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Story from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asia-
pacific/3227909.stm Published: 2003/10/31)  
 



 
 
每當世界各地的人們談及「亞洲區一流的泳灘」時，往往便會聯想到棕影處處的熱帶

島嶼、世外桃源般的度假勝地和絢麗燦爛的日落美景。可是，優美的泳灘不應只是水

清沙細，碧波粼粼，還須具備其他條件。最重要的是，需要確保泳客游泳時的安全：

這不僅指游泳時身體不會遇到危險，例如受有害的海中生物的威脅，還要避免感染各

種在海水中傳播的疾病。    
   
  最近，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網*中刊載的世界衛生組織(「世衛」)就泳灘發出

的最新指引，卻有部分出人意表的內容。根據世衛的指引，受多項因素的影響，世界

各地泳灘的水質差異極大，甚至連明顯未受破壞的泳灘亦存在風險。因此，這份指引

鼓勵各政府不但應提醒泳灘使用者泳灘潛在的污染風險會經常變化，而且應評定泳灘

的級別，以便居民及旅客可以掌握更多資料，並需採取積極的行動，清理和改善尚未

符合標準的泳灘。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指出，香港遠勝亞洲其他國家，早在世衛提出有關建議前，已

開始了完善的泳灘監測工作。本港在十七年前開始推行泳灘評級制度，經過不斷的修

訂和改善，現時全港所有泳灘均須定期進行全面的水質測試，並有效地向公眾提供最

新的泳灘水質資料。該篇報導指本港為亞洲區其他政府樹立了楷模。 
 
負責監測全港泳灘的政府部門為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本年報概述了環保署於二零零

三年為確保市民享用既安全及美麗怡人的泳灘而進行的泳灘監測及資料發布工作。本

年報亦附有詳細的地圖和圖表，以便讀者可以了解過去一年本港泳灘的水質情況。 
 
    
   
  (* 資料來自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網： 
http://news.bbc.co.uk/go/pr/fr/-/1/hi/world/asia-pacific/3227909.stm 
刊登日期：2003/10/31) 
 
 



 
 
 

 
 
 
 
 
 
 
 
 
 
 
 
 
 
 
 
 

 
本港擁有多個美麗怡人的泳灘，其中大部份供市民使用的泳灘屬於由政府部門管理的

「憲報公布」泳灘。現時，全港共有 41 個憲報公布泳灘，分布於不同地區，當中 32
個泳灘於二零零三年開放給市民游泳。其中，10 個位於港島，由三月一日至十一月三

十日開放，18 個則分布於不同地點，開放時間較短，由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另

外四個全年開放的泳灘分別是深水灣、清水灣第二灣、黃金泳灘及銀線灣。每年，成

千上萬的市民和遊客前往各憲報公布泳灘休閑暢泳。以二零零三年為例，單在泳季便

有接近 900 萬人次前往各憲報公布泳灘游泳。    
   
   
 香港人煙稠密，泳灘成為市民遠避繁囂的好去處。然而，本港約有 700 萬人口，即

使位處都市邊緣的泳灘也難免要承受一定的環境壓力。每年香港的泳灘水質時常變

化，尤其是夏季的連場大雨會將地面累積的污染物透過雨水渠或其他徑流沖入海中，

容易使水質產生重大及短期的變化。 
    
       
  為保障公眾健康，政府自一九八六年起推行全面的泳灘監測計劃，目的是確保游泳

人士得知本港泳灘的最新資料。監測計劃整年進行，涵蓋 41 個憲報公布泳灘和另外 9
個非刊憲泳灘。這 9 個非刊憲泳灘受到監測是由於泳灘的遊人較多或以後有機會成為

憲報公布泳灘。    
       



 
  
  
      
  環保署負責監測本港的泳灘，其使命十分清晰： 
 

 
 
 
根據上述使命宣言，環保署致力保護環境之餘，亦非常重視公眾的健康和安全。實際

上，環保署透過三個主要途徑履行上述使命，詳情記載於本報告的各章節： 
 
推行全面的泳灘水質監測計劃;  
向公眾提供最新的泳灘水質資料;  
在可行情況下，採取積極步驟改善泳灘水質。  
二零零三年環保署蒐集所得的泳灘監測最新資料亦記載於本報告中，並附有詳細的圖

表說明。 
 
 
 
 
 



 
 

    
   
 
水質指標是環保署制訂的基準指標，用以量度和分析本港泳灘的水質。水質指標是根

據八十年代後期進行的廣泛的流行病學研究而釐定的，訂明了泳灘海水中若干主要細

菌的可接受含量。水質指標訂明，每個泳灘所有在三月至十月底泳季期間採集的樣

本，大腸桿菌含量的幾何平均值不應超過每百毫升 180 個，而每月須採集樣本最少三

次，每次相隔大約三至十四天。  
水質指標與大腸桿菌相關，是由於大腸桿菌與游泳引致的發病率(特別是皮膚和腸胃

病)的關係最為密切。衡量在泳灘游泳的健康風險的方法甚為簡單，只需監測泳灘海水

中的大腸桿菌含量，便可作出準確的估計。 
 

 
 
    
       
  
    
 
 
 
 
 
 
 
 
 

 
泳季期間，環保署每星期在所有憲報公布泳灘最少採樣一次，非泳季期間則每月最少

採樣一次。全年開放的四個泳灘則每星期均受到監測。 
 
為確保樣本能真正反映泳灘水質每日的變化，樣本是在由隨機方式選定的日子(包括

周末和公眾假期)採集的。 
 



 

 
 
  
    
   
 環保署人員通常會在近岸水深及大腿至腰之間的位置採集樣本。採集的海水樣本會

保持在攝氏 4 度的溫度下，送往環保署的實驗室化驗。除了這些核心樣本外，環保署

人員亦會在流入泳區或泳灘附近的溪澗及雨水渠採集樣本，以便評估這些外來水源對

泳灘水質產生的影響。   
  

    
 
   
    環保署人員亦會在採樣地點記錄其他多項重要的泳灘環境資料。除了記錄水溫外，

他們亦會使用便攜式分析儀量度海水的溶解氧量，並會仔細留意各項可能與測試程序

有關的天氣資料及數據。去年，環保署引入一套配合特定工作需要的新電子資料記錄

系統。數據現可在採樣現場直接輸入手提個人數碼助理，然後再直接上載於辦公室的

系統主機，大大提高資料傳送的準確程度及減低出現人為錯誤的機會。 
  
    
   
  
 
  
     



    
   
  

 
  

  
 
環保署在轄下位於灣仔的實驗室進行樣本分析工作。實驗室有多名經驗豐富和訓練有

素的科學人員及技術員。每次當樣本送往實驗室後，會逐一量度其酸鹼值、鹽度及混

濁度，同時亦會分析大腸桿菌數量。大腸桿菌分析程序包括利用薄膜過濾海水樣本以

保留細菌，並將細菌培養 18 至 24 小時，然後點算培養樣本的大腸桿菌數目。此過程

中獲取的所有科學資料會輸入一個容量龐大的數據庫，按需要供監測人員檢索。整個

測試及樣本分析程序現已縮短至一天半，以便環保署能迅速地向公眾發布最新的資

料。 
   

 
 
  
    
       
     
 



  
  
    
  
      

   
 
把海水樣本送往實驗室分析的主要目的有二個：  
 
 為泳灘水質評定等級：根據近期的海水樣本測試結果，為每個泳灘的水質評定等

級。環保署設立泳灘等級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公眾在任何時間均可得知泳灘的最新情

況，以便就何時於何地游泳作出明智的決定。  
 為泳灘評定級別：環保署每年均為各泳灘評定級別，泳灘所獲的級別是它在整個泳

季期間的整體級別。有關資料大大有助了解本港不同地區泳灘水質的長期變化趨

勢。 
 
    
   
  

 
  
  
 
鑑於泳灘等級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反映泳灘的最新情況，因此泳灘等級是以最近五次採

樣錄得的大腸桿菌含量的幾何平均值評定，並分為四個等級(見下表)。由於憲報公布

泳灘在泳季期間每星期最少採樣一次，因此泳灘所獲的等級反映泳灘最近一個月左右

的狀況。然而，如最近一次採樣錄得的大腸桿菌含量超逾每百毫升 1600 個的水平，則

無論其幾何平均值如何，泳灘均會立即評定為第四級，表示水質極差。因此，泳灘等

級制度亦可迅速反映水質因大雨或地區污染事件等因素而突然變化的情況。 
    
       

      
 
    
  



      
   

 
 
泳灘全年級別制度是根據整個泳季期間每個泳灘採集的所有樣本的大腸桿菌含量的幾

何平均值評定。如下表所示，所獲的級別會用作衡量每個泳灘是否符合水質指標。雖

然水質指標的達標率可清楚反映泳灘水質的情況，環保署的測試結果更可為泳灘水質

作出更為精確的評級。符合水質指標的泳灘會評定為「良好」或「一般」，視乎泳灘

海水的大腸桿菌含量而定。至於達不到指標的泳灘則會評定為「欠佳」或「極差」，

以反映水質問題的嚴重程度。 
    
   

    
 
  
 
 



 
 
    
  環保署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向公眾提供本港泳灘水質的最新資料，以便市民就何時

於何地游泳作出明智的決定。環保署透過若干途徑發布資料，務求讓公眾隨時獲取所

需的資料。 
 
環保署設立了一條泳灘水質電話熱線 2511-6666，提供最新的資料。環保署網站

http://www.epd.gov.hk 亦載有許多有用的資料。網站不單提供最新的泳灘等級，亦包括

泳灘的其他有用資料，例如泳灘位置及提供的設施等。 
 

    

 
   
 
  
   



  泳季期間，環保署亦會每周(通常是星期五)定期發布水質資料的新聞稿，以便周末

前往游泳的泳客得知最新的資料。上述新聞稿通常刊登於本地報章。    
   
 

 
 
 
 
 
 
 
 
 
 
 
 
 
 
 

  所有向公眾開放的憲報公布泳灘，均在鄰近公共設施的位置設有告示板。當泳灘辦

事處接獲環保署提供的最新水質資料，須立即清楚顯示於告示板上。在 21 個特別容易

受大雨影響的泳灘，亦設有固定告示板，提醒泳客在大雨後的三天應避免下水，因為

隨雨水沖來的污染物需要有足夠時間才能消散。    
       
    
  
   
  最後，環保署每年均會出版香港泳灘水質報告。年報的內容豐富，並附有詳細的數

據分析，為學生、學者和研究人員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    
 

 
 
   
 
 
 
 
 
 



 
 
 
 
    
  本報告除了為泳客及泳灘使用者提供重要的資料外，其他政府部門及公共團體亦會

參考此泳灘水質監測計劃所收集的專門資料，用以積極改善本地泳灘的環境。環保署

不遺餘力地參與這項工作，例如追

蹤影響泳灘水質和安全的污染者，

並對他們採取行動。環保署亦密切

監察設於泳灘附近的污水處理廠，

確保它們妥善的運作和保養，更定

期進行監察及舉辦推廣環保意識的

活動，鼓勵泳灘附近的居民保護環

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即負責憲報公

布泳灘管理及保養工作的政府部門)
也經常使用經環保署蒐集及分析的

水質資料。舉例來說，如某個泳灘

的全年級別持續屬於「極差」，顯示該泳灘存在長期的水質問題，環保署便會建議康

文署關閉有關泳灘，直至情況明顯改善為止。在某些情況下，環保署會根據監測結

果，就應否採取糾正行動改善泳灘情況向其他政府部門提出意見。 
 
長遠而言，透過環保署推行的監測計劃，泳灘水質變化的趨勢得以了解，有助於當局

評估各項污染防治措施的成效及制訂策略進一步改善泳灘水質。 
 
    
       
 
 
 
 
 
 
 
 
 
 
 
 
 
 
 
 
 
 
 



 
 

 
 
本章概述本港不同地區泳灘的水質情況及二零零三年各泳灘所獲的全年級別及等級。

雖然每年泳灘的全年級別變化不大，但泳灘等級的數據則能反映泳季期間個別泳灘水

質出現的各項變化，並清楚顯示泳灘水質獲評為第一級(水質良好)、第二級(水質一

般)、第三級(水質欠佳)或第四級(水質極差)所佔的百分率。本報告亦附有全港各區泳

灘的全年級別圖及整個泳季各泳灘所獲等級的詳細比例圖。 
    

     
 



      

    
  
 

  
      
      
   
  南區共有 12 個泳灘，分布於港島南

岸，繼續成為全港最受歡迎的泳灘。

二零零三年，開闊怡人的淺水灣成為

最多遊人前往的泳灘，人數超過 100
萬。全年水質均保持良好的龜背灣卻

因為較難到達而最少人前往，人數只

有大約 34000 名。    
       
      

    
 
       
  除了兩個泳灘外，南區其餘所有泳灘在二零零三年的水質均屬良好，泳客亦能繼續

在安全和水質潔淨的環境下暢泳。去年，大浪灣的水質介于良好與一般之間，今年的

水質輕微變差，泳灘的全年級別由良好降至一般。主要是因為泳灘腹地仍未鋪設排污

設施，該處居民仍然使用化糞池及滲水井處理污水，大雨過後容易造成污染物溢出。

已關閉的石澳後灘的水質也屬於一般。 
    
       

 



  
 
 
  
     
    

  
 
  

      
      
   
  西貢區擁有美麗怡人的景色及多

處未受破壞的水域。由於該區人口

相對較少，因此泳灘受到人為污染

帶來的環境壓力也最為輕微。區內

6 個憲報公布泳灘的水質均普遍良

好及全部達到水質指標。以夏門灣

為例，它獲評為全港水質最佳的泳

灘之一，泳灘水質幾乎全年均保持

良好。清水灣第一灣去年所獲的級

別屬於一般，二零零三年泳灘的水

質改善至良好，與水質良好的清水灣第二灣看齊。    
         
    



        
 
      
    
       
  在西貢區的六個泳灘中，只有銀線灣獲評良好以下的級別(其級別屬於一般)。雖然

如此，銀線灣水質在二零零三年獲評為第三級或第四級(代表水質欠佳或極差)的日數

卻較二零零二年減少，這是因為當局在泳灘腹地完成了多項排污及排水工程，水質亦

可望於未來進一步改善。 
    
       
  
 
  

    
 



  

  
    
       
     

 
       
  本港西部有 14 個憲報公布泳灘，6 個在屯門區，8 個在荃灣區。該兩區的水質均受

到頻繁的海上活動、泳灘腹地大部分地區仍未建有排污設備，以及屯門及荃灣市區人

口稠密等因素的影響。雖然如此，屯門區所有泳灘均符合水質指標，各泳灘依舊獲評

定為「一般」。其中兩個泳灘，新舊咖啡灣的水質實際上略有改善，泳灘水質獲評為

第三級(表示水質欠佳)的日數較二零零二年減少。加多利灣的水質則較為不穩定，這

是由於屯門河及鄰近避風塘的污染物沖入泳灘造成污染之故。   
    

       
     
 
  
  
 
 
 
    
       



  荃灣區泳灘面對的問題較為嚴重。二零零三年，區內八個泳灘中只有一個符合水質

指標，就是位於馬灣的東灣。這個泳灘的位置稍為遠離其他七個泳灘，因此較少受到

荃灣區未有鋪設排污設施的泳灘腹地所影響。東灣的水質屬於「一般」，較去年只得

「欠佳」級別稍有改善。    
       
  除了海美灣獲評為「欠佳」級別外，藍巴勒海峽荃灣一邊所有泳灘的水質均列為

「極差」級別，與上一年所獲的級別相若。相信在持續進行的多項排污及其他改善工

程完成之前，現今情況將不會明顯改善。再者，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設施的啟用亦導

致荃灣沿岸一帶海水的含菌量上升。這是因為大量經處理的污水會由設於青衣南面的

臨時深海排污口排放，距離荃灣區各泳灘並不遠。但從積極一面看，淨化海港計劃使

本港東面的泳灘，例如大浪灣的水質大為改善。    
       

      
 
    
       
  三個泳灘(釣魚灣、汀九及近水灣)在二零零三年前已按照環保署的建議關閉。本

年，環保署建議關閉另外四個泳灘(雙仙灣、海美灣、更生灣及麗都灣)，以保障市民

的健康。因此，這些背向荃灣區蜿蜒山勢的小型泳灘目前只能作為景點駐足，不宜游

泳。環保署在未來日子定必繼續監測上述泳灘，待水質明顯改善後便會重新開放泳

灘。  
    

       
      
       
  多個憲報公布泳灘設於南丫島、長洲及大嶼山(南面)。它們的受歡迎程度各異：以

長洲的東灣為例，整個泳季的泳客人數約有 110000，而位於南丫島的蘆鬚城在同一時

期只有 15000 名泳客前往。 
 
    
       
  
 
  
     
    



       
  除了銀礦灣以外，大嶼山其餘所有泳灘均保持「良好」水質。雖然銀礦灣所獲的級

別如去年一樣只屬「一般」，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泳灘的水質在二零零三年從未被列

為第三級或第四級(代表水質欠佳或

極差)，顯示水質較二零零二年有更

大的改善。銀礦灣過去曾受到農地

徑流及腹地人口較多等因素所影

響，但近年的水質已逐步改善。相

信這個泳灘最終能跟大嶼山其他憲

報公布泳灘的水質相若。    
       
  
 

     

  
 
  

    
       



      
       
  環保署亦監測九個受泳客喜愛或以後有機會成為憲報公布泳灘的泳灘。在這些非刊

憲泳灘中，三個位於大埔區，其中兩個(沙瀾及龍尾)位於吐露港沿岸，另一個(海下)的
位置則較為偏遠。此外，有兩個泳灘位於西貢區、兩個位於屯門區，兩個位於離島

區。其中屯門區的非刊憲泳灘與憲報公布泳灘面對同樣的問題。於二零零三年，上述

九個泳灘中只有龍鼓灘未能符合水質指標，而其中四個泳灘，包括較受歡迎的愉景灣

泳灘則一直保持良好的水質。   
    
       
      
 
 
 

 
 
 
 

 
 
 



   

 
    
  整體而言，在二零零三年，本港不同地區泳灘的水質與去年相若。二零零二年，有

8 個泳灘(20%)的憲報公布泳灘未能符合水質指標。二零零三年，未達水質指標的泳灘

減少至 7 個(17%)，其中馬灣東灣的級別改善至「一般」。有關百分率在過去數年亦保

持相對穩定。一九九八年以前，本港多個泳灘未能符合水質指標，現時的情況反映本

港水質由九十年代起明顯改善。但是，相信在政府完成大部分主要排污及排水計劃

前，本港的泳灘難以完全符合水質指標。 

    
 
  目前，環保署持續定期監測泳灘水質，並確保公眾繼續獲得最新的泳灘資料。環保

署承諾，必定以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向公眾提供準確全面的泳灘水質資料。這項工作

既符合環保署所訂立的使命之一，「保障市民的健康和福祉」，能代表全港市民和遊

客監測本港美麗的泳灘也令我們倍感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