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1.1

1.2

着

1.3

着



4

2.1

2.2

2.3

“

”



5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6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7

0

10

20

30

4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26

53

79

105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25

50

75

10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4 



8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375

750

1125

1500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0.025

0.05

0.075

0.10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0

20

40

60

80



9

0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0

4,000

8,000

12,000

16,000

20,000

(a) 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趨勢

(b) 香港低能見度趨勢

2.5  此外，儘管本地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明顯減少，但境內能見度卻

大幅持續下降 [見下圖2.3(a)及(b)]，這個情況說明境外其他
污染源對本港及區域的空氣質素影響深遠。事實上，煙霧
現時已成為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常見現象。

圖 2.3 : 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和低能見度趨勢

註: 天文台總部出現的低能見度時數。低能見度是指撇除了雨、霧、薄霧後能見度低於8公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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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2.4顯示香港的污染物排放量約佔珠三角地區污染物總排放
量的1%至15%。要改善空氣質素，我們需要循區域角度處理問

題，並與毗鄰的廣東當局緊密合作。我們於2002年4月與
廣東省政府達成共識，雙方會盡最大努力，在2010年
或之前把區域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
子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以1997年為參照基
準，分別減少40%、20%、55%及55%。為了達致上
述減排目標，粵港政府於2003年12月制訂了珠三角地區空氣質

素管理計劃。附件B概述粵港雙方根據有關計劃採取的主要排

放管制措施。此外，雙方亦已建立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監測網

絡，提供區內全面及準確的空氣質素資料。

2.6

圖 2.4 : 珠三角地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 (2003)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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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附件D	

二氧化硫

下表D.1列出一般監測站在2008年所錄得的二氧化硫濃度水平，以	
及超逾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	的空氣質素指引和多個中期目標的次數。
該表亦列出塔門空氣質素監測站所收集到的數據。該處並沒有任何
本地排放源，數據應可代表區域對香港空氣污染水平所產生的影響程
度。

表D.1	:	2008年二氧化硫監測數據與世衛的空氣質素指引／中期目標比較

平均時間

世衛空氣質素
指引/中期目標

（微克/立方米）

2008年
最高濃度 

(一般監測站)

2008年
最高濃度

(塔門)

2008年
超標次數

(一般監測站)

2008年
超標次數

(塔門)

10分鐘 空氣質素指引:	500 1,173 409 20 0

24小時

中期目標-1:	125

149 71

2 0

中期目標-2:	50 86 1

空氣質素指引:	20 284 63

1.	

2.	 監測數據顯示塔門所錄得的最高濃度水平和超標次數遠較其他
一般監測站所錄得的為低，表示市區的二氧化硫濃度主要來自
本地排放源。香港已採取嚴厲措施減少排放二氧化硫。自2007
年12月起，柴油車輛已使用歐盟V期柴油。該款柴油幾乎不含
硫，是最環保的柴油。世界上只有少數地方規定所有工業和商
業工序使用超低硫柴油，而香港是其中之一。此外，發電廠正
裝設煙氣脫硫裝置，作為達致2010年減排目標的方法之一。
因此，進一步大幅減少本地排放和二氧化硫濃度的空間頗為有
限。

3.	 考慮到本地的情況，以及參考歐洲聯盟	(歐盟)	空氣質素標準	(即
125微克／立方米，容許有三次超標)，檢討報告建議把二氧化硫
的24小時指標由現時的350微克／立方米收緊至世衛中期目標-1	
(即125微克／立方米，容許有三次超標)。

4.	 世衛亦就二氧化硫定下10分鐘空氣質素指引	(即500微克／立方
米)。檢討報告建議採用世衛的空氣質素指引	(即500微克／立方
米)，以及與24小時空氣質素指標相類似，容許每年有三次超
標。由於達到10分鐘和24小時濃度指引足夠保障健康，世衛沒
有就二氧化硫建議1小時和全年濃度指引。因此，檢討報告建
議取消現時就二氧化硫所訂的1小時和全年指標。

建議訂立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理念

一般監測站錄得年均濃度：20微克／立方米。

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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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 42,600 1,260 420 11,718 17,375 737 420 

5,706 43,832 2,407 6,705 4,910 38,048 1,933 6,040

299 14,075 1,697 5,854 263 9,354 1,262 5,257

4,938 
(682)

21,684
(3,994)

676
(179)

436
(91)

4,263
(7)

21,380
(3,690)

658
(161)

436
(0)

469 8,073 34 415 384 7,314 13 348

16 4,608 624 24,131 12 3,658 385 23,104

30,842 91,040 4,291 31,255 16,640 59,080 3,055 2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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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 42,600 1,260 420 6,053 10,762 534 412 

6,451 45,133 2,244 6,304 2,861 28,317 1,760 5,442

331 11,231 1,416 5,290 270 9,722 1,284 4,900

5,569 
(682)

24,412
(3,994)

788
(179)

526
(91)

2,124
(7 )

13,450 
(3,690)

457
(161)

122
(0)

552 9,490 40 488 466 5,145 19 421

15 4,632 625 24,761 11 3,682 386 18,865

31,586 92,365 4,129 31,485 8,925 42,761 2,679 24,719

25,120 42,600 1,260 420 0 2,340 153 202 

7,734 49,154 2,438 6,501 3,952 29,515 1,894 4,000

353 9,797 1,388 5,306 101 5,466 1,195 3,276

6,829
(682)

29,866
(3,994)

1,010
(179)

707
(91)

3,385
(7 )

18,904
(3,690 )

680
(161 )

303
(0 )

552 9,490 40 488 466 5,145 19 421

14 4,720 629 25,980 10 3,770 391 20,083

32,868 96,474 4,327 32,900 3,962 35,626 2,437 2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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