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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33/2012 號 
 

葵青區議會 

 
工務計劃第 5114AP 號 

為葵青貨櫃港池及其進港航道提供足夠水深 
 

 
目的 

 

1. 我們於 2009 年 11 月 12 日向葵青區議會進行諮詢，介紹本工程項目，包括

工程範圍，初步實施計劃及根據《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例》（第 127 章）刊

憲事宜。我們現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本文件旨在向委員介紹環評結果。 

 

 
背景 

 

2. 香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擁有九個貨櫃碼頭。現時，葵青貨櫃港

池及其進港航道的最少海床深度是海圖基準以下 15.5 米。這個海床深度對於即將成

為主要國際貿易航線主流的新一代特大型貨櫃輪並不足夠。為了維持香港作為區域

性樞紐港，土木工程拓展署正計劃將葵青貨櫃港池、青衣島南部的北航道及香港島

西部的西航道的海床挖深，以滿足特大型貨櫃輪的操作需求。香港港口發展局、香

港航運發展局、香港物流發展局及港口行動事務委員會均支持本工程項目。 

 
 
工程項目範圍 

 

3. 本工程項目包括： 

 

(a)  將葵青貨櫃港池以及部分北航道和西航道共約 430 公頃的海床

挖深至海圖基準面以下約 17.5 米。（工程範圍见圖一） 

   

(b)  修改受工程影響的現存青衣海底污水排放管，並拆除部份已被

廢棄的葵涌海底污水排放管。 

 
 
環境影響評估結果 

 

4. 本工程項目屬《環境影響評估條例》（環評條例）（第 499 章）的指定工

程項目，環評報告在 2010 年中完成送審，並於 2010 年 10 月根據環評條例獲得批

准，環境許可證亦於 2011 年 10 月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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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評報告評估了海底挖掘對水質及漁業、泳灘及海灣、海洋生態、沉積物

處理、空氣質量及氣味、噪音、以及文化遺產等各方面的潛在影響，並建議了施工

方式，緩解措施以及環境監察及審核計劃。 

 

(a)  水質及漁業 
 

  環評報告的水質影響評估採用電腦模擬，就挖泥工程對水質敏

感受體（包括魚類養殖區、泳灘、珊瑚群落、水務署的沖厠水

抽水口及機電工程署的冷卻水抽水口）所產生的水質影響作出

量化評估。 
 
評估結果顯示，挖泥工程配合適當的緩解措施對水質的潛在影

響只限於施工範圍（见圖二及圖三），工程完竣後，對現時的

水流、水動力和水質的影響輕微。 

 

由於挖泥工程範圍附近的水域為貨櫃港池及航道，捕魚作業相

對較少，而且相當部分是禁止捕魚作業，故此對捕魚作業的影

響並不顯著。 

 

至於魚類養殖業方面，電腦模擬了因水質改變而對四個魚類養

殖區，包括馬灣、蘆荻灣、索罟灣及長沙灣魚類養殖區的影

響。結果顯示，懸浮固體、海床含氧量及非離子氨濃度均符合

水質指標，並符合在魚類養殖區懸浮固體不超過每公升 50 毫克

的準則，預計施工期間魚類養殖區內含氧量及無機氮濃度的改

變並不顯著。 

 

雖然在貨櫃港池水域內可能會出現非離子氨濃度超標的情況，

但只局限於港池內，模擬結果預計對魚類無甚影響；另一方

面，氨態氮的濃度及季節性偏差亦遠低於最高濃度指標。況且

工程範圍與魚類養殖區的距離較遠，加上快速的水流稀釋，結

果顯示在挖泥工程期間，釋出污染物導致的影響只屬微不足

道。 

 

(b)  泳灘及海灣 

 

  挖掘工程與最接近的泳灘（近水灣）距離約 4 公里。模擬結果

顯示，挖掘工程將不會顯著影響荃灣泳灘（馬灣東灣、近水

灣、汀九灣、麗都灣、更生灣、海美灣、雙仙灣及釣魚灣）的

水質，包括懸浮固體、重金屬、有機物、非離子氨氮及大腸桿

菌水平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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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海灣與挖掘工程距離約 2.5 公里。電腦模擬顯示，荃灣海

灣的溶解氧濃度將符合水質指標，挖掘工程亦不會對懸浮固體

水平造成不良影響。根據海底沉積物的測試結果，海床被挖掘

雖然會釋出微量重金屬及有機物，但由於濃度只屬微量再加上

水流稀釋，挖掘工程並不會對荃灣海灣的水質造成不良影響。

再者，於工程範圍的海床並沒有測出大腸桿菌，因此挖掘工程

並不會增加荃灣海灣的大腸桿菌含量。 

 

(c)  海洋生態 

 

  環評報告評估了挖掘工程對海洋生態的潛在影響。主要的生態

敏感受體包括附近珊瑚群落、中華白海豚及江豚的生態環境。

研究顯示，挖掘工程範圍的海床物種的數量和多樣性均低，並

沒有具保育價值之物種。根據電腦模擬，施工時配合適當的緩

解措施，對珊瑚群落的懸浮固體水平只有輕微影響，維持在可

接受程度。而在施工範圍及附近水域亦甚少發現中華白海豚及

江豚。故此，對海洋生態的直接及間接影響是可接受的。 

 

(d)  沉積物處理 

 

  根據工程範圍海底沉積物的化驗結果，環評報告估算出不同類

形的沉積物的數量。在施工期間，挖出之海床沉積物將按其污

染程度分類，並依照海洋填料委員會的規定，以認可方法處

理、運送及傾倒於指定處置地點。預計工程並不會對環境有不

可接受的影響。 

 

(e)  空氣質量及氣味 

 

  由於挖掘工程在海上進行，故不會產生塵埃。而工程範圍與附

近民居的距離遠（大於 300 米），挖掘的沉積物會在極短時間

內運走，因此不會對居民構成臭味影響。 

 

(f)  噪音 

 

  根據最新資料，挖掘工程 300 米範圍內並無現有或計劃的噪音

敏感受體。於葵青區的噪音水平將符合建造噪音標準。 

 

(g)  文化遺產 

 

  環評亦包括海床測量研究，就挖掘工程對文化遺產的潛在影響

作出評估，研究顯示工程範圍及附近沒有重要考古價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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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預計施工方式 

 

6. 挖掘工程將以抓斗式挖泥船進行，並採用流動框架式隔泥網作預防緩解措

施。而於葵青貨櫃港池東北角的少量硬土，將需要採用切割吸入式的挖掘方法處

理。 

 
 
施工期緩解措拖 

 

7. 雖然挖泥工程不會因水質改變對漁業構成影響，環評報告亦建議在施工期

間實施以下緩解措施： 

 

(a)  同一時間只容許最多 3 艘挖泥船同時運作； 

(b)  每日挖泥速度將受嚴格限制； 

(c)  挖泥船會安裝流動框架式隔泥網，以避免沉積物飄浮擴散； 

(d)  將躉船 / 挖泥船的底部開口處密封，以避免滲漏； 

(e)  避免將躉船及裝料斗填得太滿而導致沉積物及污水溢出；以及 

(f)  躉船和挖泥點的距離會盡量縮短，以免沉積物從抓斗漏進海

裏。 

 

 
環境監察及審核 

 

8. 在工程進行期間，我們會進行各項環境監察及審核工作，包括進行基線監

察，在特定的地點進行定期水質監察，審核工程沉積物和相應的處理，以監察挖泥

工程對水質及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及確保所有緩解措施有效地實施。 

 

9. 除了以上的定期水質監察外，我們亦會在馬灣、蘆荻灣、索罟灣及長沙灣

的四個魚類養殖區進行 24 小時水質監察，連續量度含氧量、溫度及混濁度，以有效

地密切監測魚類養殖區海水的水質。如水質被鑑定臨近戒備水平，我們會盡快進行

調查，查明原因及盡早解決問題。 

 
 
社區聯絡小組 

 

10. 在挖泥工程進行期間，我們會成立社區聯絡小組，與各界人士定期會面，

讓公眾了解挖泥工程的進度，匯報環境監測站數據，聆聽各位意見，及共同商討改

進空間。我們歡迎各界有興趣人士積極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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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時間表 

 

11. 完成諮詢後，我們希望本工程項目能盡快刊憲，早日完成法定程序，爭取

於 2014 年動工。 

 

 
公眾諮詢 

 

12. 就本工程項目，我們已經諮詢了相關的區議會、政府部門，各貨櫃碼頭營

運公司及公用設施公司並已於 2012 年 3 月 9 及 12 日與漁民和海魚養殖業團體代表會

面。我們亦會向相關的區議會匯報上述環評結果。 

 

13. 對於受海事工程影響的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現時政府有機制向合資格

漁民和海魚養殖業人士發放特惠津貼。就漁民及海魚養殖業人士對現有機制的關

注，政府已完成檢討，並向漁民及海魚養殖業人士解釋修訂後的機制和細則，並於

2012 年 3 月 13 日諮詢了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附件 

圖一    為葵青貨櫃港池及其進港航道提供足夠水深的工程範圍 

圖二及圖三   挖泥工程對水質的潛在影響範圍 

 

 
土木工程拓展署 

二零一二年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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