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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區議會文件 2015年第 1號 

         2015年 1月 6日討論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 

2014年 8月 25日緊急排放污水事故 

調查結果及跟進措施 

 

 

目的 

  渠務署聯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曾

於 9 月份出席屯門區議會會議匯報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於 2014 年 8 月 25 日

發生的緊急污水排放事故。渠務署對於有關是次事故的調查已經完成。本

文件旨在向屯門區議會報告事故的調查結果以及就有關事件的跟進措施。 

背景 

2.  望后石污水處理廠(“望后石廠”)建於 1982 年，原為一所基本污

水處理廠。渠務署以「設計、建造及營運」合約模式把望后石廠處理水平

提升為化學強化一級處理加紫外光消毒，並將其每日處理量由 215,000 立

方米提升至 241,000 立方米。望后石廠的改善工程已於今年五月完成，並

按合約由承辦商開始負責營運，為期最長可達 15年。 

3.  望后石廠的處理程序主要包括粗隔篩、幼隔篩、清除砂礫、化學強

化一級處理及紫外光消毒。污水會先經粗隔篩以清除直徑超過 25毫米的雜

物，然後再經幼隔篩清除直徑 4至 25毫米的雜物。接着再以沉砂池以清除

細小及可沉澱的砂礫。除砂後，污水中的剩餘固體、懸浮物及其他污染物

會在化學強化一級處理的沉澱過程中移除。經上述污水處理程序後，污水

會再經紫外光消毒，接着利用兩條 2 公里長的海底排放管道在水流湍急及

深水的龍鼓水道排放，使經處理後的排放水能迅速擴散及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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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設計、建造及營運」的合約安排，望后石廠的設計、建造及

營運均由同一承辦商負責。建造完成後，承辦商會營運望后石廠 10年，渠

務署其後可選擇延長其營運期 5 年。付給承辦商的營運費，會按污水處理

量計算。另外，合約設有一套關鍵績效指標，用作衡量承辦商的表現。如

承辦商未能符合該指標所訂定的表現指數，支付予承辦商的款項可予扣

減。渠務署委託的工程顧問則負責管理有關合約，工程顧問聘請駐工地的

工程人員，監管承辦商的設計、建造、試行運作及望后石廠改善工程完成

後的首年的營運工作。渠務署會在望后石廠一年營運期滿後從工程顧問接

管合約的管理工作。  

緊急污水排放事故 

5.  望后石廠設有四組幼隔篩，分別為一至四號幼隔篩。於 2014 年 8

月 25日，望后石廠二號幼隔篩正進行維修，與此同時，其餘三組幼隔篩於

下午 1 時 11 分在約一小時內陸續出現故障。 幼隔篩的驅動刮耙的鏈帶鬆

斷，因而無法清除積在幼隔篩表面的細小雜物。雜物迅速積聚並堵塞幼隔

篩，使污水不能通過。工程顧問的駐工地工程人員評估維修需時，為免上

游集水區出現污水溢流，望后石廠須暫時關閉進行緊急維修，所有原須經

望后石廠處理的污水於下午 3時 36分，開始繞流經預設的 700米長的緊急

海底排放管道進行離岸排放至水流湍急的龍鼓水道，以盡量減低對近岸水

質的影響。緊急污水排放歷時十一小時，於 2014年 8月 26日凌晨 2時 30

分結束。期間緊急排放的污水量約為 95,000立方米。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因應污水緊急排放事故於8月25日黃

昏臨時關閉屯門和荃灣的十四個泳灘。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於8月26日在該

十四個泳灘抽取水質樣本，以檢測已關閉泳灘的水質。就8月27日化驗所檢

測海水大腸桿菌含量所得的結果，確定所有十四個泳灘在8月26日均適宜游

泳，其中屬二級(一般) 的泳灘有十三個，而達一級(良好)的亦有一個。康

文署得悉水質監測結果後決定於同日重開泳灘。 

7.  渠務署立即成立了一個由副署長率領的專責小組進行調查工作。除

2014年9月初的初期報告外，承辦商及工程顧問亦於10月分別提交了詳細的

調查報告。專責小組已詳細審閱兩份調查報告的內容及理據，並且深入翻

查相關的資料，包括設計文件、施工和操作記錄，並參考渠務署其他同類

型污水處理廠的操作經驗，對事故的成因和責任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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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調查結果 

引致污水緊急排放事故的直接成因 

8.  幼隔篩屬香港污水處理廠常用的設備。望后石廠的幼隔篩設備，由

奧地利供應商製造，而整套設備則原裝運送到工地安裝。已安裝的四組幼

隔篩，一組為備用機組，其餘三組為運作機組。幼隔篩分別由安裝於其兩

側之鏈帶推動。每條鏈帶均連接到兩個分別位於幼隔篩頂部及底部的齒

輪。位於幼隔篩頂部的齒輪連接摩打及鏈帶拉力裝置，使其轉動並使鏈帶

拉力維持在一個合適的水平。當齒輪帶動鏈帶轉動時，相連的刮耙會清除

積聚在幼隔篩的細小雜物。鏈帶是由多個滾軸、連接片及鎖針組成，並經

由在鏈帶側面的連接扣將整條鏈帶緊扣着。 

9.  幼隔篩亦設有一套電子動力超荷保護裝置(簡稱“電子保護裝

置”)，以防止幼隔篩因超出負荷而損壞。當遇到較頑強而不易清除的雜物

時，幼隔篩會自動提升動力，透過鏈帶發出更大拉力，帶動刮耙以清除雜

物。但當鏈帶遇到不易被清除的雜物，及當幼隔篩的動力超出正常操作水

平時，鏈帶就會自動前後轉動數次，讓雜物鬆離。但若雜物仍然未能鬆離，

電子保護裝置會立即切斷電源，以防止幼隔篩的結構及組件因過猛的力度

而遭損壞。而依附在幼隔篩的雜物將以人手清除。 

10.  在妥善處理測試及試行運作期間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後，望后石廠包

括四組幼隔篩的所有設備，均順利通過為期三個月的測試及試行運作，並

於 2014年 5月 18日進入營運階段。 

11.  調查發現，承辦商在營運階段開展後，自行將電子保護裝置的保護

水平調校至超出正常設定水平達百份之五十以上。這安排雖然未對幼隔篩

的結構造成即時損壞，但卻在遇到較頑強而不易清除的雜物時，令鏈帶受

到比正常大的拉力。這較大的拉力經鏈帶傳到鏈帶拉力裝置，令其出現輕

微移位現像。雖然拉力裝置可能只是輕微移位，但足以使鏈帶鬆弛，鏈帶

鬆弛又會引致齒輪〝滑牙〞或砂石較容易走進鏈帶與齒輪的空隙，兩種情

況均會形成一股橫向迫力(相對於鏈帶向上行的拉力) ， 迫脫連接扣，使

鏈帶分離脫落。 

12.  有關記錄顯示，自營運階段開展以來，幼隔篩同類故障是於 2014

年 8月 12日先在三號幼隔篩出現。三號幼隔篩在更換受損的鏈帶後於 2014

年 8月 21日恢復運作。同日，二號幼隔篩亦因鏈帶脫落而出現故障，但承

辦商並沒有即時進行維修。因此，在 2014年 8月 25日(即事故發生當日) 望

后石廠只有三組幼隔篩運作而沒有後備幼隔篩作緊急備用。儘管三組幼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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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可應付要處理的污水量，但當中一號及四號幼隔篩可能已出現拉力裝置

移位及鏈帶鬆弛的情況。在 2014年 8月 25日下午 1時 11分，四號幼隔篩

因鏈帶鬆弛，輕微的“滑牙”或較硬的沙石走進鏈帶與齒輪的空隙，而迫

脫連接扣，鏈帶分離而令幼隔篩停止運作，故只剩下兩組幼隔篩繼續操作。

但這兩組幼隔篩當中，其中一號幼隔篩亦同樣有鏈帶鬆弛問題，所以於下

午 1時 57分因不勝負荷亦出現同類連接扣鬆脫故障。在這時，所有污水只

可流向唯一可正常運作的三號幼隔篩。雖然三號幼隔篩的鏈帶是在事發約

兩星期前更換，但它並沒有能力單獨承受所有污水流量及其所產生的衝

擊。衝擊主要是源於污水中夾雜著的大量砂石，沖入鏈帶與齒輪的空隙，

形成一股橫向迫力，促使鏈帶於短時間內在下午約 2時 07分出現同樣連接

扣鬆脫，鏈帶分離的故障。至此，全部幼隔篩在短時間內同時出現故障，

污水不能通過幼隔篩，導致望后石廠停止運作。 

引致事故的其他主要因素 

承辦商操作人員經驗不足 

13.  參考渠務署其他同類型污水處理廠的操作經驗，專責小組認為維持

電子保護裝置於正常水平是非常重要，並應定期檢視裝置的正常運作。豐

富經驗的廠長或廠房管理層應與前線操作人員加強溝通，了解上游集水區

的污水特質，在諮詢供應商的意見後調校幼隔篩的設定，以確保其運作暢

順。在考慮以上情況後，專責小組認為富有經驗的操作人員應不會任意調

校電子保護裝置超出正常水平。他們亦應能及早察覺到鏈帶拉力裝置已出

現輕微移位的情況，並透過調校設定，使鏈帶傳送的拉力得以維持在正常

水平。承辦商望后石廠的操作人員明顯缺乏足夠經驗，故才未有採取以上

適當的保養工作，因而導致事故發生。  

承辦商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 

14.  在事故前，幼隔篩故障在 8月份已發生了兩次。第一次幼隔篩故障

(三號幼隔篩)是發生在 2014 年 8 月 12 日，而第二次故障(二號幼隔篩)則

是在 2014 年 8 月 21 日。承辦商並沒有察覺這可能是幼隔篩全面出現故障

的先兆，因而沒有進行適當的調查。如果他們有足夠的危機意識，他們便

會發現電子保護裝置的保護水平被調校至遠超出正常水平，會對鏈帶拉力

裝置構成影響，及會產生鏈帶拉力裝置的移位問題，並作出適時跟進及維

修。 

15.  承辦商亦沒有迅速更換於 2014 年 8 月 21 日損壞的二號幼隔篩鏈

帶。如果他們能迅速完成這幼隔篩的維修，事發當日便會有一組幼隔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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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加上近期完成維修的三號幼隔篩，使事發時有兩組狀況良好的幼隔

篩可供運作，有可能避免全部幼隔篩逐一出現故障的情況。 

 

事故的責任 

承辦商 

16.  根據有關合約條款，承辦商須聘用足夠經驗的各級工作人員負責望

后石廠的操作。因此，專責小組認為承辦商應就其前線操作人員經驗不足

及其管理人員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引致的緊急排放污水事故承擔合約責

任。承辦商亦應負責更換所有受損鏈帶與加固鏈帶拉力裝置，及承担實施

有關改善望后石廠運作措施所需的費用。 

17.  此外，渠務署已按合約關鍵績效指標之「未經授權的污水繞流」條

款下的機制，就承辦商於事故中未如理想的表現，扣減付予承辦商約 50萬

元之款項。 

18.  同時，渠務署亦已就承辦商是否須為關閉泳灘令公眾失去享用機會

而須負上責任一事徵詢法律意見。所得的法律意見指出根據合約條款，渠

務署並未能為此要求承辦商負上合約責任。至如第三者能否追討有關責

任，則視乎情況及証據是否充份等而定。 

工程顧問 

19.  工程顧問根據合約須負責檢視及審批承辦商所提交的設計及物

料，確認其符合合約及相關法例要求。此外，他們亦須在施工過程中監管

承辦商的表現，確保建造工程按合約要求完工，並完成所需測試及試行運

作。在望后石廠改善工程完成後首年的運作期內，他們亦有責任繼續負責

合約的管理工作，直至運作期滿一年後，合約管理工作由渠務署接管。渠

務署檢視過工程顧問在以上各方面的工作表現，認為其在審批承辦商設計

及監察承辦商施工方面，表現令人滿意。 

20.  但正如上文所述，在事故前幼隔篩故障在 8月份已發生了兩次，工

程顧問在督導承辦商跟進營運事故方面，明顯欠主動性及敏感度不足。工

程顧問的駐工地工程人員應在事故發生前更積極地指示承辦商須迅速維修

損壞了的幼隔篩及找出導致故障原因以便及早跟進。又應在事發當日，更

迅速地督促承辦商進行緊急應變工作。就此，渠務署已責成工程顧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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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們加強對其駐工地人員的培訓，改善他們的警覺性及應變能力，提升

監督望后石廠營運工作的質素。 

21.  根據現有合約管理及評審機制，渠務署已在承辦商及工程顧問的表

現評核報告中作出適當反映。 

改善措施 

即時措施 

22.  事故發生後，渠務署已立即實施一系列措施以確保不會再出現因幼

隔篩故障而引致污水緊急排放事故。這些措施包括:- 

i) 成立包括渠務署、承辦商及工程顧問的〝聯合操作檢討委員會〞，

並舉行聯合會議，根據操作營運手冊，深入審視和監察承辦商在

日常操作營運中多方面的表現，並分享操作營運廠房的經驗，使

有問題發生時能適時作出跟進行動。 

ii) 加強幼隔篩的檢測，由每天一次增加至每天三次，並確保電子保

護裝置的設定維持於正常水平。 

iii) 為所有四組幼隔篩更換新的驅動鏈帶。 

iv) 採納幼隔篩供應商的意見，為驅動鏈帶的連接扣及鏈帶之拉力裝

置進行加固。 

23.  事故之後，幼隔篩至今一直運作正常，亦再沒有出現污水緊急排放

事故。 

跟進措施 

24.  承辦商與工程顧問已從事故中汲取經驗，並採取以下的改善措施： 

在承辦商方面 

i) 已聘用獨立顧問進行「危害與可操作性研究」，目的在查找那些若

其停止正常操作有可能對望后石廠的運作造成嚴重影響的關鍵程

序或組件，並已提出改善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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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臨時移除其中一組幼隔篩以容許污水直接流往下游繼續餘

下的污水處理程序。這使當所有幼隔篩再發生故障時，污水

也不會被阻塞流往下游而令望后石廠再停止運作。此外，亦

會提供一個能在短時間內移離的幼隔篩，以騰出空間，作緊

急污水繞流之通道，作為中期措施，使污水能繞過幼隔篩直

接流入沉砂池進行餘下的污水處理，以便進行緊急維修。 

b. 研究及考慮興建額外繞流通道作為長期措施，以改善對緊急

情況的處理。 

c. 提供多台備用進水泵及污泥泵摩打，減低因主要機件故障而

影響望后石廠運作的風險。 

ii) 已聘用富經驗之海外操作及保養專家全面檢討營運架構、培訓需

要、緊急應變計劃和承辦商營運團隊的能力、經驗與表現。並會

製訂改善措施，以加強營運團隊的組織架構及培訓工作，及提升

其技術水平。 

在工程顧問方面 

iii) 檢討望后石廠操作的可靠性及安全性，並監督檢討後所作出的建

議事項妥善的推行。 

iv) 加派人手進行更緊密的監察，以確保承辦商妥善營運望后石廠。 

v) 透過培訓提升工程顧問駐工地人員之警覺性及應變能力，從而更

有效地監督望后石廠的營運工作。 

25.  透過上述措施，我們有信心可以防止再發生類似的緊急排放污水事

故。 

26.  另外，在事發後，我們已立即詳細檢查渠務署其他有採用同類型幼

隔篩的設施。結果顯示這些設施的幼隔篩均運作正常。 

 

 

渠務署淨化海港計劃部 

二零一五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