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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屯門興建新的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  
諮詢文件  

 
目的  
 
 本文旨在向區議會簡介香港天文台 (下稱「天文台」)在屯

門大欖角興建新的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 (下稱「新雷達站」 )的
建議，並就有關建議尋求區議會的支持。  
 
背景  
 
2. 航空安全對香港作為亞太區航空樞紐至為重要。天文台

需要更新老化的氣象設備，以維持航空氣象服務。為此，立法會

已在 2009 年 2 月撥款 1 億 5,400 萬元以更新及提升天文台的機場

氣象設備，其中包括一台新的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 (下稱「多普勒

雷達」)，以維持可靠的風切變預警服務。鑑於航空交通安全的重

要性，立法會通過有關撥款時促請政府當局盡快更換有關設備。

天文台現正計劃在屯門大欖角附近興建一個新雷達站，以裝置上

述的新多普勒雷達。  
 
3. 風切變是危險的天氣現象，在全球造成多宗航機意外。

現時位於大欖水警基地旁的多普勒雷達 (位置見附件一 )能探測和

及時發出風切變預警，對確保航空安全至為重要。該雷達自 1996
年開始使用，現時已日漸老化，維修工作日益困難。若未能適時

興建新雷達站，會嚴重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的運作和航空交通安全。 
 
4. 在新多普勒雷達全面投入運作前，現有的雷達必須繼續

維持正常服務。因此，天文台須另覓新址安裝新多普勒雷達。這

計劃獲風切變及湍流警報系統工作組大力支持。該工作組由民航

處代表擔任主席，成員包括航空公司、機師及航空交通管制人員

代表。  
 
建站計劃  
 
5. 天文台擬於屯門大欖角附近的小山丘上 (位置見附件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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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新雷達站。有關的規劃建議在 2009 年 2 月已獲城市規劃委員

會的許可。  
 
6. 為了適時更換現有多普勒雷達，天文台須在 2012 年內完

成興建新雷達站，讓新的雷達可在 2013 年裝置和測試後投入服

務，保障航空安全。  
 
新雷達站的選址  
 
7. 由於現有多普勒雷達站沒有空間容納新的雷達，而且兩

台雷達不可安裝在同一地點，以免互相干擾，嚴重影響探測風切

變，因此天文台需另覓新址。  
 
8. 為確保符合輻射安全和有效探測風切變，新雷達站的選

址需要符合一系列嚴謹及特殊的技術要求 (附件二 )。  
 
9. 2006 年，天文台在規劃署的協助下就選址進行深入研

究。2007 年年初，天文台更邀請了兩位世界知名的雷達權威到香

港考察及提供意見。最終，在廿多個圍繞機場可考慮的選址中，

只有在大欖角附近小山丘的位置 (即天文台現時建議的選址 )完全

符合所有技術要求。  
 
地區諮詢  
 
10. 2007 至 2008 年期間，政府部門發信及張貼告示，就新

雷達站建議選址及興建道路的事宜，諮詢地區人士。2008 年底，

天文台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規劃許可時，地區人士曾就選址提

出輻射安全與風水兩方面的關注。城市規劃委員會發出許可予有

關規劃申請時，建議天文台向村民繼續解釋就確保幅射安全所作

的措施，及與他們就風水問題進一步聯繫。為此，天文台已經在

過去多個月與地區人士進行磋商。  
 
11. 在幅射安全方面，天文台一向嚴格遵守電訊管理局發出

的安全守則。現有雷達的運作完全符合國際的輻射安全標準，因

此不會影響村民的健康。新多普勒雷達亦有一系列的電子及機械

安全設施，確保雷達訊號只會向上空發射，不會向山下村落的方

向發射。為進一步釋除村民的疑慮，天文台在 2009 年 6 月聯同衛

生署邀請地區人士參觀天文台，詳細解釋雷達的輻射安全設備及

展示實地輻射測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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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09 年 8 月，地區人士去信天文台，就新雷達站對 (i)村
民健康；及 (ii)附近村落風水和環境生態的影響，表示關注。因此，

他們建議在較遠離村落的地點建造新雷達站，並提出了兩個具體

選址建議 (見附件一 )：分別為原建議選址以東、面向屯門公路的

斜坡上 (下稱「位置 A」)和大欖角近青山公路旁狹長的沿海地帶 (下
稱「位置 B」 )。  
 
就地區人士兩個建議選址所作的研究結果  
 
13. 考慮到地區人士的關注，天文台委託了建築署和顧問公

司在過去數月就地區人士提出的的兩個建議選址進行研究。總的

來說，兩個選址均不可行，原因如下：  
 

(一 ) 位置 A：多普勒雷達需置於附近景觀不受遮擋的地

方。由於該處位於山脊以南附近，以北的視野會完

全被該山脊遮擋，這將減低雷達的探測效能，可能

令天文台不能及時發出風切變預警。此外，該處斜

坡上有巨石接近屯門公路，建造雷達站期間會對屯

門公路構成安全威脅。由於需要平整山坡，大規模

的土木工程也會對附近環境構成負面影響。重新進

行技術研究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等程序將需時

最少額外 21 個月 ;及  
 
(二 ) 位置 B：由於該處地方不足，天文台需要進行填海

工程，並興建連接青山公路的進站道路。此外，天

文台也需要興建最少約高 60 米的高塔以裝置雷達

天線，預計會對屯門公路岸邊景觀構成影響。由於

有關工程複雜，預計最少需要額外數年時間，亦牽

涉一筆相當大的額外費用。  
 
建議位置雷達站的設計工作  
 
14. 為回應地區人士就新雷達站對附近景觀影響的關注，天

文台同時也委託建築署和顧問公司研究改良原建議位置雷達站的

設計，務求盡量減少其外觀對附近村民的影響。相對於年初向城

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時，現時新雷達站設計作出了以下的

改動，讓附近村民大致不會看到雷達站內的任何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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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新雷達站的總高度由約 22 米減至約 15 米，共減低

約 7 米，包括 - 
(i) 主體建築由兩層改為一層，其高度因而改低約 5

米 ;及  
(ii) 採用較小的雷達天線罩，高度減少約 2 米；  

(二 ) 新雷達站主體建築盡量移向南面約 10 米，遠離山下

村落的方向；及  
(三 ) 於新雷達站向村落的方向加種樹木。  

 
15. 附件三展示上述改動前後的比較，顯示有關改動能大幅

減少新雷達站外觀對附近村民的影響。  
 
諮詢  
 
16. 政府當局已因應地區人士的意見盡量積極作出回應。新

雷達站對香港的航空安全至為重要。我們須確保適時更換多普勒

雷達，以維持可靠的風切變預警服務。在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後，

我們建議在大欖角附近的小山丘上興建新雷達站，以裝置新多普

勒雷達，繼續確保航空交通安全。  
 
17. 我們希望聽取各議員的意見及尋求屯門區議會的支持推

行擬建工程。  
 
 
附件  
天文台及地區人士分別建議的新雷達站位置  
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選址的技術要求  
新雷達站的原有及最新設計  
 
 
香港天文台  
2009 年 12 月  



附件一 

天文台及地區人士分別建議的新雷達站位置  

 
 
圖一   圖中藍點和紅點分別為現有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及建

議新雷達站的位置。位置 A 及 B(狹長的沿海地帶 )為地區人士建

議的新雷達站位置。  



附件二  

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站選址的技術要求  
 
機場多普勒天氣雷達 (下稱「多普勒雷達」 )是專為在有雨情况下

探測和預警機場附近的微下擊暴流與風切變而設計的。選址的要

求是考慮多普勒雷達能有效探測微下擊暴流與風切變，及確保輻

射安全。為此，雷達站需要符合以下條件：  
 
1. 附近景觀沒有遮擋  

為有效探測機場附近出現的微下擊暴流與風切變，多普勒雷

達附近必須不受遮擋，特別在面向機場和鄰近的方向有清晰

的景觀，這亦表示在這些方向不會有民居，完全符合輻射安

全的考慮。  
 
2. 與機場的距離  

風切變是變化非常快而尺度小的天氣現象。多普勒雷達必須

接近機場以探測這類現象。研究顯示多普勒雷達離機場適當

的距離是 10-15 公里。  
 
3. 相對機場跑道的座向  

多普勒雷達的任務是探測風切變，即是沿機場升降航道方向

的風速改變。由於多普勒雷達是按「多普勒原理」來量度「徑

向風」，亦即遠離和趨向雷達方向的風速，因此多普勒雷達必

須座落一個位置，使它與跑道方向大致成一直線。因為香港

國際機場的跑道是西南偏西至東北偏東走向，而在西南偏西

方向 15 公里 (參考第 2 段 )範圍內並沒有陸地可以安裝雷達，

多普勒雷達必須座落機場的東北偏東方向。見圖二。  
4. 離海平面高度  

多普勒雷達在運作時，其波束是向水平以上方向掃描的。一

方面，多普勒雷達必須座落較高的位置避免接收到來自地面

或海上航行船隻對雷達信號的干擾，並且避免向民居及道路

方向掃描，以確保輻射安全。另一方面，多普勒雷達必須儘

量在較低的位置以探測接近地面的風切變。研究顯示多普勒

雷達的高度需要在離海平面約 40 至 130 公尺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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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所示大欖角附近的小山丘 (即天文台建議選址 )是唯一一個

完全符合以上的條件的地點。  
 
 

建議新雷達位置 

香港國際機場 12 公里

  圖二    雷達站選址(紅點)，與機場跑道大致成一直線。 

 



附件三 

新雷達站的原有及最新設計  
 

以下圖片是在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出規劃申請時與最新雷達站設計下雷達

站外觀的比較。圖三是雷達站外觀圖像取景的位置。圖四至九是從各取景

位置望向雷達站的外觀比較。  
 

 

聯安新村(北) 

大欖涌村

聯安新村(西) 

聯安新村(東)
大欖涌黃屋

胡屋

建議新雷達

位置  

圖三  雷達站外觀圖像取景的位置 



 

 
(a) 

 
(b) 

圖四 從聯安新村(西)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a) 

 
(b) 

圖五 從聯安新村(北)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a) 

 
(b) 

圖六 從大欖涌村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a) 

 
(b) 

圖七 從大欖涌黃屋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a) 

 
(b) 

圖八 從聯安新村(東)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a) 

 
(b) 

圖九 從胡屋位置望向雷達站的外觀圖像：(a) 原來設計；(b) 最新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