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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8 日東鐵綫服務受阻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公司」)提交的補充資料 

 
 
(a) 港鐵公司就事故的調查結果 
 
 2017 年 5 月 18 日下午約 3 時，港鐵東鐵綫架空電纜出現故障，

令紅磡站來往羅湖及落馬洲的列車服務及直通車服務受阻。約 30 分

鐘後，九龍塘站來往羅湖站及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得以恢復，分別維

持每 10 分鐘及 20 分鐘一班，列車服務中斷的範圍收窄至紅磡站至九

龍塘站。經控制中心與工程團隊搶修後，約下午 5 時 23 分，列車服

務中斷的範圍進一步收窄至紅磡站至旺角東站，旺角東站來往羅湖站

及落馬洲站的列車服務亦加密至每 4分鐘及 12分鐘一班。經修復後，

全綫服務於晚上 7 時 26 分陸續回復正常。 
 
 事故期間，港鐵公司按事故應變機制進行通報及資訊發放，並

安排了數百名人員到東鐵綫各個受影響車站為乘客提供協助，亦安排

了超過一百輛免費接駁巴士，來回行走鐵路服務中斷的路段。事故後

初步調查發現，故障原因主要是一輛列車集電弓上的組件出現缺損，

繼而令集電弓損壞，纏絆著架空電纜，在列車行駛時電纜被拉斷並發

生短路，觸發供電安全防護裝置啟動。 
 
 港鐵公司已邀請獨立專家就事故進行深入調查，現就事故成因

及改善工作向委員匯報如下。 
 
事故成因 
 
 經深入調查後，港鐵公司確認今次架空電纜故障，是由於一列

車車頂其中一個集電弓缺損，繼而纏繞著紅磡往旺角東站（上行綫）

一段架空電纜，在列車行駛時將該段電纜拉斷並發生短路，觸發安全

防護裝置，繼而影響電力供應所致。整個過程完全符合供電系統的安

全設計。 
 



 涉事集電弓的碳條為新引進設計，目的為探討改善日常運作上

經常出現的損耗及耐用性，已按一貫程序通過一系列測試。根據獨立

專家進行的技術調查所推斷，涉事集電弓上的碳條在事發前出現缺損。

缺損的原因可能包括外物撞擊、碳條本身與金屬托架的接合狀況等等。

然而，從相關碳條測試結果包括撞擊測試、耐磨測試及升溫試驗所得

結果及考慮到上述各項原因，推斷主要原因為碳條受到外物撞擊，以

致出現缺損，繼而呈坑紋。由於碳條與架空電纜直接接觸採電，電纜

被卡在坑紋中間，當涉事列車前行時，在電纜拉力影響下，該受損碳

條被剝落脫離集電弓，引致電弧及升溫，令集電弓出現輕微彎曲，以

致纏絆著電纜，終使集電弓被拉離列車車頂的承托架，繼而有連串扯

動，並出現短路。 
 
 
跟進及改善工作 
 
提升集電弓的可靠性 
 
 港鐵公司在事故發生後已立即採取措施以提升集電弓的可靠性，

減低類似事故再發生的機會。 
 

(i) （事故後即時跟進）立即檢查裝有涉事同類型碳條的列車

集電弓； 
(ii) 將東鐵綫列車裝有涉事同類型碳條的集電弓全數更換； 
(iii) 加強碳條的日常維修及保養，並使用閉路電視系統於列車

每天回廠時檢視碳條狀況；及 
(iv) 在日後引入任何集電弓組件的新設計或進行技術性改動

時，會一併考慮可能出現的故障及解決方案。 
 
乘客資訊的發放 
 
 獨立專家亦檢討了事故期間的乘客資訊發放，認為港鐵公司須

確保在重大事故時於事故發生車站所屬的鐵路綫沿綫各站、沿綫列車

及連接的路綫發放最新車務資訊，以方便在事故發生路綫的乘客選擇

在轉車站轉乘其他鐵路綫。舉例說，如在東鐵綫發生事故，須於觀塘

綫（九龍塘為轉車站）及西鐵綫（紅磡為轉車站）沿綫車站發放最新

車務資訊。 
 
 



(b) 提供損的集電弓的照片 
 
 圖一顯示集電弓及狀況正常的碳條。圖二顯示缺損碳條的集電

弓。 
 
圖一 

 
圖二 
 

 
 
(c) 提供有關檢查及維修東鐵綫的集電弓及架空電纜的補充資料  
 
 港鐵公司有一套全面嚴謹的鐵路基建和資產維修保養制度。鐵

路系統相當複雜，由數十萬個組件組成，公司須考慮相關因素，例如

不同組件的風險、其關鍵性等因素，作出風險評估，制定檢查維修的

週期。港鐵維修保養工作達國際公認的高水平，公司的資產管理系統

（包括定期維修保養列車、訊號系統、供電系統及路軌等）已獲國際

標準 ISO55001 認證，為國際普遍認可的最嚴謹標準之一。 
 

碳條缺損位置 

狀況正常的碳條 



 港鐵公司會繼續留意市場上相關設備和科技的最新發展。若有

一些被確定為有效的新科技，公司都會去瞭解其成效和是否適合港鐵

系統採用，以便於在加強保養維修制度時作為參考。 
 

 近年，港鐵公司引進新技術作架空電纜檢測，包括以「局部放

電」的技術進行「絕緣體性能測試」，確定質量合乎嚴格的規定，才

會進行安裝，從而減低故障影響鐵路服務的機會；此外亦透過傳輸脈

衝的方法，瞭解絕緣體的狀態，提升「電纜狀態監測」，避免電力供

應因絕緣物料有破損而受影響，從而改善供電穩定性。 
 

 另外，涉事集電弓組件在2014年起，在東鐵綫部份列車所採用，

亦是新型號組件，旨在提升碳條的採電效能及可靠性，在安裝前已完

成測試，符合要求才採用；期間至今年 5 月 18 日為止亦未出現過事

故情況。調查顯示，該組件出現缺損屬個別事件，而是次事故成因與

架空電纜本身無關。 
 

集電弓的保養維修 
 
 集電弓屬港鐵列車部件。港鐵列車平均每月進行一次例行檢查，

包括車頂、車底設備及車廂內各資訊系統的檢查。列車在每日投入服

務前，車長都會進行測試，確保列車系統及設備狀態良好和運作暢順，

包括制動系統、車門運作、升上及降下集電弓測試等等。港鐵公司約

每 21 日為東鐵綫列車集電弓作一次檢查，並因應磨損情況更換。 
 
架空電纜的保養維修 
 
 工程人員會按照不同路段的行車密度、架空電纜所在位置，例

如架空路段或有蓋路段等，編定檢查架空電纜的週期，維持架空電纜

在最佳狀態。專責維修架空電纜的人員均需經過訓練及通過考核。維

修人員定期利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檢查，密度由三日一次至約每年一次

不等。架空電纜的例行檢測主要包括以下「三部曲」： 
 
(i) 高台車近距離檢測 

 
 現時，港鐵整個網絡的架空電纜約有六百多公里長，工程人員

每一年至一年半進行一次例行檢查和維修。工程人員會用高台工程車

作近距離逐寸檢查電纜，包括電纜位置及水平、量度電纜的耗損情況

等。 
 



(ii) 軌道及架空電纜幾何記錄車 
 

 工程人員每月（主要適用於石仔路）或每三個月（主要適用於

石屎路）用軌道檢查車檢測架空電纜，利用車上的雷射設備，為架空

電纜進行檢查和收集數據。維修人員透過分析數據，了解架空電纜之

間的拉力和水平位置是否維持正常狀態。 
 
(iii) 定期巡路 
 
 路軌維修人員每三天會「巡路軌」檢查路軌情況，期間亦會留

意架空電纜的情況。富經驗的專責維修架空電纜的人員會每兩人一組，

沿路軌巡視架空電纜情況，進行仔細目測。 
 
 一般而言，架空電纜的壽命達數十年，視乎不同位置、外在環

境等因素，會略有不同。港鐵公司會因應鐵路綫的行車密度、外在環

境因素、架空電纜的使用周期等，在其壽命完結之前安排作出更換，

以維持架空電纜在良好狀態。 
 
 
(d) 說明是否可以提供乘客在該事故中受阻的時間(以分鐘計)(即服

務受阻時間總數(以分鐘計)乘以受影響的乘客人數)。 
 
 世界各地的鐵路系統，量度服務表現的標準各有不同，現時港

鐵列車服務的服務表現，是以一系列客觀標準作量度，包括列車服務

準時度、可靠程度等等。港鐵公司是以列車服務可靠程度作指標，即

列車行走多少車卡公里才遇到一次五分鐘或以上的延誤，作為列車服

務可靠程度的量度標準。事故延誤的計算，是以最長列車延誤的時間

計算，而列車延誤時間，是指列車抵達終點站所需時間，較行車時間

表所訂定之標準車程時間長多少。這方法如實反映服務受影響的程度。

類似標準廣泛在其他地區均有採納，包括國際都市鐵路聯會 1成員。 
   
 鐵路網絡愈益繁忙，行走的班次越多，損耗自然越多。港鐵運

作上要求數以十萬計的系統和組件精密配合運作，才能令列車服務安

全暢順。要維持高水平服務，有賴港鐵車務營運與維修同事的共同努

力。我們透過量度客觀數據，以行走公里的數目，與一個特定時間或

1 「國際都市鐵路聯會」為一國際組織，鼓勵全球大型城市鐵路的標竿比較。聯會現時有 16 名
成員，包括香港、倫敦、巴黎、紐約、新加坡及台北等歐、美、亞洲鐵路營運者。 



以上的延誤事故出現的次數作比較，能有效反映服務可靠度，及公司

在系統維修保養及更新所投放資源的成效。 
 
 若採用其他指標量度港鐵服務的可靠性，我們必須確定有關指

標的客觀性，也不能太複雜，令公眾難以掌握。就委員建議用「乘客

受影響的時間（以分鐘計）」為計算事故影響程度，我們必須先準確

獲得事故期間使用鐵路的人數，而這存在相當難度。在重大事故期間，

視乎實際情況，港鐵公司會在受影響車站安排乘客免費出閘，以更快

疏導人潮。故公司無法充份掌握受影響乘客的人數。即使是已進入系

統的乘客，在部份事故中，亦有機會轉乘另外一些沒受影響路綫的列

車繼續行程，故實難以掌握受事故影響的準確人數。 
 
 我們理解委員關注到鐵路事故及港鐵的系統更新工作。事實上，

鐵路運作接近四十年，現時每天行走逾 8 000 班車，服務近 560 萬人

次的乘客，港鐵公司每年都投放大量資源更新及提升系統和設備。去

年，港鐵公司投放了超過八十億港元作維修保養，確保港鐵網絡維持

良好狀態。公司亦有嚴謹的維修保養系統及程序，達國際水平 
ISO55001 認證，確保鐵路運作安全暢順。 
 
 
港鐵公司 
2017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