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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3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27日機場鐵路服務受阻日機場鐵路服務受阻日機場鐵路服務受阻日機場鐵路服務受阻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03年 7月 27日早㆖，機場鐵路(包括㆞鐵東涌 及機場快

)的服務暫停約兩小時。本年 8月 1日，㆞鐵有限公司(“㆞鐵公司”)
和運輸署向交通事務委員會報告事發當日的情況、兩者採取了的即時

行動、初步調查的發現，及須予改善的㆞方(見㆞鐵公司和政府於今
年 8 月 1 日分別發出的 CB(1)2335/02-03(05)及 CB(1)2335/02-03(04)
號資料文件)。

2. 本文件就事故調查的結果提供進㆒步資料，並回應委員於

2003年 8月 1日會議㆖提出的問題。

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

3. ㆞鐵公司已經完成 2003年 7月 27日機場鐵路事故的調查工
作，其最後調查報告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調查發現，當日服務受阻是由於數
據傳送系統在南昌站的㆒個轉換器，出現過多數據傳送。事故雖導致

服務暫停，但沒有影響鐵路安全。㆞鐵公司已確定適當的措施，避免

同類事故再次發生。香港鐵路視察組(“視察組”)會跟進㆞鐵公司落實
有關措施的情況。

4. 另外，㆞鐵公司檢討了事故的處理，並會繼續聯同運輸署研

究和落實改善方法。其㆗已同意實行的措施包括：

(a) 加強㆞鐵公司與運輸署在發生鐵路事故時的溝通和合作。㆞
鐵公司會善用現有的警報系統，務求能迅速㆞向運輸署提供

精確的訊息；

立法會 CB(1)2493/02-03(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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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善對乘客的消息發布。㆞鐵公司正覆檢在緊急情況㆘的車
站廣播及資訊顯示，以便及時及準確㆞向乘客發放消息，讓

他們計劃行程；及

(c) 增強緊急交通服務。㆞鐵公司已檢討其機場鐵路緊急巴士服
務的路線及乘客㆖落點，以改善運作效率。在有需要的時候，

部分現有的專營巴士路線會改道駛經機場快綫及東涌綫車

站，接載受事故影響的鐵路乘客。㆞鐵公司亦已檢討其緊急

穿梭巴士、改道的專營巴士及的士在機場快綫及東涌綫車站

的臨時㆖落客安排，並告知有關的交通服務營辦商和業界。

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服務表現及維修情況、服務表現及維修情況、服務表現及維修情況、服務表現及維修情況

5. 機場鐵路自 1998 年通車至今較大的服務受阻事故列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鐵公司已就這些事故進行調查及按要求向視察組和運輸署提交
報告。視察組詳細複查過事故報告及㆞鐵公司建議或已實行的補救措

施，結論是該公司已正確㆞確認事故的不同起因及相應的補救/改善
措施。

6. 事實㆖，從重大服務受阻事故數目的減少，可見機場鐵路在

通車運作㆒段時間後，服務表現已逐漸進步。自營運協議於 2000年 6
月簽訂以來，㆞鐵公司皆能達到協議㆗機場快綫及東涌綫的服務表現

基準。以本年為例，截至 7月，機場快綫及東涌綫在「列車服務供應」、
「列車服務準時性」及「乘客車程準時性」㆔方面的服務水準均達

99%以㆖。

7. 在 2003年 8月 1日的委員會會議㆖，有委員詢問㆞鐵公司把
部分工作外判，有否影響機場鐵路的維修水平。

8. 當市場㆖有擁有專門技能的承辦商，可以同時為不同的顧客

提供同類服務時，把工序外判給承辦商便較為有利。自 1970 年代㆞
㆘鐵路投入服務，㆞鐵公司已將部份維修工作外判予合適的承辦商。

自動扶手電梯、車站升降機、混凝土結構維修、車站髹漆、車廠設備、

訊號指示控制台、電纜更換、車站閉路電視等維修項目都是由承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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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無論維修工作是由㆞鐵公司員工執行或由承辦商負責，都需

要達到相同的要求和標準，確保能為乘客提供安全和高質素的服務。

9. 政府認為㆞鐵公司已設有全面的維修和管理系統，而這些系

統會按時由外聘專家作審核及檢討。

對受機場鐵路事故影響的乘客的補償對受機場鐵路事故影響的乘客的補償對受機場鐵路事故影響的乘客的補償對受機場鐵路事故影響的乘客的補償

10. 有委員問及㆞鐵公司會否因事故對公眾造成不便，考慮提供

機場鐵路票價優惠；以及該公司如何處理因鐵路事故而錯過航班的乘

客的索償。

11. 若發生重大事故，㆞鐵公司不會就受影響的㆞鐵綫/機場快綫
車程收取車費。已付車費而又受影響的乘客，可在事故發生後㆕㆝內

到㆞鐵車站客務㆗心安排退回車費。此外，㆞鐵公司在鐵路服務受阻

期間會安排提供免費的緊急穿梭巴士。乘客如欲就事故的影響索償，

可以書面向㆞鐵公司陳述。該公司會按個案的情況逐㆒仔細處理。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2. ㆞鐵公司和政府已聯合檢討 2003年 7月 27日的機場鐵路事
故。視察組和運輸署會監察㆞鐵公司落實補救和改善措施的進度，以

確保機場鐵路繼續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而各有關方面亦能恰當及有

效率㆞處理鐵路事故。

13. 請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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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

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機場鐵路事故

最後調查報告最後調查報告最後調查報告最後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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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機場鐵路 (東涌綫和機場快
綫 )事故的調查由管理調查小組負責，以期達到㆘列目標：

(a) 就東涌綫和機場快綫服務受阻事故，確定設備的故障
原因；

(b) 檢討事故的處理方法，評核過程㆗所發出的工作指
示、資訊發放、應變安排和恢復正常服務等措施是否

有效；

(c) 尋求可改善的㆞方，萬㆒將來服務受阻時，可以更有
效和更適當㆞去應變及與公眾和乘客溝通；及

(d) 尋求改善方法，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事故事故事故事故

2. ㆓零零㆔年七月㆓十七日星期日，早㆖八時零㆒分，

車務控制㆗心內機場鐵路列車管理系統的顯示㆖，失去南昌

站訊號控制範圍的訊息。列車管理系統是㆒套控制和顯示列

車移動的電腦系統。由於系統不穩定，令機場鐵路訊號控制

範圍的列車顯示和控制間竭性失靈。

3. 早㆖八時零九分，車務控制㆗心內的列車管理系統完

全失去所有顯示和控制功能。為維持機場鐵路的列車服務，

車務控制㆗心行車控制主任立即啟動應變程序，將車務控制

㆗心的列車控制職務轉交各車站。

4. 除了南昌站外，其餘各車站都在八時十分成功接收控

制職能，除了位處南昌訊號範圍內㆒部列車外，其餘的列車

在機場鐵路㆖繼續前進，讓乘客能夠在各月台㆖落車。

5. 八時十㆔分，列車服務延誤的資料透過電訊打印機發

放給所有車站。各車站均相應作出廣播和貼出告示通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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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有關事故的更新資料在八時十七分再發出，新發展也隨

後以廣播知會乘客。

6. 因預期機場快綫服務會出現延誤，機場快綫穿梭巴士

隨即被調配作緊急巴士，接載乘客直接前往機場。香港站和

九龍站的首輛機場快綫巴士分別在八時㆓十分和八時㆓十

㆒分抵達。

7. 八時㆓十㆓分，控制㆗心要求公共巴士聯會提供緊急

穿梭巴士服務。

8. 八時㆓十㆕分，控制㆗心通知運輸署緊急交通應變協

調㆗心，預期機場鐵路列車服務將會出現㆓十分鐘的延誤。

9. 南昌站持續未能取得控制功能。八時㆓十五分，東涌

站和青衣站的列車管理系統反應放緩，最後終於完全失靈。

10. 八時㆔十分，東涌站、青衣站和南昌站的車站再次失

去列車控制功能，控制㆗心總主任遂決定暫停機場鐵路的列

車服務，於八時㆔十㆔分宣布「重大事故」，並立即向運輸

署和其他交通工具營運商發出紅色警報，要求提供協助。

11. 八時㆔十㆒分期間，南昌站確立了部份列車控制功

能。在固定波口的正確位置後，之前未能前進的㆒輛列車，

在八時㆕十㆓分由南昌控制範圍駛到奧運站，其後再駛向九

龍站。

12. 最新車務消息除了傳送至各車站和列車，也透過電子

傳媒發放。

13. 在恢復列車服務過程之㆗，南昌站、茘景站、青衣站

和東涌站把車站的列車管理系統和車務控制㆗心的總網絡

脫離。至九時㆓十八分，全部車站的列車控制系統成功脫離

總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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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青衣站和東涌站把電腦系統重新啟動，使車站的列車

控制系統能夠恢復顯示和控制功能。九時五十五分，電腦系

統成功㆞重新啟動。

15. 九時五十八分，車務控制㆗心的列車管理系統恢復接

收到香港站、九龍站和奧運站訊號控制範圍的列車顯示和控

制。南昌站、茘景站、青衣站、東涌站和機場站的車站列車

顯示和控制功能亦恢復。早㆖十時，「重大事故」的警報撤

消，東涌綫和機場快綫的列車服務分別於十時和十時十分全

面恢復正常。

對列車服務的影響和補救措施對列車服務的影響和補救措施對列車服務的影響和補救措施對列車服務的影響和補救措施

16. 事故期間，東涌綫和機場快綫的列車服務從早㆖八時

十分至十時十分，受阻大約兩小時。

17. 車務控制㆗心按照正常程序，在八時㆓十㆓分開始召

喚緊急巴士，提供六條穿梭路綫，接載機場快綫和東涌綫的

乘客。第㆒輛公共巴士聯會的巴士分別於八時㆔十㆔分和八

時㆕十五分抵達香港站和九龍站。

18. 當得悉機場快綫服務將會受阻時，車務控制㆗心隨即

調動機場快綫穿梭巴士接載乘客往機場。九龍站和香港站的

第㆒輛機場快綫穿梭巴士分別於八時㆓十分和八時㆓十㆒

分抵達。

19. 車站和列車均作出廣播，通知乘客有關事故和列車服

務的資料，車站亦有貼出告示。八時㆔十分，向電子傳媒發

放事故和列車服務的資料。

技術調查技術調查技術調查技術調查

20. 發生故障的設備屬於南昌站㆒個數據傳送系統。專責

技術調查的小組被委任調查故障原因和提交技術㆖的改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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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技術調查小組確定事故是由於南昌站列車管理系統

其㆗㆒個轉換器出現過多數據傳送所引起。此轉換器是連接

南昌站列車管理系統和車務控制㆗心的列車管理系統總網

絡。

22. 數據傳送系統的轉換器是新近安裝於南昌站。

23. 雖然南昌站、東涌站和青衣站期間都曾失去列車管理

系統的顯示和控制功能，但訊號安全鎖定系統期間仍然正常

運作，確保了列車運作的安全完全。

技術調查總結技術調查總結技術調查總結技術調查總結

24. 為了避免南昌站再出現過多數據傳送的情況，有關的

數據傳送系統轉換器已即時被隔離，期後並已被更換。

25. 為了能及時察覺列車管理系統可能出現過多數據傳

送的情況，建議在車務控制㆗心加裝㆒部發聲警報的㆓十㆕

小時網絡監察電腦，由控制㆗心的職員負責管理。

26. 為減低將來對服務的影響，建議檢討車務控制㆗心轉

移列車控制功能予各車站的程序。在各車站控制室應裝設㆒

簡易按鈕，在數據傳送可能出現擠塞的情況時，只要透過㆒

個按鈕，便可迅速㆞將車站的列車控制系統和車務控制㆗心

的列車控制系統總網絡脫離。

27. 為提昇列車控制系統的可靠性，建議考慮為列車管理

系統設立㆒個獨立數據傳送網絡。

復修措施復修措施復修措施復修措施

28. 小組檢討了事故的處理，小組總結車務和維修㆟員在

復修列車服務㆖，已根據程序，快捷及有效㆞處理。

29. 期間，大約有五千名乘客受影響。事件㆗沒有乘客受

傷。所有復修措施和行動都能按照既定應變計劃安全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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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穿梭巴士緊急穿梭巴士緊急穿梭巴士緊急穿梭巴士

30. 小組總結在列車服務受阻的情況㆘，要以緊急巴士全

面代替列車服務是很困難的，這甚至是㆒個不可能的構想。

31. 調查結果確定，在列車服務受阻的初期，要在極短時

間內調動大量緊急巴士有很困難。在是次事件㆗，動用了六

條緊急穿梭巴士綫及共運行了八十七趟，接載㆔千零㆔十㆓

名乘客。

32. 車務控制㆗心在預期可能出現嚴重列車服務延誤

時，已即時召喚機場快綫穿梭巴士和公共巴士聯會的緊急巴

士接載乘客。

33. 事故期間，茘景站出現乘客拒絕前往長沙灣站乘坐緊

急巴士，並投訴未有在茘景站提供緊急巴士服務。

資訊發放資訊發放資訊發放資訊發放

34. 在列車服務受阻期間，所有㆞鐵站和列車㆖皆有作出

有關廣播，通知乘客發生事故。

35. 由於車務㆟員必須先了解事故原因，確定服務延誤的

程度，小組認同在事故發生初期要即時提供足夠的資料予乘

客，是存在㆒定困難。在這次事故㆗，亦有國內遊客反映缺

乏普通話廣播。

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措施交通管制措施

36. 小組明白到當日香港站附近的路面交通曾經出現擠

塞，公共巴士聯會的緊急巴士抵達時亦有遇到塞車的情況。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的士等候進入車站接載乘客。所以在緊

急巴士運作期間，各機場快綫車站，即香港站、九龍站和青

衣站的交通交滙處皆實施交通管制措施，以便路面交通保持

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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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小組注意到在事故期間機場快綫各站都有足夠的士

接載有需要的乘客。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38. 除了在㆓十㆕至㆓十七段㆗提及的技術方面的建議

外，小組亦提出五點建議，作持續改善：

(a) 雖然理解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緊急巴士有㆒定困
難，但小組建議再檢討事故初期的緊急巴士運作。

(b) 建議與運輸署共同檢討現在以長沙灣作為東涌綫緊
急巴士載客點的安排。茘景站作為東涌綫和荃灣綫的

轉綫站，小組認為值得研究以茘景站取代長沙灣站作

為緊急巴士的載客點。

(c) 有見國內遊客使用㆞鐵服務日增，小組建議研究在所
有車站於緊急事故發生時提供普通話廣播。

(d) 小組認為在服務受阻初期，可進㆒步加強機場鐵路車
站的廣播，建議展開檢討工作。

(e) 事發當日交通管制措施能有效㆞減低機場鐵路車站
附近路面的交通擠塞情況，使緊急巴士能暢順㆞進出

車站。然而，小組建議應令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包括

的士司機更清晰㆞了解有關交通管制措施，避免產生

誤會。

㆞鐵有限公司

㆓零零㆔年九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機場鐵路機場鐵路機場鐵路機場鐵路自自自自 1998年通車的服務年通車的服務年通車的服務年通車的服務受阻事故受阻事故受阻事故受阻事故

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 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 起因起因起因起因 /復修復修復修復修 /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

2003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早㆖8
時01分，在南昌站。

機場快綫和東涌綫的列車服務受阻近2小時。

事故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9至24分
鐘班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和青衣站直接

前往機場。並以5至14分鐘班次，接載乘客往來長沙
灣站至東涌站和青衣站至東涌站，而青衣站至長沙

灣站的班次維持在1至13分鐘。

南昌站㆒個新安裝的數據傳送系統出現過多數據傳送，影響車務控

制㆗心的㆗央訊號控制功能。

南昌站數據傳送系統的轉換器已即時被隔離和更換。㆞鐵公司的調

查建議檢討由車務控制㆗心轉移列車控制功能至各車站的程序。為

盡早察覺有過多數據傳送的情況，建議加設㆒部發聲警報的24小時
電腦，監察列車管理系統。

2002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早㆖11
時18分，青衣與機場/
東涌之間。

東涌綫香港站至青衣站的列車服務維持正常在10分
鐘㆒班，青衣站至東涌站則須額外20分鐘的行車時
間。機場快綫的服務仍維持，但列車在受影響的路

段行走非常緩慢。機場快綫和東涌綫列車服務受阻

近2小時。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5至8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和青衣站前往機

場，青衣站往東涌站的緊急巴士則維持在每2至3分
鐘班次。

青衣站以西至大嶼山隧道以東㆒段五公里的路軌失去訊號控制，導

致雙向的列車移動緩慢。

在問題解決後，便恢復正常列車服務。

調查確定事故是由於更換㆒個設備而發生。已更新有關工作指引，

避免事故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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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 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 起因起因起因起因 /復修復修復修復修 /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

200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6日日日日早㆖5
時28分，接近青衣站
往大嶼山方向的隧道

內。

機場快綫及東涌綫在青衣站以西列車服務受阻㆔小

時。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10至12分鐘
班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直接前

往機場，並以每4至6分鐘班次，接載乘客往來東涌
至青衣站。

事故發生於早㆖列車服務開始之前。位於隧道頂部的部分維修物料

鬆脫掉㆘，接觸到架空電纜及工程車的集電弓，導致架空電纜產生

火花及牽引電力供應受影響，電纜因此損毀。

搶修工作於早㆖6時24分展開，清理鬆脫的維修物料及臨時修補損
毀的電纜，搶修工作於早㆖7時19分完成。但由於維修物料由工程
車帶到架空電纜其他部分，導致列車通過時牽引電力再度受影響。

再經清理架空電纜㆖所有碎屑後，通往東涌及機場沿綫車站的列車

服務全面恢復正常。

調查結果顯示，由於隧道壁表面凹凸不平，事發數小時前塗㆖的維

修物料未能完全嵌入用以膠合的環氧樹脂內，加㆖當晚溫度較低，

影響凝固速度。為免再次發生同樣事故，同類維修物料已全部從隧

道壁㆖清除。

2001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午4
時44分，近大濠灣交
匯處的露㆝軌道，往

香港方向。

機場快綫及東涌綫於青衣站以西的列車服務受阻㆕

小時。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10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往機場，

以及每5分鐘班次，接載乘客往來東涌站至青衣站。

由於固定電纜的尼龍電纜紮帶損毀，令電纜㆘垂，被㆒輛駛過的機

場快綫列車的集電弓扯㆖。該集電弓被扯變形，架空電纜㆖多處的

設備亦被損毀，影響範圍達6.5公里。

緊急維修完成後，列車服務恢復。

詳細調查報告顯示，用以牢固電纜的標準尼龍電纜紮帶因受氣候影

響而變得脆弱。及後，全綫均採用金屬製電纜紮帶以取代標準尼龍

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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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 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 起因起因起因起因 /復修復修復修復修 /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

1999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午1
時37分，機場站附近
用以清潔列車用的月

台

機場快綫列車服務受阻兩小時，而東涌綫服務維持

正常。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4至10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直接往機

場。

連接架空電纜至絕緣器的銅製合金接駁套管鬆脫，導致架空電纜㆘

墜。

緊急修理後，列車服務恢復正常。

經詳細的技術調查後，改為採用不銹鋼接駁套管。

1999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午12
時20分，奧運站與荔
景站之間

機場快綫及東涌綫香港站至青衣站之間的列車服務

受阻兩小時，機場至青衣和東涌至青衣的列車服務

則維持在15分鐘㆒班。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2至5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及九龍站直接前往機場，以

及每5至10分鐘班次，接載乘客往來青衣站至長沙灣
站。

車務控制㆗心的㆗央訊號控制功能發生故障，轉為採用車站控制室

控制各段行車訊號，唯荔景站及奧運站的號訊控制系統未能保持正

常操控，導致列車服務受阻。

調查確定事故是由於電訊網絡交換器失靈所致。為免再次發生同類

事故，已將系統設備提升，增強系統的可靠性。

1999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晚㆖7
時48分，機場站附近
往香港方向

機場快綫青衣站至機場站的列車服務受阻2¾小時，
而東涌綫則維持正常服務。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10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前往機

場。

用以牢固架空電纜的電纜夾在颱風㆗脫落，電纜㆘垂引致短路，機

場站和東涌站附近電力供應㆗斷。搶修工作完成後列車服務恢復正

常。

事發期間正懸掛8號颱風訊號，由於風勢強勁，令電纜夾被風力扯
動而脫落。

事後已全面檢查所有同類的電纜夾，確保全部牢固。維修程序㆗亦

已加強有關檢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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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日期及㆞點 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列車服務摘要 起因起因起因起因 /復修復修復修復修 /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補救措施

199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16日日日日㆘午4
時02分，機場站用以
清潔列車用的月台

機場快綫往來青衣站至機場站的列車服務受阻七小

時，而東涌綫的服務維持正常。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5至10分鐘班
次，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直接前往

機場。

㆒列未有載客的列車自“離港月台”駛向“抵港月台”前，因緊急

剎車，而車尾的集電弓剛好停留在分段絕緣器的底部。兩個牽引供

電區電壓的差別，導致集電弓產生過度電弧，架空電纜因而損毀。

隨後的列車駛過同㆒㆞點時，列車㆖的集電弓被扯變形，這集電弓

跟著扯脫架空電纜。

為免產生過度電弧，㆞鐵公司已重新調較絕緣器的裝置，並改良列

車操作程序，以免再發生同類事故。

1999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3日日日日㆘午5時
47分，近東涌站位置

東涌綫往來青衣站至東涌站的列車服務受阻2½小
時，而機場快綫的服務則維持正常。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8至10分鐘㆒
班，接載乘客往來青衣站至東涌站。

㆒輛列車因故障㆗途停止前進，再開行時列車的集電弓與其㆖架空

電纜㆖的絕緣器產生過度電弧，令架空電纜的接觸電纜受損。

重新接駁架空電纜後，列車服務於晚㆖恢復正常。

展開技術調查以確定產生過度電弧的原因。期間在車務運作程序㆖

加㆖額外步驟，以策安全。

1998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23日日日日早㆖9
時45分，青衣站附近
往東涌方向

機場快綫列車服務不受影響，東涌綫往來東涌站至

青衣站的服務則受阻2½小時。

期間，㆞鐵公司安排緊急巴士服務，每10至18分鐘
㆒班，接載乘客由香港站、九龍站及青衣站前往東

涌站。

㆒輛機場快綫列車㆖的車長，沒有留意燈號，未經許可駛過㆒組路

軌道岔位時導致軌道受損。

搶修歷時2½小時，列車服務遂恢復正常。

是次事故屬個別事件，已被採用作為內部培訓及研習之用。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