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東涌河復原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  

( i )  匯報修復工程在二零零四年四月完成後，東涌河受破壞的一

段的復原進度；以及  

( i i )  簡述政府為加強保護本港天然河溪而採取的新措施。  

背景  

2 .  東涌河長約三公里。二零零三年年底，東涌河下游一段長約 3 3 0
米的河道被發現受到未經許可的工程破壞。該段河道旁邊闢建了一條

5 至 15 米寬的行車道，河床曾被挖掘，從河床移走的巨礫和卵石堆放
在河岸上。此外，有象顯示該處曾進行其他堆填活動，沿河道數處

築有臨時堤壩，河岸生境因而受到干擾和破壞。地政總署接獲該宗事

故的報告後，隨即令停止該未經許可的工程，並對事件展開調查。

東涌鄉事委員會 (東涌鄉委會 )承認須對未經許可的工程負責，並承諾
修復受破壞的河段。  

修復工程  

3 .  政府成立了跨部門專責小組，負責研究修復計劃和監察隨後進行

的修復工程。該小組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漁農自

然護理署 (漁護署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渠務署、民政事務總署和地
政總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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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我 們 也 邀 請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環 保 ／ 關 注 團 體  (包 括 世 界 自 然
(香港 )基金會、長春社、地球之友、綠色力量、綠色大嶼山協會和嘉
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等 )  的代表組成專家小組，從生態角度探討如何進
行修復工程，向專責小組提供意見。  

5 .  修復工程的目的是使受破壞的一段東涌河恢復天然面貌，包括地

形、河床和河岸生境。修復工程如順利進行，可助長水生生物落復

原。修復工程包括把行車道移除；恢復河道的闊度和深度；在河道重

鋪巨礫和卵石；沿河道闢建河曲、湍流和淺水池，為水生動物提供不

同的生境；以及在河岸重新栽種植物，以恢復河岸生境。附件 A 載有
修復工程的圖解。  

6 .  東涌鄉委會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展開修復工程，先以首十米

作為試驗河段，其後以 50 米為一段，分段施工。東涌鄉委會完成一段
河道的工程後，須得到專責小組確認工程質素可以接受，然後才可展

開下一段河道的工程。除專責小組經常到施工地點實地視察外，我們

也邀請專家小組成員監察修復工程。專家小組進行實地視察後，對修

復工程的不同環節 (包括如何鋪砌巨礫和卵石、建造河曲、闢建湍流和
淺水池等 )提出寶貴意見，以期促進河道生態的復原。修復工程在二零
零四年四月完成，專家小組和專責小組均對工程表示滿意。附件 B 載
有受破壞的河段在修復工程前後的面貌，可供對照。  

監察生態復原  

7 .  修復工程完成後，漁護署隨即展開為期兩年的生態監察計劃，以

監察生態復原的進度。監察計劃的範圍包括河道的環境特點、水質、

植物、水生大型無脊椎動物和魚類落。此外，為了量度修復工程的

成效，該署選定了經修復的河段上游一段未受干擾的天然河道作為參

考對照；該署從這兩個河段抽取樣本，以作比較。  

8 .  初步結果顯示，東涌河受破壞的河段現正逐漸復原。經過二零零

四年的雨季，水流的力量使淺水池、湍流和河曲更趨自然。我們在該

河段錄得的魚類和大型無脊椎動物 (如蜻蜓幼蟲 )數目也持續增加，現
時已經與在參考河段錄得的數目相若。舉例來說，我們在經修復的河

段共錄得九種魚類，在參考河段則錄得 11 種。最值得注意的是，一種
具 自 然 保 育 價 值 的 稀 有 魚 類 品 種 ──北 江 光 唇 魚 ( A c ros s o c h e i l u s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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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i j i a n g e n s i s )──已重新在經修復的河段出現。這種魚在該河段經常
出沒，表示已在該處再度繁衍。此外，據我們觀察所得，受破壞的河

岸已再次長出青草、灌木和幼樹等植物。  

保護天然河溪的新措施  

9 .  除了一直採取的行政和立法措施外，政府也採取了多項新措施，

加強對天然河溪的保護。  

10 .  渠務署在二零零四年十月發出經修訂的內部指引通告（渠務署技
術通告第 2 /2004 號），列出規劃在天然河溪進行的渠務工程時應注意
的事項，並提供施工時妥善管理工地的指引。此外，渠務署正與其他

相關部門協商，編訂一套指引，列出設計渠道時應考慮的重要環境保

護因素，供其他有關的公共工程倡議者參考。  

11 .  在規劃和進行防洪工程時，渠務署已加倍重保護環境和保存自
然生境，並會就環境和生態事宜分別向環保署和漁護署徵詢意見。該

署規劃渠務工程時，也會徵詢環保團體和其他關注團體的意見。  

12 .  二零零五年三月，我們根據相關決策局／部門的意見，發出題為
“保護天然河溪免受建築工程影響”的技術通告。這份通告旨在制定

更完善的行政架構，加強保護天然河溪免受政府工程和私人發展計劃

影響。這份通告確立保護天然河溪的現行措施，以及為有關部門提供

指引，務求在工程的規劃、設計和施工階段，均能盡量減少或避免工

程對天然河溪造成的影響。工務部門須監察工程的施工過程，以及必

要的緩解措施的實行情況。此外，我們現正計劃為工務部門人員舉辦

研習班，提高他們對保護天然河溪的意識。  

13 .  漁護署自二零零二年起，進行一項全港性的生態基線調查，調查
範圍包括林地、淡水濕地、天然河溪和其他重要生境，至今已調查了

超過二百條河溪。在調查中所記錄的生態資料，包括河溪的生態狀況

及附近可找到的淡水魚類和蜻蜓品種。為加強保護位於郊野公園範圍

外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漁護署已根據搜集到的資料，選定 3 3 條具
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包括東涌河）。上文第 12 段所述的技術通告會
訂明須優先保護這 33 條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河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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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在私人發展計劃方面，屋宇署實行了一套改善措施，規定所有影
響天然河溪的建屋和地盤平整申請，均須送交漁護署及其他有關部門

徵求意見。同樣，規劃署亦會把可能影響天然河溪的規劃申請送交漁

護署，以徵詢意見。  

15 .  我們相信，現行的法例和行政措施，加上上述的新措施，應可加
強對本港天然河溪的保護。  

未來路向  

16 .  根據上文第 8 段所述監察計劃的初步結果，東涌河的生態復原進
度理想。我們會再用一年時間，繼續監察經修復的一段東涌河的生態

復原情況，以決定是否有需要進行其他改善工程。同時，我們會繼續

監察各項保護河溪措施的成效。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五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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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修復工程圖解  

 

 

種 植 青 草 ／  
樹 木 ／ 灌 木  

以 竹 釘 ／ 木 釘

固 定 黃 麻 布 層  

以 黃 麻 布 層 覆 蓋 河

岸 ， 以 抑 制 侵 蝕  

經 修 復 的 河 道  
（ 由 8 米 至 1 2 米 不 等 )  

保存現有樹木

／植物 

移 除 非 法 建 造 的

行 車 道   

沿 河 道 鋪 砌 巨 礫 以

鞏 固 河 岸   

填 回 被 挖 去 的  
河 床  

在 河 道 重 鋪 巨 礫 和

卵 石 以 作 為 河 床 的  
底 層  

註：虛線代表河道受干擾後的橫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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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受破壞的一段東涌河在修復工程前後的照片 

 

( a )  遭挖掘後 (修復工程前 )  ( 2 003 年 11 月 7 日 )  

 

 

 

 

 

( b )  修復工程後  ( 2 0 0 4 年 4 月 3 日 )  

 

 

 

 

 

( c )  暴雨過後  ( 2 0 0 4 年 5 月 21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