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颱風韋森特在 2012 年 7 月 23 日吹襲本港，大風吹走六個共載有 150 噸聚丙

烯膠粒的貨櫃。貨櫃外殼撞擊岩岸後裂開，數以十億計直徑小於一厘米的膠

粒已散落到海洋和本港的海灘，對海洋生物構成嚴重威脅。DB Green 及 Sea 

Shepherd 的義工在愉景灣北灘率先發現膠粒「雪堆」後，在其東南面 30 多

公里外的石澳泳灘，亦發現載膠粒的膠袋被沖上岸。其後，南丫島、坪洲、

長洲和大嶼山的多個沙灘亦發現膠粒和載滿膠粒的原料袋。 

 
8 月 5 日，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員工到南丫島東澳灣視察當地受膠粒影

響的程度並協助清理。其實在事故發生後不久，香港的一些團體立即號召加

入清理行動。世界自然基金會即時決定參與，並決定將資源集中於較偏遠的

香港水域。本會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海洋）李美華表示：「當我們知道膠粒並

不只散落在個別地區，而是整個南面水域都受影響時，我們必須採立即取相

應的行動。」 

 
在 8 月 6 日和 7 日，本會帶領專家和義工一起到如索罟群島等地去作評估和

協助清理工作，因為那裡是較難前往及生態價較高，如索罟群島一帶是中華

白海豚和江豚的棲息地。在索罟群島，除了膠粒之外，在海灘上還找到大量

其他垃圾，如發泡膠盒。而在其中一個岩洞裡，發泡膠盒竟然堆積至幾米高。 

 
之後，我們考察地區其後逐漸移向香港東南面的橫瀾島、螺洲和蒲台島一帶，

而其中螺洲是我們重點的考察地方，因為有一個貨櫃剛好在附近水域沉沒，

無數的膠粒散落在海中。首先，我們在 8 月 6、7 和 10 日率先到地型獨特的

蒲台島作評估和作清理行動，因為那裡有較高的生態價值，是江豚及多種珊

瑚魚的棲息地，同時該處也有很多品種的軟珊瑚和硬珊瑚。其後我們團隊去

到螺洲一帶，在其海岸線發現大量膠粒，甚至分散在整個地區上，很多膠粒

更被沖到岩壁上。海岸線附近大石之間的膠粒高近一尺高，亦有很多膠粒積

聚岩石和植物之間。我們連同義工們主要集中於螺洲進行膠粒清理行動。 

 
在整個事件上，我們先後多次前往螺洲和蒲台島進行清理，全靠 WWF 團隊

和義工們的努力，在該區水域和沿岸清除無數膠粒和其他垃圾。我們一共撿

拾了超過 80 袋膠粒、還有很多如發泡膠盒之類的海洋垃圾和兩塊大概 6 呎 x 

4 呎的貨櫃殘骸碎片。而且本會在這行動中招募不少義工協助這些島嶼的清

理，反應熱烈是前所未見。一眾義工們不分年齡和職業，付出大量時間協助

清理，證明香港人深明健康的海洋環境之重要性。經過這件事情後，本會將

與政府及本港多個團體作跨界別合作，協作推行全港性的「育養海岸」計劃，

期望能夠加強保護香港海岸環境，達成促進海洋生態健康發展的目標。 

 

若想參考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www.wwf.org.hk/reslib/publications/aboutlife_2012autumn/index.cfm?uNewsI

D=8400&uLangID=21 

 

照片 

http://www.flickr.com/photos/wwfhongkong/sets/72157631045568848/ 

http://www.flickr.com/photos/wwfhongkong/sets/72157630952469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