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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隧道火警事故及全港隧道的防火事宜  

 
 
  交通事務委員會之前並無就全港隧道的防火事宜進行

討論。在 2000年 12月 6日、 2003年 12月 10日及 2012年 3月 21日的
立法會會議上，議員曾分別就隧道設置的消防裝備及最近獅子

山隧道發生的火警事故提出質詢。有關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載於附錄 I。  
 
2.  有 關 最 近 獅 子 山 隧 道 火 警 事 故 的 報 章 報 道 載 於

附錄 II，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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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一題：所有隧道均設符合消防處規定的消防裝置 

＊＊＊＊＊＊＊＊＊＊＊＊＊＊＊＊＊＊＊＊＊＊＊＊  

  以下是今日（十二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葉國謙議員的提問
和運輸局局長吳榮奎的答覆：  

問題：  據報，獅子山隧道和香港仔隧道管道的圍板是以塑膠物
料製成，而該種物料在燃燒時會產生有毒氣體。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該兩條隧道管道的圍板是否符合消防安全標準；
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二)  有否計劃更換該兩條隧道管道的圍板；若有，工程將於何
時開始及完成；以及當局在完成該等工程之前，將採取甚麼措施，
加強該兩條隧道的消防安全；及  

(三)  有否就該等圍板所引致的傷亡事故購買保險？  

答覆：  

主席：  

  所有隧道都設有完全符合消防處規定的消防裝置，這些裝置由
註冊的消防設備承辦商負責維修保養。此外，隧道營辦商必須制定
火警處理程序，而政府亦會因應處理隧道緊急事故方面的最新知
識，定期作出檢討並要求營辦商修訂有關程序。隧道營辦商除定期
為員工提供消防訓練外，還會與消防處最少每年合辦一次防火演
習，以提高屬下員工的防火意識。  

  只有一條隧道，即獅子山隧道的管道圍板，是以一種稱為聚氯
乙烯的塑膠物料製造。聚氯乙烯本身是無害的，這種物料在持續受
熱至攝氏七百五十度的高溫時才會燃燒及產生對人體有害的氣體。
然而，發生這類火警的機會是微乎其微，因為獅子山隧道現有消防
裝置的設計，是符合最新的消防安全標準。  

  除例行的維修保養外，路政署也會定期檢查管道圍板的狀況，
並會待有另一種更好的物料時，更換舊有的圍板。其實，路政署正
手在明年更換獅子山隧道的管道圍板，有關更換工程為期兩年。
在施工期間，路政署和運輸署會確保隧道可安全運作，不受影。  

  政府規定隧道營辦商必須購買保險，並確保其保額足以補償因
隧道運作和維修而導致的傷亡或財物損毀。所購買的公眾責任保
險，承保範圍包括任何意外，而涉及隧道管道圍板的申索也屬承保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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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完  

二○○○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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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題：行車隧道內的防火及滅火裝置 

＊＊＊＊＊＊＊＊＊＊＊＊＊＊＊＊＊＊＊  

  以下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今日（十二月十
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鄭家富議員的提問所作的口頭答覆：  

問題：  

  關於收費行車隧道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數目，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及因素決定每條收費行車隧道應設置的
消防裝備的類別和數目；  

(二) 每條收費行車隧道已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的數目；及  

(三) 紅磡海底隧道現時設置的各類消防裝備的數目是在甚麼時
候規定的；有否評估這些裝備的數目是否足以應付隧道內由於各
種原因引起的火警和突發事件；若有，評估的結果是甚麼？  

答覆：  

主席女士：  

  消防處制訂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守則》
訂明行車隧道須裝設的消防設備和應用事宜。本港行車隧道內設
置的防火及滅火裝置，均完全符合消防處的規定。  

  有關在各條收費隧道內所設置的消防裝置的資料，載於書面
答覆的附件。由於每條隧道均有其不同的設計及環境方面的限
制，因此各隧道的消防裝置的數目有異。  

  紅磡海底隧道自一九七二年通車以來，不時更換及改善其消
防裝置，以符合最新的標準和規定。隧道的管理公司亦已聘請註
冊消防承辦商定期巡查各類設備，確保它們符合安全標準。此
外，該隧道更會進行大規模的改善計劃，在未來三年將會完成的
改善項目包括：  

(甲) 提升交通管制及監察系統；  

(乙) 更換消防栓；  

(丙) 為行人跨管通道及消防安全裝置安裝有照明的標誌；以及  

(丁) 更換隧道內的無線電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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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行《守則》所規定的消防裝置是根據長期累積的經驗，並
在充份參考了有關的國際安全標準後，以最可行方案為原則而制
訂的。此外，消防裝置只是整個防火系統的一部分。除了這些硬
件設備，各隧道營辦商亦已訂定處理火警的程序及定期為隧道職
員提供消防訓練。此外，各隧道營辦商更定期與消防處進行聯合
火警演習，確保各方能迅速合力處理隧道發生的火警。  

完  

二○○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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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四題 :隧道內的防火及滅火裝置

附件

收費隧道內的滅火設備

隧道名稱 海底隧道
東區

海底隧道

西區

海底隧道

香港仔

隧道

獅子山

隧道

城門隧道 將軍澳

隧道

大老山

隧道

大欖隧道

管道長度(公里) 1.9 2 1.97 1.9 1.4 2.6 0.9 4 3.73
隧道啟用日期 2.8.1972 21.9.1989 30.4.1997 12.3.1982 14.11.1967 (南)

18. 1.1978 (北)
20.4.1990 9.11.1990 26.6.1991 25.5.1998

警報玻璃箱數目

(每條管道)
78個 78個 62個 38個 16個 100個 16個 80個 75個

緊急電話數目

(每條管道)
78部 54部 42部 38部 28部 100部 16部 78部 76部

緊急出口數目

(每條管道)
18個 27個 21個 3個 -* 23個 8個 24個 36個

滅火筒數目

(每條管道)
117個 162個 84個 114個 28個 200個 32個 160個 152個

通風扇/噴氣式
風扇數目

(每條管道)

10部 15部 23部 4部** 34部 44部 20部 16部 20部(南)
19部(北)

救援車輛及

巡邏車數目

10部 8部 9部 6部 5部 7部 6部 7部 11部

消防喉轆數目

(每條管道)
-# 51個 41個 -## 16個 51個 17個 42個 75個

消防栓數目

(每條管道)
38個 27個 21個 38個(南)

37個(北)
16個 25個 8個 40個 76個

閉路電視數目

(每條管道)
12部 15部 21部 15部 15部 14部 9部 22部 21部

註：

* 由於環境限制，在獅子山隧道設置緊急出口在技術上並不可行。為提升安全水平，獅子山隧道已在 1997 年裝置水簾防火裝備系統，該隧
道並設有多部強力外置抽風機以在火警時驅散濃煙。

** 在隧道管道內裝設的通風扇 /噴氣式風扇的數目，因隧道通風系統的設計及風扇的規格而有異。
#  由於原有設計上的限制，無法安裝消防喉轆。消防喉存放在巡邏車上。
# #  消防喉存放在輕型救援車輛上。

(南 ) — 南行管道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 北 )    —     北 行 管 道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apyshum
打字機文字



立法會十四題：獅子山隧道三級火警 
＊＊＊＊＊＊＊＊＊＊＊＊＊＊＊＊

  以下為今日（三月二十一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葉偉明議員的提問和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的書面答覆： 
 
問題： 
 
  獅子山隧道（獅隧）在本年三月八日發生因地底水管維修工程引起的
三級火警，事件不但令獅隧需封閉兩星期進行搶修，同時也令市民關注到
這些早期建造的隧道的安全及逃生問題。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當局有否為本港不同時期建造的行車和過海隧道，制訂及更新安全
管理措施和設備，以及管道事故的緊急應變方案，並且進行定期訓練及演
習；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在獅隧管道內裝置的水簾防火裝備系統在上述火警發生時有否開
啟；如否，原因為何；過去三年，在獅隧管道發生火警或進行火警演習
時，水簾裝置是否每次都運作正常；如否，出現故障的次數及詳情為何； 
 
（三）是否知悉，除獅隧外，現時本港有否行車隧道、過海隧道或鐵路隧
道採取地面行車、地底鋪設公用設施的設計；如有，有關隧道及鋪設的公
共設施為何；當局如何確保維修及保養該等隧道及地底設施的工作人員的
工業安全（包括會否在工程進行前向有關工人簡介逃生設施）；及 
 
（四）是否知悉，除獅隧外，現時本港還有哪些隧道沒有設置逃生門或管
道，只靠隧道出入口作為緊急出口；當局有否考慮在獅隧及該等隧道內加
建行人逃生管道，以保障隧道使用者及有關人士的安全；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在本年三月八日凌晨約三時半，水務署的工程承建商在獅子山隧道南
行行車管道的地下設施管道進行水管更換及復修工程。工程期間發生火
警，進行有關工程的所有工人隨即依據工地的緊急程序安全疏散到安全地
點，無人受傷。火警於三月八日中午左右救熄，消防處現正調查起火原
因。 
 
  發生火警後獅子山隧道南行管道曾一度全面封閉。運輸署即時啟動了
緊急應變措施，並聯同有關部門、隧道營辦商及公共交通營辦商採取緊急
交通安排，以盡量維持沙田至九龍的交通暢順。路政署人員則二十四小時
工作進行緊急復修工程，成功爭取於三月十二日早上六時重開隧道南行管
道的快線；並且連日二十四小時進行加緊復修，使南行管道的慢線在三月
十九日上午六時亦恢復正常行車。在復修期間獅子山隧道的交通較平日略
為擠塞，但大致維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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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謹就問題的各個部分回覆如下： 
 
（一）本港的行車和過海隧道內均設有符合安全標準的隧道設施，包括符
合消防處規定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例如消防栓／喉轆系統、手提滅火筒、
排煙系統及應急照明系統等。消防裝置及設備的要求是消防處根據法例，
並按個別行車隧道的情況及實際運作的需要制訂。隧道營辦商需要按法例
委託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每年為有關消防裝置及設備進行檢查，以確保設
備符合標準及法例的要求。 
 
  此外，消防處、運輸署及所有行車隧道營辦商均制訂了應付各類緊急
事故，包括火警的緊急應變計劃。當發生事故時，運輸署負責協調緊急交
通與公共運輸安排及發放相關的實時信息。各隧道營辦商平均每六個月會
聯同有關部門，包括運輸署、消防處及警務處，進行消防演習，測試緊急
應變計劃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功能，以確保當隧道一旦發生事故時，可有
效率及迅速地執行緊急應變計劃。有關政府部門亦會與隧道營辦商不時檢
討各項緊急應變措施，並在有需要時作出修訂。 
 
（二）獅子山隧道的南行及北行行車管道分別設有十一個水簾裝置，主要
作用是當行車管道內發生火警時，用作隔離及防止火勢於行車管道蔓延。
在本年三月八日在獅子山隧道內發生的火警，由於火警的源頭是位於行車
管道地底的公共設施管道，而非隧道的行車管道，隧道營辦商根據現場消
防處人員的意見，並沒有開啟水簾裝置，因為水簾裝置的射水並不能控制
於地底下的火勢蔓延。  
 
  過去三年，在獅子山隧道的行車管道內只發生過一宗火警事故。當
時，隧道營辦商曾開啟水簾裝置以防止火勢於行車管道內蔓延。在此三年
間所進行的消防演習，隧道營辦商每次均有開啟並檢測水簾裝置，有關水
簾裝置在所有測試中均正常運作。 
 
（三）獅子山隧道的兩條行車管道的路面下均設有地下管道。往九龍方向
（即南行）行車管道下的地下設施管道，安放了兩條直徑1.2米及一條直徑
1.4米的水管；往沙田方向（即北行）行車管道下的地下設施管道亦鋪設了
兩條直徑1.5米的水管。除獅子山隧道外，只有將軍澳隧道和海底隧道行車
管道下設有地下設施管道。將軍澳隧道行車管道下鋪設有水管及煤氣管，
用以裝置煤氣管的地下管道為一獨立管道，與地上的行車管道完全分隔，
並設有監察系統，以策安全。海底隧道行車管道下則鋪設有電訊線管及電
線。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法例，僱主包括從事行車隧道及其地底設施的維
修及保養承建商，必須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工人的工作安全及健康，如提
供安全的工作系統、制訂緊急應變計劃等。 
 
  為確保工務部門／公共事業機構及其他隧道維修及保養工作的承建商
的工作人員進入行車隧道及其地下管道進行維修及保養工作前，清楚了解
隧道內的逃生設施及其他安全設備，隧道營辦商會向有關承建商的安全主
任講解在隧道管道內進行工程時需注意的安全事項，包括行車隧道內的逃
生設施及其他安全設備。進行維修及保養工作的人員每次進入隧道行車管
道前，亦須向隧道營辦商提供聯絡電話，以便發生緊急事故時，隧道職員
可聯絡有關的工作人員。此外，為確保所有維修及保養工作人員及隧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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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安全，在行車隧道管道內（包括地下設施管道）的所有維修及保養
工程，只會在隧道行車管道完全封閉時進行（將軍澳隧道的地下煤氣管道
除外，因為工作人員可在不影響隧道運作下，直接從隧道管道外的通道進
入該地下管道進行有關工程）。 
 
  除了上述措施，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在行車
隧道內的地下管道內進行維修及保養工作，均被界定為在密閉空間工作，
因此亦須受上述規例嚴格規管。規管包括在進入密閉空間前，需由合資格
人士進行危險評估，確保工作場地安全；工務部門／公共事業機構的承建
商必須根據危險評估報告的建議，採取所有需要的安全預防措施，包括提
供及確保救生、安全設備及緊急逃生設施良好齊全，才可向工人發出證明
書，容許他們進入地下管道內進行維修及保養工程。所有進入密閉空間的
工人亦必須為持有有效證明書的核准工人。此外，工人進入隧道地下設施
管道進行維修及保養工作，亦必須按照運輸署及隧道營辦商制定的安全指
引及遵守有關安全法例，以確保工人工作時的安全。 
 
（四）除獅子山隧道外，本港其他行車隧道的兩條行車管道之間均設有緊
急逃生通道，在發生緊急事故時，讓隧道使用者可從發生事故的行車管道
經緊急通道前往另一行車管道，離開隧道。獅子山隧道的兩條行車隧道在
不同時期建造，由於在建造第二條管道時第一條管道已通車，因此未有興
建行人逃生通道連接兩條行車管道。 
 
  正如第一部分的回覆中所述，現時獅子山隧道已設有符合有關法例及
消防處規定的消防裝置，無論消防處、運輸署及隧道營辦商均制定了緊急
應變計劃，並會定期進行緊急事故及消防演練。因此，獅子山隧道現時的
消防裝置及安全措施已能有效讓隧道使用者及工程人員在緊急情況下安全
及迅速地逃生。事實上，本年三月八日在獅子山隧道內發生的火警中，有
關應變機制已發揮了作用，所有在地下設施管道內進行水管復修工程的所
有工人，均依據有關緊急程序疏散到安全地點，無人受傷。 
 
  如要在獅子山隧道現有的行車管道內加建行人逃生通道連接兩條行車
管道，必須封閉其中一條行車管道，以便劃出工地進行工程。在建造工程
進行時必須將現有行車管道作長時間封閉，將會嚴重影響往返九龍及新界
東的交通。 

完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１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０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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