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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氣體安全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政府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煤氣公司＂）現正實行中的各種行動和措施，以確保本港煤

氣供應的安全。 

 

政府和煤氣公司在確保氣體安全方面的角色 

 

2. 《氣體安全條例》（第51章）以保障公眾安全為目的，

管制氣體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及使用，並對有關連

及附帶的事項作出規定。行政長官根據該條例第5條的規定，已

委任機電工程署署長為氣體安全監督；監督的主要職能是推廣與

氣體的進口、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及使用有關的安全工作準

則，及就實施這些準則作出規定。 

 

3. 煤氣公司是按照《氣體安全條例》註冊的氣體供應公

司。根據《氣體安全(氣體供應公司註冊)規例》第9(1)條的規

定，各註冊氣體供應公司有責任在經營業務時以安全的方式操

作，以免公眾遭受不應有的由氣體產生的危險。煤氣公司須確保

公眾安全、遵守所有有關法例及安全規定，以及就煤氣生產廠房

和設備的設計、建造、裝置、測試、操作、檢修及保養制定一套

安全程序及擬定應付緊急事故和危機的措施。現時煤氣公司的定

期檢驗和保養工作包括每日進行安全檢查、每年或每兩年對氣體

生產廠房和貯存設施進行大修、每季至每兩年為不同類別的氣體

喉管進行探漏測試、每星期或每月對調壓站和供氣設施進行安全

檢查、和每年對調壓和供氣設施進行大修，以及每18個月替煤氣

用户進行安全檢查。整體上，煤氣公司所實行的定期檢查和保養

計劃，比較如歐盟及美國等發達國家更為嚴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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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電工程署負責規管及監察煤氣公司的氣體安全管理系

統。除了審批煤氣公司新工程的設計及建造外，機電工程署亦會

監察其運作及維修管理，例如每年巡查氣體處理廠房、每季巡查

氣體生產廠房及設備、每兩個月巡查煤氣調壓器、每月抽檢氣體

喉管探漏測試、每兩星期巡查煤氣喉管鋪設工程，以及日常巡查

煤氣用戶裝置。在管理層面上，機電工程署亦定期與煤氣公司舉

行會議，共同檢討與煤氣公司的氣體供應、廠房及網絡管理、設

備和裝置有關的事宜以及其他與安全相關的問題。 

 

牛頭角氣體事故 

 

5. 2006 年 4 月 11 日，牛頭角佐敦谷北路發現有煤氣由路

面下一條中壓墨鐵喉管滲出，稍後在距離洩漏地點約 25 米的偉

景樓內發生了煤氣爆炸。這宗煤氣爆炸事故造成兩死九傷，並對

偉景樓內的公用設施造成各種不同程度的損毀。 

 

6. 政府對這次氣體爆炸事故極度關注。在事故發生後，政

府即時成立一個跨部門小組，對這宗事故的肇因展開深入調查。

小組成員包括香港警務處、消防處、機電工程署及政府化驗所的

代表。屋宇署及渠務署亦會在有需要時提供專業意見和支援，以

協助小組進行調查工作。 

 

7. 跨部門小組於 2006 年 4 月 13 日舉行首次會議。小組成

員在調查工作進行期間一直保持緊密聯絡，交換資訊及安排有關

的測試和檢查。初步調查結果顯示，這宗罕見爆炸事故的發生，

很可能是由於同時出現了下列情況所致 — 

 

(a) 沿佐敦谷北路鋪設的一條直徑 300 毫米的地下中

壓墨鐵煤氣喉管上發現一處 70 毫米直徑的破損

洞孔，其位置距離偉景樓入口大堂約 25 米； 

 

(b) 在距離煤氣喉管破損洞孔約 750 毫米之處，發現

一條受破損的 300 毫米直徑地下主污水渠橫放於

煤氣喉管之下； 

 

(c) 該主污水渠連接上一條已荒廢的污水渠支管，該

條污水渠支管延伸至偉景樓入口大門之外的行人

路下面，但沒有接駁至偉景樓任何的公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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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尾段被長度約 500 毫米的泥土堵塞； 

 

(d) 偉景樓面向佐敦谷北路的入口大門下面的地樑，

發現有數個為公用設施預留的洞口； 

 

(e) 在偉景樓入口大門的平台下面發現一個為公用設

施預留的空間。公用設施喉管可從地樑洞口通過

這個空間而進入大廈内，而這個空間亦可通往位

於偉景樓大堂末端的一個泵房；及 

 

(f) 泵房之內裝設了控制水泵操作的電掣板。 

 

現時政府正對有關煤氣管及受損主污水渠上的洞孔作深入研究，

該段有洞孔的煤氣喉管已被切下並送交大學作冶金及物料檢驗。 

 

8. 調查工作亦包括研究洩漏的煤氣進入偉景樓大堂下空間

的可能途徑。初步研究結果顯示，因為洩漏點與大厦大堂有相當

的空間及距離，所以煤氣從大氣擴散至該處的可能性可被排除。

另外煤氣亦可能在泥土中擴散，但由於洩漏點距離偉景樓地下公

用設施空間達 25 米，這個擴散過程會極為緩慢，因此亦不應是

煤氣進入偉景樓的主要途徑。 

 

9. 初步調查結果顯示，洩漏的煤氣有可能從一些地下管道

或空隙擴散至偉樓大堂下的空間。氣體可能是經受破損的地下污

水渠被傳送到偉景樓入口附近，經荒廢污水渠支管内的泥土滲透

出外，然後再從地樑上的洞口進入並積聚於偉景樓大堂下地下空

間；不論擴散途徑如何，積聚於該地下空間内的氣體，極有可能

被正常水泵操作所引起的火花燃點著，而導致爆炸發生。不過，

在詳細的事故調查未有結果之前，我們現時不能夠完全確定這次

爆炸的肇因。 

 

10. 跨部門小組現正對這宗事故的肇因進行深入調查。在完

成所有調查工作後，跨部門小組會向死因裁判法庭提交調查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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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氣體安全的跟進工作 

 

11. 現時煤氣公司利用精密的“火焰電離檢測器＂，替其地

下煤氣喉管進行每年 3 次探漏巡查，以確保煤氣供應網絡的安

全。該檢測器是煤氣公司一直使用的精密儀器，用作日常檢測地

下煤氣喉管的滲漏，這類儀器亦被外國業界普遍應用。該儀器可

以探測到極低濃度的氣體，精確度達百萬分之一。而煤氣公司所

採用的探漏方法及程序，與一般國際認可探測地下氣喉洩漏的方

法相若，而煤氣公司過去巡查的次數已比大部分其他地方為高。 

 

12. 由 2006 年 4 月 13 日至 5 月 1 日，煤氣公司進行了全面

探漏巡查，涵蓋全港的中壓墨鐵煤氣輸送喉管，發現共有 51 處

有煤氣滲漏，詳情如下：  

 

(a) 在港島黃竹坑道近南塱山道交界處、九龍太子道

西、及葵涌麗瑤街 3 個地點探測到微量滲漏。有

關滲漏涉及喉管銹蝕，煤氣公司已即時進行更換

及修復； 

(b) 在全港超過 200,000 個該類喉管接駁位置，其中

30 個探測到微量滲漏，煤氣公司已即時檢修；及 

(c) 在巡查地下煤氣輸送喉管的過程中，煤氣公司亦

一併檢查地面煤氣裝置，並對 18 個探測到微量滲

漏的地面裝置即時進行維修。 

 

13. 煤氣公司指出，在此次巡查中發現的輕微洩漏，只會由

精密的儀器在極近洩漏的地點才能夠探測得到。此類輕微洩漏在

世界各地的同類地下喉管時有發生，因為各類環境因素，例如路

面交通造成的震動、地陷及地面挖掘工程，都會引致此類的輕微

洩漏。由於洩漏的煤氣的密度比空氣輕，所以很容易會被周圍的

空氣所稀釋，根據國際標準，此類微量滲漏不會構成危險。機電

工程署認為是次巡查的結果顯示地下煤氣輸送管道整體結構是安

全的，亦沒有跡象顯示煤氣公司的煤氣輸送管道出現公眾安全問

題。現時煤氣公司輸送管道出現滲漏的事故比率約為每年每公里

0.18 次，比英美的每年每公里 0.7 次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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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加強氣體安全 

 

(I) 加強現有喉管的探漏巡查 

 

14. 由於牛頭角氣體事故，煤氣公司於本年 5 月 1 日起已主

動增加對全港中壓地下煤氣輸送管道的例行探漏巡查次數，由原

先每年 3 次增至每年 6 次。機電工程署亦已相應地加強每月的定

期和突擊抽檢。 

 

(II) 加快更換煤氣喉管 

 

15. 墨鐵喉管現時仍普遍在全球氣體輸送網絡中使用，例如

美國、歐盟、新加坡和日本等。這類加上保護塗層的喉管，是合

乎國際標準，在正常情況下可使用 50 年。從 1990 年代起，煤氣

公司開始引入新的聚乙烯喉管，逐步取代墨鐵喉管，以提高地下

輸送網絡的安全。聚乙烯喉管的優點是沒有金屬性銹蝕、具優良

的喉管接駁素質和較能抵禦地陷帶來的損壞。 

 

16. 上月牛頭角偉景樓的氣體事故後，機電工程署已敦促煤

氣公司加快以聚乙稀喉管更換中壓墨鐵喉管，以進一步加強氣體

安全。煤氣公司亦同意在兩年內更換全部 150 公里、安裝年期為

20 年或以上的中壓墨鐵喉管。 

 

 

 

 

 

 

經濟發展及勞工局 

機電工程署 

二零零六年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