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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就超強颱風山竹應變及  
善後等方面的工作的補充資料  

 
(a) 在業主更換受超強颱風山竹（山竹）損毁的玻璃幕牆時，

是否需要遵守屋宇署發出的《2018 年玻璃結構作業守則》
（守則）；以及在山竹過後，政府有否計劃更新守則，並
立法規定必須遵守守則：  
 
幕牆及玻璃窗的用料、設計和建造受《建築物（建造）

規例》（第 123B 章）所規管。屋宇署製備了相關作業守

則及作業備考，就幕牆及玻璃窗的設計風壓、安裝時的

安全監督、安全測試、以至保養修葺等提供指引，以確

保所有新建及現存的幕牆及玻璃窗的安全。  
 
因應玻璃結構設計和建造方法近年的發展，屋宇署早前

已完成一項顧問研究，檢討有關玻璃結構的用料、設計

和建造規定及標準，包括整合各相關作業備考內的指

引、參考了本地的行業做法，以及參考歐洲、美國、內

地、新加坡、澳洲及加拿大的經驗和做法，從而制訂了

一套本地適用而又符合最新國際標準的規定，並隨即發

布《2018 年玻璃結構作業守則》。  
 
一般而言，更換現存幕牆上個別受損毁的玻璃結構，只

須按照原批准設計的技術要求。然而，屋宇署在審批新

建樓宇，或為現有樓宇進行加建或改動工程的圖則時，

則會按照上述作業守則所載的技術原則處理。  
 

(b) 香港現時樹木管理工作及未來路向，包括政府各樹木管

理部門的職責及其分工：  
   
發展局於 2010 年 3 月在工務科下成立綠化、園境及樹木

管理組（管理組），負責整體決策工作，制訂和統籌本港

園境及樹木管理策略及措施。管理組轄下設有綠化及園

境辦事處和樹木管理辦事處，致力制訂全面的樹木管理

政策，並統籌執行工作，務求政策有效實施。  
 
政府採用全面和綜合的方式保育和管理樹木資產，在上



 

游推動良好的種植方式，而在下游則妥善管理樹木。根

據這方式，樹木管理部門在管理其負責的設施或土地

時，會按照管理組的指示、規定及指引護養所屬範圍內

的樹木。培植和護養這些樹木屬於樹木管理部門日常職

務的一部分。這方式可使相關部門因應樹木的特點、所

處位置和護養要求等，更密切地注意其負責護養的樹

木。樹木管理部門的分工清晰，詳見附錄。市民遇有關

於樹木的事宜及問題，可致電政府一站式熱線 1823，個

案將立即轉介負責部門跟進。  
 
管理組通過以下措施督導本港的樹木管理工作：  

‐ 制訂有關樹木管理規定的標準及指引（例如規定在人

流和車流高的地方每年進行樹木風險評估及管理），

並推廣樹木管理良好作業方式；  

‐ 協調各個樹木管理部門進行大型護樹行動、核查樹木

工程和解決複雜個案；  

‐ 推廣妥善護理私人物業上的樹木；  

‐ 提升行業能力；以及  

‐ 加強有關樹木管理及樹木安全方面的公眾教育和參

與。  
 
由發展局領導的工務及護理綠化委員會，成員包括樹木

管理部門及工務部門代表，會按照「綜合管理方式」，監

督園境及樹木管理政策及措施的實施情況，包括每年進

行樹木風險評估及管理，以及解決跨部門協作和配合問

題等。此外，委員會亦提供平台，發布良好作業方式、

促進經驗分享和資訊交流，以及尋求合作機會試行創新

方法及新安排。  
 
「綜合管理方式」為務實有效的樹木管理方式，讓政府

能妥善護養全港約 170 萬棵樹（不包括郊野公園內及未

撥用政府土地上的樹木）。樹木風險評估及管理制度行之

已久，管理組會在這個基礎上推出多項新措施，以簡化

運作程序和提高樹木風險評估的工作質素。該等措施包

括提升樹群及個別樹木的風險評估、加強樹木護理及保

育、增加內部核查的比率及頻密程度，以及試用有助樹

木管理的新技術。  



 

 
要有效管理樹木，專業的工作隊伍至為重要。在未來的

日子，管理組會着重提升行業能力，以及提高從業員的

專業水平。管理組與教育局合作，協助樹藝及園藝業制

訂《能力標準說明》及資歷架構。此外，管理組會研究

推出樹木管理人員註冊制度，以提高該等人員的質素及

行業的專業形象。  
 
颱風山竹對本港的樹木資產造成廣泛破壞。管理組領導

各個主要樹木管理部門制訂補種方案，並於本年 10 月中

召開首次跨部門樹木補種會議。我們會以｢植樹有方，因

地制宜｣為原則，選擇合適的樹種補種樹木。就此，管理

組剛完成編製《街道選樹指南》，當中載述的 80 種樹種

（其中一半屬原生品種）都能適應都市街道環境，包括

耐風、耐熱、耐旱、耐澇，和能抵抗病蟲害等。《指南》

將於 2018 年年底發布，供樹木管理部門使用，同時也可

讓持份者及市民大眾參考和提出意見。我們會盡量爭取

機會改善新種樹木的生長環境，並提升我們的樹木護養

和風險評估制度，以加強本港樹木資產抵禦惡劣天氣的

能力。  
 

(c) 山竹過後預計重新開放山竹後封閉的沙灘的時間表：  

山竹過後，康文署轄下有 15 個刊憲泳灘在 2018 年 10 月已

先後完成復修重開。  

地區  泳灘  

屯門  

1. 蝴蝶灣泳灘 # 

2. 新咖啡灣泳灘 # 

3. 舊咖啡灣泳灘 # 

4. 青山灣泳灘 # 

5. 黃金泳灘 * 

6. 加多利灣泳灘 # 

荃灣  

7. 釣魚灣泳灘 # 

8. 近水灣泳灘 # 

9. 海美灣泳灘 # 

10. 馬灣東灣泳灘 # 

離島  11. 洪聖爺灣泳灘 # 



 

12. 蘆鬚城泳灘 # 

13. 銀礦灣泳灘@ 

南區  14. 淺水灣泳灘 * 

西貢  15. 銀線灣泳灘 * 

#2018 年 11 月 1 日至 2019 年 3 月 31 日暫停救生員服務  

*2018 年 11 月 1 日至 2019 年 3 月 31 日仍然提供救生員服務

@祗於今年 11 月及明年 3 月提供救生員服務  

由 11 月 1 日起（冬季期間），多個泳灘已暫停救生員服務。

現有四個泳灘仍然提供救生員服務，包括黃金泳灘、淺水灣

泳灘、銀線灣泳灘及銀礦灣泳灘。預計清水灣第二灣泳灘亦

可在今年 12 月重開後提供救生員服務。至於其他的刊憲泳

灘，包括原本全年開放的深水灣泳灘，由於早前的颱風導致

損毀嚴重，預計需要更長時間維修泳灘設施和防鯊網或進行

清理，將繼續暫停開放，直至另行通知。  

 
(d) 醫院管理局更新下述兩項有關在颱風期間公立醫院急症

室求診人數的時間及日期：  
(i) 行政長官在 2018 年 9 月 17 日就颱風山竹善後工作

會見傳媒談話時提及的 394 人 ; 
(ii) 政務司司長在 2018 年 10 月 4 日特別內務委員會的

發言稿提及的 458 人。  
 

就有關超級颱風「山竹」的求診個案，醫院管理局於 2018
年 9 月 17 日上午 7 時的記錄為 394 宗；而截至同日下午

5 時，有關記錄更新為 458 宗。上述兩個時段的求診數字

的差異可能源於下列因素：  
  
(i) 由於進行診斷需時，一些於 2018 年 9 月 17 日上午 7

時前到達急症室求診的個案的記錄只反映於下午 5
時的報告中，導致相關求診數字的增加；及  

 
(ii) 因颱風「山竹」吹襲而受傷的人士或會考慮在安全

情況下（例如：8 號颱風信號除下後）才到急症室求

診。  
 



 

附錄  

 

主要樹木管理部門的分工  

 

 路政署負責管理路旁人造斜坡／擋土牆及快速公路的樹

木；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負責管理康文署場地及公

用道路（快速公路除外）旁邊園境地點的樹木；  

 建築署負責管理由該部門維修的人造斜坡上的樹木；  

 房屋署負責管理公共屋邨的樹木；  

 水務署負責管理水務設施範圍內的樹木；  

 漁農自然護理署負責管理郊野公園的樹木；  

 渠務署負責管理渠務設施範圍內的樹木；及  

 地政總署負責管理未撥用政府土地上的樹木，而該等樹

木沒有其他部門管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