摘要 

土木工程拓展署 

 

科進 

 2023 年 8 月 

23 

 

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視覺敏感受體 • 對 VSR5、

VSR15、VSR24 造

成較大的影響 

• 對 VSR1、VSR2、

VSR3、VSR4、

VSR6、VSR7、

VSR8、VSR9、

VSR10、VSR11、

VSR12、VSR13、

VSR14、VSR16、

VSR17、VSR18、

VSR19、VSR20、

VSR21、VSR23、

VSR25、VSR26、

VSR27、VSR28、

VSR30 造成中等

程度的影響 

• 對 VSR29 造成輕

微影響 

• 對其他視覺敏感

受體造成微不足

道的視覺影響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重置單車徑和行人徑 

• 保存現有植物 

• 移植受影響樹木 

• 管制晚間照明昡光 

• 良好施工方法 

• 架設具裝飾功能的圍板 

• 恢復暫時受滋擾的景觀地區 

• 對 VSR1、VSR2、VSR3、

VSR4、VSR5、VSR6、

VSR7、VSR8、VSR9、

VSR12、VSR15、VSR21、

VSR23、VSR24、VSR25、

VSR26、VSR28 造成中等程

度的剩餘視覺影響 

• 對 VSR10、VSR11、

VSR13、VSR14、VSR16、

VSR17、VSR18、VSR19、

VSR20、VSR27、VSR29、

VSR30 造成輕微的剩餘視覺

影響 

• 在運作首天和第 10 年時，對

其他視覺敏感受體造成的剩

餘視覺影響都屬微不足道。 

運作階段 

景觀資源 • 對 LR2.1 和 LR3.1

造成中等程度的

景觀影響 

•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補償植樹 

• 路邊植樹 

• 對隔音屏障進行美觀悅目處理 

• 在運作首天對 LR3.1 造成輕

微的剩餘影響；到第 10 年時

的剩餘影響仍屬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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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 對其他景觀資源

造成微不足道的

景觀影響 

• 為行車道和其他公路結構採用美觀悅目

的設計 

• 在運作首天對 LR2.1 造成輕

微的剩餘影響；到第 10 年時

的剩餘影響屬於微乎其微。 

• 在運作首天和第 10 年時，對

其他景觀資源造成的剩餘影

響都屬微不足道。 

景觀特色區 • 對 LCA2 造成中等

程度的景觀影響 

• 對其他景觀特色

區造成微不足道

的景觀影響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補償植樹 

• 路邊植樹 

• 對隔音屏障進行美觀悅目處理 

• 為行車道和其他公路結構採用美觀悅目

的設計 

• 在運作首天對 LCA2 造成輕

微的剩餘影響；到第 10 年時

的剩餘影響仍屬輕微。 

• 在運作首天和第 10 年時，對

其他景觀特色區造成的剩餘

影響都屬微不足道。 

視覺敏感受體 • 對 VSR5、

VSR15、VSR24 都

會造成較大的視

覺影響 

• 對 VSR1、VSR2、

VSR3、VSR4、

VSR6、VSR7、

VSR8、VSR9、

VSR10、VSR11、

VSR12、VSR13、

VSR14、VSR16、

VSR17、VSR18、

VSR19、VSR20、

VSR21、VSR23、

VSR25、VSR26、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8 

• EIAO-GN 8/2010（按照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準備

景觀及視覺影響評估） 

不適用 • 補償植樹 

• 路邊植樹 

• 對隔音屏障進行美觀悅目處理 

• 為行車道和其他公路結構採用美觀悅目

的設計 

• 在運作首天對 VSR4、

VSR5、VSR15、VSR25、

VSR26 造成中等程度的剩餘

影響；到第 10 年時的剩餘影

響屬於輕微。 

• 在運作首天和第 10 年時對

VSR1、VSR2、VSR6、

VSR8、VSR9、VSR21、

VSR23、VSR24 造成的剩餘

影響都屬輕微。 

• 在運作首天對 VSR11、

VSR12、VSR13、VSR28 造

成輕微的剩餘影響；到第 10

年時的剩餘影響屬於微乎其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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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受體／ 

評估點 

預測的影響結果 

（未經緩解） 
主要相關標準／準則 

超標幅度 

（未經緩解） 
避免造成影響的措施／緩解措施 

剩餘影響 

（實施緩解措施後） 

VSR27、VSR28、

VSR30 造成中等

程度的視覺影響 

• 對 VSR29 造成輕

微的視覺影響 

• 在運作首天和第 10 年時，對

其他視覺敏感受體造成微不

足道的剩餘視覺影響。 

 

 

文化遺產 

施工階段 

文化遺產資源 本工程項目的擬議

工程區位於一個沒

有考古潛力的地

區。所以無需進行

考古調查。 

預料不會影響考古

資源。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9 

• 古物及古蹟條例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 文化遺產影響評估指引 
 

不適用 • 由於評估區內沒有任何法定古蹟或暫定

古蹟，或古物古蹟辦事處所知的政府文

物地點，因此本工程項目不會對這些文

化遺產資源造成任何影響。此外，本工

程項目的工地和各項建築文物之間有足

夠的分隔距離。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

解措施。 

• 若在工程進行期間發現「古物及古蹟條

例」（53 章）所述的古物或假定古物，

項目倡議者及其承建商必須立即通知古

物古蹟辦事處。 

預料不會造成不良剩餘影響。 

運作階段 

文化遺產資源 預計在運作階段不

會影響這些資源。 

• 「環評技術備忘錄」附

件 10 和 19 

• 古物及古蹟條例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 文化遺產影響評估指引 

不適用 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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