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103CD—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108CD—西九龍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  
 
111CD—荃灣、葵涌及青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目的  
 
 本文件旨在撮述擬議的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即 103CD 號工程

計劃下的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108CD 號工程計劃下的荔枝角雨水轉運
計劃和 111CD 號工程計劃下的荃灣雨水排放隧道的勘測研究初步結果 /
結論，並告知各委員有關的未來路向。  
 
 
背景  
 
2 .  港島西、西九龍及荃灣的雨水集水區包括主要住宅、商業及 /或工
業區，以及其廣闊的高地集水區。上述地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是在數十年

前，跟據當時的流量要求和標準所建造。這些地區經過去數十年迅速都

市化發展，以前未鋪築的鄉郊地區現已樓宇密集，引致抗洪能力減低和

地面徑流大量增加，結果令市區雨水排放系統在處理地面徑流方面的能

力不足。在暴雨期間，大量湍急的水流由山上沿已鋪築的地方及 /或斜
坡流到上述市區地方，引致低窪地帶出現水浸的危險和嚴重的交通擠

塞，亦對商店和旅遊景點造成滋擾。由於部分地區位處主要交通路線

上，水浸引致的交通阻礙，均會影響廣泛地區。  
 
3 .  在高度城市化地區提高現有排水系統的排水量，傳統的方法是擴建

或增建雨水渠或箱形暗渠。不過，由於在樓宇多的地方，地下公用設施

亦非常密集，要在地下找到足夠空間敷設新渠管往往並不切實可行。因

此，在可行的情況下經常需要遷移其他現有設施，以騰出空間敷設較大

型的渠管，這樣會大幅延長施工期。此外，進行建造工程亦須在繁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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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廣泛開掘路面，因而令交通長期嚴重受阻、對公眾和商鋪造成不便，

而塵埃和噪音等亦可能影響環境。為了減少上述潛在的問題和滋擾，我

們提出了另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採用雨水排放隧道方案，以截取半山地

區的地面徑流，並轉運往大海排放，令雨水無須流經現時位於下游的雨

水收集網絡，從而減少在樓宇密集地方敷設管道的範圍。  
 
4 .  我們出席了 2001 年 3 月 5 日和 2002 年 1 月 4 日的規劃地政及工程
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這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各委員提出各項他們

關注的問題，包括雨水再用的可行性、隧道路線對土地用途的影響、把

隧道路線移離現有建築物的可行性、隧道鑽挖工程所引致的土地沉降問

題、過往隧道鑽挖經驗的應用、隧道的地質問題、碎屑阻塞隧道的問題

和與隧道有關的衛生問題。我們在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的勘測研究中

探討了各委員所提出的所有問題，所得結果均有利於進行這三項雨水排

放隧道計劃。我們曾於 2004 年 4 月 27 日向委員會遞交有關勘測研究進
展的資料文件。現於本文件中報告勘測的結果。  
 
5 .  2002 年 3 月，我們把 103CD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
為 122CD 號工程計劃「港島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初步設計及

勘測」；把 108CD 號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123CD 號工
計劃「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初步設計及勘測」；以及把 111C D 號工程
計劃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稱為 121CD 號工程計劃「荃灣、葵涌及青

衣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初步設計及勘測」，以委聘顧問進行上述隧

道工程的初步設計及勘測工作。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6 .  103CD 號工程計劃的最新範圍包括建造一條長約 10 .5 公里、直徑
介乎 6 .25 至 7 .25 米的雨水排放隧道、長約 7 .5 公里的接駁隧道連接 3 5
個雨水排放隧道的入水口豎井、一個隧道入口和一個隧道出口。繪示擬

議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一。  
 
7 .  108CD 號工程計劃的最新範圍包括建造一個較小規模的荔枝角雨

水轉運計劃和一個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 (請參閱下文第 14 段 )。前者包
括建造長約 3 .7 公里、直徑 4 .9 米的雨水排放隧道、 10 個入水口豎井、
一個靜水池、一個連同泵水設施的排水口結構和長約 350 米的接駁隧
道，而後者則包括建造一條長約 2 .8 公里、直徑 3 米的轉運隧道和有關
的入水口和排水口結構。繪示擬議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和水塘間轉運隧

道計劃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二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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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111CD 號工程計劃的最新範圍包括建造一條長約 5 .1 公里、直徑 6 .5
米的雨水排放隧道，連同 3 個入水口豎井、一個排水口和長約 100 米的
接駁隧道。繪示擬議荃灣雨水排放隧道位置的平面圖載於附件四。  
 
 
勘測研究的初步結果和總結  
 
9 .  2002 年 11 月，我們委託進行了這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的勘測顧
問研究，以覆核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的建議，並進行擬議雨水排放隧

道的初步設計和勘測工作。勘測顧問研究工作已接近完成，並已確定擬

議雨水排放隧道計劃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我們現已準備進入設計階段。

勘測研究的初步結果載於下列各段。  
 
工程計劃的好處  
 
10 .  目前港島北部、深水埗、長沙灣、荔枝角、荃灣和葵涌的大部分渠
管均符合標準。但仍有大量的渠管 (在有關地區內不同地方由 15%至
2 0 %  不等 )的防洪標準只能抵禦重現期為二十年一遇或以下的暴雨。因
此，在暴雨期間，這些地區其中大部分仍然有水浸的風險，而出現湍急

水流湧下斜路的危險仍然潛在。在完成這三項擬議雨水排放隧道計劃

後，這些地區整體上的防洪水平將可提升至可抵禦重現期為五十年一遇

或更嚴重的暴雨。此外，出現湍急水流的機會亦會大幅減少。  
 
11 .  我們進行了詳細的財物和損毀評估調查，以評估這些雨水排放隧道
計劃所帶來的好處。結果顯示，以有形效益而言，實施擬議雨水排放隧

道計劃，可減少水浸所造成的損失，包括財物、道路、汽車、貨物和商

品方面的損失，以及維修和清理等方面的費用，從而為社會帶來整體的

淨利益。此外，擬議雨水排放隧道亦會帶來無形和社會效益，例如減少

市民所受到的滋擾、交通受阻和生意的損失，而減少湍急水流湧下斜路

的情況和減少與水浸有關的疾病從而改善市民的安全和健康。中區、金

鐘和灣仔地區的商業和金融中心，以及西區、荔枝角、長沙灣、深水埗、

葵涌和荃灣的市區 /住宅區將會得到更佳的防洪保護。這些計劃更有助
香港建立和保持作為世界級城市的正面形象。把高地的水流轉運至擬議

的雨水排放隧道，令市區內密集的下游集水區所需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

工程的範圍可大幅減少，交通受阻和市民受滋擾的程度可減至最低，社

會的整體居住環境亦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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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勘測工作  
 
12 .  我們已進行全面土地勘測工作，並取得巖土情況和土質數據，證實
三條擬議雨水排放隧道在土力工程上是可行的。我們設計這些擬議隧道

時，亦務求把大部分的路線移離已發展地區。此外，擬議隧道會沿半山

而建，並深入遠高於海平面的高地的巖層內。擬議雨水排放隧道的施工

不大可能會遇到不可克服的工程問題，或為鄰近地方和附近發展項目帶

來不可接受的土地沉降問題。  
 
雨水再用的可行性  
 
13 .  我們曾謹慎地檢討這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研究這三條雨水排放
隧道的雨水再用可行性。研究的結論指出，在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和荃

灣雨水排放隧道，採取措施或更改隧道計劃，以求達到再用雨水的目的

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因為這兩條隧道遠離水塘 /濾水廠，或位於遠低於
這些供水設施的位置，因此，額外加設輸水設施需較高費用和大量土地。 
 
14 .  至於原本的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計劃所截取的部分雨水是雨季暴
雨期間九龍水塘的溢流，這些溢流最終會被運送到大海。我們在 2004
年 7 月進行了一項研究，以探討把水塘的溢流轉運至另一水塘的可行
性，以期達致防洪和保護水資源的目標。研究建議實施水塘間轉運隧道

計劃，把九龍水塘的溢流截取並輸送至下城門水塘以求達致上述目標，

是可行和具成本效益的。透過截取和轉運九龍水塘的溢流，水塘間轉運

隧道計劃成為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整體的防洪目標方面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連同計劃中較小型的主幹隧道 (由 6 .4 米縮
短至 4 .9 米 )將可提供與原本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相同的防洪水平，而
整體的建設費用則可節省 6 ,000 萬元或 5 .3%。兩項計劃在財政上的比
較如下—  
 

經修訂的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   
原本的荔枝

角雨水轉運

計劃  

較小規模的  
荔枝角  

雨水轉運計劃

水塘間  
轉運隧道計

劃  
總計  

建設費用  
百萬元  

1 , 120  880  180  1 ,060  

每年經常費用  
百萬元  

2 . 9  2 . 5  0 . 2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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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的額外好處是平均每年能額外提供約 250
萬立方米的原水，相當於每年節省約 800 萬元。因此，當局計劃在 1 0 8 C D
號工程計劃下實施較小規模的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和水塘間轉運隧道

計劃，以便分階段提升防洪水平和達致節約用水的目標。  
 
對環境的影響  
 
15 .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和荃灣雨水排放隧道計劃均屬《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的指定工程項目。我們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而當局須就這

兩項隧道工程項目申領環境許可證。報告結果顯示只要實施紓減影響措

施，擬議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而任何施工所造成的影

響均可以實施建議的措施予以紓減。  
 
16 .  較小規模的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並非《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指定
工程項目，但我們亦已進行環境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只要實施紓減影響

措施，擬議工程不會對環境造成長遠的不良影響。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

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指定工程項目，我們已完成有關的環境檢討，

結果顯示擬議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的工程遠離環境易受破壞的地方，不

會對環境造成不可克服的影響。儘管如此，我們仍會在水塘間轉運隧道

計劃的下一個勘測和設計階段，進行全面的環境影響評估。  
 
17 .  擬議雨水排放隧道的建造會產生大量建築和拆卸物料。我們已在各
項勘測研究下制定全面的建築和拆卸物料管理計劃。我們會在詳細設計

階段中，詳細考慮把建築和拆卸物料數量減至最少，以及盡可能再用 /
再造建築和拆卸物料所需的措施。  
 
18 .  至於使用傳統爆破方法建造雨水排放隧道對現有建築物 /結構的潛
在影響，以及對附近居民所造成的滋擾，我們研究所得的結論是可把該

等影響和滋擾控制在可接受的程度內。我們會進一步檢討和修訂有關爆

破的規定，以便把規定列入合約文件中。我們亦會在最終定立任何擬議

爆破計劃前，諮詢有關區議會的意見。  
 
沙土沉積及衞生問題  
 
19 .  我們已檢討雨水排放隧道的設計及擬議的維修保養安排，以避免泥
石及淤泥在隧道入水口及出水口的靜水池堆積。我們已為港島西及荃灣

雨水排放隧道的入水口設計了一道隔篩格柵，以防止垃圾及體積較大的

物體進到隧道系統。隧道亦已設計為內裏不會有積水積聚，而在暴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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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雨水的流動速度可把雨水帶進隧道的沙石帶到下游。此外，實地進行

的一項水質調查確定排放經由隧道截取的水，不會造成水質問題。除了

設置垃圾隔篩格柵，亦會裝設保安圍欄，防止有人侵入隧道。  
 
20 .  至於荔枝角雨水轉運隧道，進入隧道的入口豎井的設計已包括沉沙
池及垃圾隔篩，以限制沉積物進入隧道，以及防止泥石被沖進隧道。此

外，亦會在主隧道的上游末端建造能靜止水流及把沉積物沉澱兩項目的

的靜水池。雖然在主隧道內會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貯存着這些水，但由於

有這些措施，這些貯存着的水水質不會出現任何問題。我們已進行了水

質的抽樣測試，結果証實進入隧道的水污染程度極低。  
 
土地徵用  
 
21 .  我們已小心設計隧道的定線，以便盡可能不會侵佔私人土地。隧道
已規劃的位置和深度將會遠離現有及日後發展項目，並在這些發展項目

下面極深處，而其大部分會在石層中建造，因此對樓宇密集區的滋擾及

對日後發展項目的影響會極為輕微。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及荔枝角雨水

轉運計劃的定線將不會佔用任何私人土地。至於荃灣雨水排放隧道則有

五幅私人地段將受到影響。我們會與個別的土地業權人聯絡，以便獲得

他們同意提供私人土地的地役權，使能進行擬議雨水排放隧道的建造工

程及其後的維修保養工作。  
 
對交通的影響  
 
22 .  雖然部分施工範圍仍需接駁至公共道路網絡，但我們已選擇的隧道
定線將會遠離繁忙的道路，因此估計工程造成的交通影響將會極為輕

微。我們已制定在隧道施工期間實施的初步臨時交通管理計劃，以及諮

詢有關部門包括運輸署及警方的意見。這些計劃已被有關部門視為可接

受的。  
 
採購策略  
 
23 .  我們已研究過各項採購策略，並認為採用設計及建造方式進行擬議
的雨水排放隧道工程最具成本效益。這種採購方式可確保詳細的設計及

建造工程可以綜合的方式進行，因而可在進行相同性質的工程時善用個

別中標者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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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雖然承建商會負責為擬議工程的大部分項目制定詳細設計，但我們
仍需進行基準設計和制定僱主要求，從而定出工程的規定、工程的質量

及限制。這些基準設計及僱主要求會成為預計成本及編製標書的基礎。

此外，我們會研究以設計及建造作為採購方式的工程交付技術，並為這

些工程選定適當的合約安排。由於缺乏內部專才，我們建議委聘顧問為

實施擬議工程，進行基準設計、擬備合約文件及招標的工作。  
 
 
對財政的影響  
 
25 .  我們已更新這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的成本預算如下：  
 

擬議計劃  建設費用  
百萬元  

每年經常費用  
百萬元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2 , 170  5 .3  

經 修 訂 的 荔 枝 角 雨 水 轉 運

計劃  
1 , 060  2 .7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990  3 .5  

 
 
公眾諮詢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26 .  我們曾於 2005 年 5 月 24 日諮詢灣仔區議會的規劃交通及環保委員
會，並於 2005 年 5 月 26 日諮詢中西區區議會的食物環境衞生及工務委
員會，亦曾於 2005 年 6 月 6 日諮詢南區區議會的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
委員會。這三個委員會均支持實施這項計劃。  
 
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  
 
27 .  我們在 2005 年 5 月 12 日曾就上文第 14 段所述荔枝角雨水轉運計
劃經修訂的防洪策略，諮詢深水埗區議會。各議員表示支持實施經修訂

的荔枝角雨水轉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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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28 .  我們曾於 2005 年 5 月 5 日諮詢荃灣區議會的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
會，於 2005 年 6 月 17 日的第九次特別會議上諮詢荃灣區議會，並於
2005 年 6 月 7 日諮詢葵青區議會的房屋及發展委員會。他們均表示支
持實施這項計劃。  
 
 
未來路向  
 
29 .  雨水排放隧道的初步設計及勘測已接近完成。初步的結果已確定這
三項擬議的雨水排放隧道在技術方面是可行的。我們現正進入下一階

段。由於我們會採用設計及建造的採購方式進行擬議的雨水排放隧道計

劃，我們計劃在 2005 年年底 / 2 0 0 6 年年初委聘顧問為實施擬議工程，進
行基準設計、擬備合約文件及招標的工作。由於委聘顧問最新的每項工

程預算費少於 1 ,500 萬元，我們會在整體撥款分目 4100DX「為工務計
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渠務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內支付這筆款項。在

適當時間，我們亦會為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進行勘測階段的研究，而我

們現正進行有關工作的成本預算。若有需要，稍後我們會向財務委員會

申請撥款。  
 
30 .  如撥款獲得批准，這三項雨水排放隧道計劃的設計及建造合約會於
2 0 0 7 / 0 8 年展開，並於 2011 年完成，而水塘間轉運隧道計劃的工程會
2010 年展開，並於 2012 年完成。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2005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