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1)1882/10-11(01) 

資料文件 

立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日本福島核電站意外後香港的輻射監測工作 

引言 

  香港天文台自 1961 年起測量空氣中的放射性。這些工作的範

圍和內容在 1987 年起大幅擴充，成為一項全面的環境輻射監測計劃

(ERMP)，以配合大亞灣核電站的興建。環境輻射監測計劃的內容主

要有兩方面: (一) 建立十個監測站，實時測量香港境內的輻射水平 

(圖一); (二) 收集空氣、食物、水、泥土等樣本，在輻射實驗室測量

及分析樣本中的放射性物質。附件一介紹量度輻射的設施。為了讓公

眾了解有關輻射的科學，天文台亦設立了輻射展覽館，及提供相關的

教育材料。 

 

福島核電站意外後的輻射監測工作 

2.  由於 ERMP 是針對大亞灣核電站的運作而精心策劃的，它亦

同時可應用於監察一些距離更遙遠的核電站的意外對香港產生的影

響。在福島核電站發生意外後，部份 ERMP 的工作相應地有所加強: 

 甲、 增加收集和分析空氣樣本的次數; 

 乙 、 利用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昇機額外進行非例行的空中輻

射監測行動; 



 丙、 額外進行非例行的泥土和海水樣本檢測;  

丁、 在天文台網頁或新聞發布會公布上述的測量結果; 

戊、 在天文台網頁每小時公布 10 個監測站的香港環境輻射水

平; 

己、 預測到達香港的空氣的途徑，了解其源頭是否來自日本; 

庚、 預測源自日本福島的空氣移動途徑，了解輻射物質影響的

地區。 

 

人力資源 

3.  天文台備有足夠人手，執行大亞灣應變計劃的輻射監測工

作。福島核電站意外後，天文台調動了部份核應急的人員，處理額外

的工作。 

 

公眾教育 

4.  香港的學生、一些組織和公眾經常參觀天文台的輻射展覽

館，而市民亦可在天文台網頁的虛擬展覽館，觀看館內的展品。天文

台網頁備有內容豐富的教育資源，讓市民了解輻射、輻射防護、輻射

與健康等有關科學。福島核意外後，市民對有關網頁的興趣大增，今

年至三月底的點擊率已達一百八十萬，較以往平均每年一百萬的數字

大幅增加。 



5.  福島核意外後新增的公眾教育有: 

甲、 為上亞厘畢道 Facebook 及天文台 Youtube 攝製短片; 

乙 、 召開記者招待會; 

 丙、 天文台專業人員出席本地電視及路訊通的特備節目; 

丁、 舉辦公開講座; 

戊、 3 月 26 及 27 日天文台舉行開放日，有關輻射和核電的展

品大受歡迎; 

己、 在天文台網頁上增加有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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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輻射監測網絡各監測站位置圖 

 
 

 
 
 
 



 
附件一 

 
香港天文台量度輻射的設施 

 
 

香港天文台利用不同的先進儀器進行環境輻射監測，分析各

種輻射照射途徑對香港的影響。量度輻射的主要設施簡述如下。 
 
1. 輻射監測網絡 
 
在香港十個不同地點裝設量度環境伽馬輻射的儀器，測量結果實時傳

送回天文台總部，有效監測輻射水平的變化。有關儀器定期調校，保

障測量數據的質量。 
 
2. 流動輻射巡測車 
 
天文台設有一部流動輻射巡測車，測量不同地點的輻射水平；收集到

的環境樣本亦可隨即在車上進行化驗，確定放射性物質的性質和濃

度。 
 
3. 空中輻射監測系統 
 
空中輻射監測系統可以安裝在政府飛行服務隊的直昇機上，測量香港

上空或地面的輻射水平。  
 
4. 輻射實驗室 
 
輻射實驗室設有 3 大類輻射檢測儀器，分別測量各類環境樣本中的伽

瑪(γ)、貝他(β)和阿爾法(α) 等放射性物質，確定環境受汚染的程度。 
 
實驗室所採用的儀器都會定時檢查和調校，確保儀器的可靠性和準確

性。該實驗室更獲得國際認證機構發行的 ISO 9001 證書，儀器和測

量結果均有一定的質量保證。此外，天文台亦會參加國際性的比對項

目，包括國際原子能機構、英國國立物理實驗室和中國輻射防護研究

院，務求測量方法和結果皆合乎國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