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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年六月，委員審閱了兩份關於擬向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撥款

在長洲及深井興建污水處理系統的文件。在討論期間，以及隨後在工

務小組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不少委員都希望多瞭解香港的污水處理

規劃，以便他們考慮個別排污項目的撥款申請。本文就香港的污水處

理規劃作一綜合介紹。

規劃標準規劃標準規劃標準規劃標準

2. 污水處理設施的規劃，是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而制訂的水

質指標作為基礎。這些指標的訂定，是為了達致各項環境及保育目標，

其中最重要的目標，是保障公眾健康，並維持正常和天然的海洋生態

環境。舉例來說，這些指標包括：

(i) 憲報公布的泳灘水質指標  —  規定每百毫升海水中的大

腸桿菌平均含量不可超過 180 粒。在符合該標準的泳灘

游泳，泳客因大腸桿菌而感染病菌 (即使輕微疾病 )的機

會不大，因此該指標是一項與公眾健康有關的指標；

(ii) 海水中氨含量的水質指標  —  高氨含量的污水，可毒害

魚類，因此水質指標訂明，本港每公升海水中的平均非

離子氨含量，不可超出 0.021 毫克。在此水平，海洋生

物受污染影響的機會不大；

(iii) 總無機氮含量的水質指標  —  該指標用以量度水中的營

養物含量。營養物含量偏高會促使海藻大量繁殖，妨礙

生態系統運作；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引發紅潮。這些問

題在污染物不易擴散的水域最易發生，因此，在不同地

區，水質指標會因應不同的自然環境而有分別。

3. 部分水質指標不能以數值定量顯示，而要採用定性方法說明。

例如其中一項水質指標訂明排入水體的固體物質數量，不得積累至可

對海洋生物構成不良影響的水平。同樣，亦有水質指標訂明不得排出

會即時產生毒性效應或者會在食物鏈中積累的有毒物質。除這些法定



指標外，當局繼九八年初的檢討，另外採納一項有助規劃的定性指標，

以期盡可能減輕環境中源自污水的微生物對海洋哺乳類動物造成的潛

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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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不同地區，水質指標的數值會有分別，視乎各地點的保育目

標 (或有益用途 )或受納能力而定。「受納能力」可理解為水體可安全

吸納污染物而不致違反水質指標的廢物量，是視乎各地點的天然擴散

能力而定。在水流湍急的深水地區，污染物可迅速稀釋擴散，受納能

力較高；反之，在半封閉的地點 (例如淺灣 )，受納能力會較低。在香

港，吐露港和后海灣的受納能力不高，維港的受納能力則較佳。

污水處理策略污水處理策略污水處理策略污水處理策略

5. 在八○年代中期以前，排污設備規劃的基本概念，是利用環境

的受納能力以吸收和分解廢物，但當時並沒有數值標準可參考。我們

當時假定大量只經過初步處理的污水，是可以安全地排入維港高流速

而擴散力強的水體環境。至於在河流或半圍封海灣等比較封閉的水域

排污，則有需要對污水作較高水平的處理。一般而言，排入這些水域

的污水，應經過生物 (或「二級」 )處理，以便在排放前分解廢物並除

去部分營養物。因此，我們在八○年代中期的排污規劃模式 (見圖 1)，

是為大部份新市鎮所產生的污水提供生物處理，然後排放入受納能力

較低的水域，而市區舊區產生的污水則只獲初級處理。

6. 不過自八○年代初期，當局已開始覺察市區舊區的污水處理安

排未符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因此訂立數值指標 (例如上文第 2 段的

指標)，並提供所需的工具，以量化方式，對排出污水的質與量、排放

地點及接收水體所承受的影響進行評估。這項工作及隨後興建的污水

處理設施，演變為現在的排污模式 (見圖 2)。這模式將會成為未來 10

至 15 年的發展方向(見圖 3)。現時的污水處理策略模式，主要特色如

下：

(i) 污水不再或將不再排入受納能力偏低的地區。要做到這

點，第一步是把經過處理的污水由吐露港集水區引往維

港排放，下一步是集中把元朗區經過處理的污水從后海

灣引往龍鼓水道排放，繼而集中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所

排出經處理的污水引往其他地點排放 (現經由梧桐河排

入后海灣)；



(ii) 所有大型的污水排放將先經過消毒，以除去污水中 99.9%

的細菌；

(iii) 排入中等受納能力地區 (例如大鵬灣內灣及牛尾海 )的中

流量污水，已經或將會作生物處理；如有需要，已經或

將會加入消毒和除去營養物程序，以確保達至相關的水

質指標；

(iv) 對流入高擴散能力地區的高流量污水，將會經過化學強

化一級處理 (加上消毒程序，以符合上文第 (ii)段的規

定)；這包括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餘下各期污水收集系統

擬處理的維港一帶的污水，以及其他排入水流急速地區

(例如西北水域及馬灣航道附近 )的高流量及中流量污

水；深井污水處理廠即屬於這一類；

(v) 至於在擴散能力較佳且保育目標不受威脅的地區的其他

小型污水排放，其污水處理水平將按個別情況而定；長

洲污水處理廠及新設的排污口，屬於這類別。

7. 以上的方法既能確保達致環境指標，又可以盡量減少騰出大面

積的土地用作建造污水處理廠的需要，從而降低對附近區域的不良影

響。同樣，這也能保証污水處理設施的規劃能以合乎經濟效益的方式

進行，以免付出與環境收益不相乎的昂貴投資，卻只換來並不明顯的

除污改善回報。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8. 都市污水所需要的處理水平，會因應接收污水水體的受納能力

以及須達至的水質指標而有分別。在難以訂定數值標準的情況下，當

局已採取適當的審慎方針，例如決定對大型的污水排放進行消毒，除

去 99.9%的細菌，盡可能減輕對海洋哺乳類動物造成的潛在影響。上述

發展方向，構成全面的污水處理策略模式 (見圖 3 的簡表 )，為日後特

定的污水處理計劃奠定了基礎，并可確保以經濟實效的方式達致環境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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