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工程相關的初步生態和漁業調查結果  

 

 

 我們在 2021 年第四季展開為期一年的生態及漁業調查，以收

集基線數據進行生態及漁業影響評估。調查範圍涵蓋交椅洲人工島

及相關基建周邊的陸地及水域。調查方法符合環境保護署於環境影

響評估 (環評 )研究概要的規定。為期一年的生態和漁業調查即將完

結  ，我們正進行相關的數據分析及資料整理工作。根據目前已整理

的資料，關乎擬議填海工程的初步調查結果如下：  

 

海洋哺乳動物調查  

 

(a) 在中部水域範圍內，船上樣線調查沒有中華白海豚或江豚的目擊

紀錄，而江豚的活動主要在長洲和南丫島之間的水域記錄得到。

陸上經緯儀追蹤調查亦沒有記錄到中華白海豚或江豚在中部水

域出沒  。上述調查結果與漁農自然護理署長期海洋哺乳動物監

測計劃 (漁護署監測計劃 )的結果吻合。  

 

(b) 至於水底聲學監察，我們在中部水域範圍內只記錄到非常低水平

的中華白海豚活動聲音。此外，我們在交椅洲、小交椅洲、坪洲

及周公島附近水域記錄到江豚的活動聲音。然而相比同一調查下

的其他位置 (如南丫島下尾咀 )，以及其他本地環評研究報告和環

境監察及審核報告，鄰近交椅洲、小交椅洲、坪洲及周公島所記

錄到的江豚活動屬偏低水平。  

 

(c) 綜合上述初步調查結果，我們認為交椅洲人工島位處的中部水域

並非海洋哺乳動物的重要生境，這與漁護署監測計劃的結果吻

合  。因此，我們認為填海工程將不會對相關物種造成直接影

響  。  我們會繼續推展環評研究的相關工作，並會建議適當的緩

解措施，以盡量減少填海工程所造成的間接影響。  

 

 



 

 

 

附件 2 

其他海洋生態調查  

 

(d) 在潮下帶的生態調查，我們於交椅洲、小交椅洲、周公島、坪洲

及喜靈洲的沿岸淺水區發現有低至中等覆蓋率的石珊瑚群落，當

中有多種屬《香港石珊瑚圖鑑》記錄內的造礁石珊瑚。這些沿岸

淺水區的石珊瑚品種之中，部分物種屬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

色名錄》 1近危或易危物種。我們認為上述島嶼沿岸淺水區的石

珊瑚群落為該水域的自然生境，具一定生態價值。  

 

(e) 在海床的生態調查，我們沒有發現在環評研究概要中提及的海馬、

海龍和黑珊瑚。另外，我們在擬議填海範圍的軟底海床發現有零

散石珊瑚個體和八放珊瑚 (包括軟珊瑚、柳珊瑚和海筆珊瑚 )，這

些珊瑚均是香港水域常見而非造礁的珊瑚品種，當中並沒有被列

入《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上的品種。我們認為填海範圍

內的軟底海床整體生態價值相對較低。  

 

(f) 在潮間帶的生態調查，我們發現的物種主要為海藻、螺、甲殼和

雙殼類等，並沒有發現任何具保育價值的物種 (如馬蹄蟹 )。  

 

(g) 綜合上述初步調查結果，我們建議交椅洲人工島與鄰近島嶼之間

以水道作分隔，以避免填海範圍對沿岸的石珊瑚群落造成直接影

響。我們亦會積極考慮合適的措施，以緩解填海工程對海洋生態

的影響。  

 

陸地生態調查  

 

(h) 由於交椅洲人工島與鄰近島嶼以水道作分隔，填海工程將不會對

鄰近島嶼的生境、植物、鳥類和陸上動物造成直接影響。  

                                                                                                                                                        
1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編製及維護。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是全球最大的環保網絡，成員包括政府及民間組織。該聯盟的工作包括制訂保護自然的

所需措施，例如對物種生存和保護區的保護，其《  紅色名錄》一向被認為是最全面和

客觀的全球性動植物保育狀況評估方法。在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是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的註冊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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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陸地生態調查期間，我們發現周公島上有一對有築巢行為的白

腹海鵰，但沒有發現香港雙足蜥。如上文 (h)段所述，填海工程將

不會對島上生態造成直接影響，我們會建議適當的緩解措施，以

盡量減少填海工程對島上生態所造成的間接影響。  

 

漁業調查  

 

(j) 初步的漁業調查結果顯示，中部水域有中至高水平的捕魚活動；

漁業資源量屬低至中等。上述初步調查結果與漁護署的 2016/17

年捕魚作業及生產調查結果大致吻合。我們會繼續進行漁業影響

評估，並會按照現行環評機制，制定適當的措施，以緩解因填海

而對漁業可能造成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