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設立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  
 

目的  

 政 府 計 劃 在 2019 年 第 一 季 徵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撥 款  5 , 500  萬
元，設立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運用激光雷達（ Li DAR）技術，
追 蹤 空 氣 污 染 物 在 香 港 傳 輸 的 情 況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介 紹 有 關 計

劃。  

背景  

2 .  隨 着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特 區 ） 政 府 在 本 港 採 取 多 項 排 放 管 制 措

施，並與廣東省政府合作削減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空氣污染

物 排 放 量 ， 本 港 空 氣 質 素 近 年 得 以 持 續 改 善 。 空 氣 質 素 監 測 數 據 顯

示，可吸入懸浮粒子、微細懸浮粒子、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在本地大

氣中的濃度，在二零一三至一七年期間分別下降了 26%、 29%、 26%
和 38%。然而，臭氧水平近年呈上升趨勢。  

3 .  香港的空氣質素除了受本地污染源影響外，亦受珠三角地區的排

放影響，尤其是臭氧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及微細懸浮粒子（統稱 “懸浮
粒子 ”）可在區內透過不同污染物在大氣中的轉化過程廣泛形成（例
如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在陽光下經光化學反應形成臭氧和懸

浮粒子、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空氣中氧化形成硫酸鹽和硝酸鹽粒子

等） ,  並隨風傳輸影響珠三角區內不同地方包括香港的空氣質素。為
能制訂合適的排放管理措施，我們需要加強了解臭氧與懸浮粒子在區

內形成和傳輸的機理及如何影響香港。  

立法會 CB(1)319/18-19(06)號文件 



 
2 

4 .  現時全港有 16 個一般空氣監測站，它們的設計、位置及質控 /質
保均參考國際認可的規範（包括美國環保局的指引）。它們設於具代

表性的位置，並長期收集數據，有效地監測長期空氣質素及市民接觸

的空氣污染水平。但是這類傳統的空氣質素監測站只能測量近地面水

平的空氣污染物，不能監測空氣污染物在高空的濃度和傳送情況。環

境保護署（環保署）  一向留意科技發展，以適時引入科技增強署方
在監測空氣質素方面的能力。  

5 .  激光雷達系統能夠即時測量離地數公里的高空中空氣污染物濃度

和風向風速的垂直或立體分布情況，所得數據可補充在地面蒐集的數

據，有助了解污染物在大氣中的傳輸機理，因此有助環保署識別臭氧

與懸浮粒子在珠三角區內的傳送軌跡，從而提高署方在空氣質素方面

的模擬和預測能力。香港天文台和香港機場管理局已設置的測風激光

雷達系統是用以監測香港國際機場內的風速與風向；本港部分大學有

運用激光雷達系統作研究懸浮粒子用途。這兩種激光雷達系統在海外

亦有被使用。至於臭氧激光雷達系統，國內部分城市近年亦有開始使

用。  

激光雷達系統  

6 .  激光雷達系統是遙感儀器，能按指定波長向大氣發射激光，探測

反向散射訊號，從而即時釐定污染物分布情況或風場數據。激光雷達

系統主要包含激光傳送器、接收器、掃描器 1、探測器、訊號處理器

和數據顯示器。附件  I  載示典型激光雷達系統的簡圖；附件  I I 則載
示市場上現有的部分激光雷達系統。  

7 .  部分激光雷達設有全天掃描器，具有不同的掃描模式，包括垂直

掃描、水平掃描、錐形掃描和流動垂直掃描等，配合不同的應用。附

件  I I I  載 示 部 分 典 型 掃 描 模 式 。 激 光 雷 達 系 統 監 測 所 得 數 據 可 藉 附
件  I V  所載圖表顯示。  

                                                 

1  掃描器適用於懸浮粒子及測風的激光雷達系統，用以作立體掃描方式發射激光及探
測反向散射訊號。受技術所限，現時臭氧激光雷達未能以掃描方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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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8 .  特區政府建議購置以下三種不同的激光雷達系統各五套，以設立

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  
   五套含全天掃描器的懸浮粒子激光雷達系統；  
   五套含全天掃描器的測風激光雷達系統；以及  
   五套臭氧激光雷達系統 2。  

9 .  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將設有五個監測站，各監測站會設置懸

浮粒子、測風及臭氧激光雷達系統各一套。環保署計劃，其中四個監

測站會設於香港的外圍地帶，以監測進出本港的氣流有何特質，其餘

一個則會設於香港較中央的市區，以監測市區內的建築物對微氣候和

污染物擴散的影響。附件  V  載示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的概念分
布圖。環保署會邀請大學學者和激光技術專家協助設計監測綱絡及尋

找適當的監測站位置。懸浮粒子激光雷達系統的體積較少，有需要時

亦可置於小型車輛內進行走航操作，實時監測本港不同地區的污染物

垂直分布。  

10 .  上述激光雷達系統可提供高時空分辨率的風速、風向、懸浮粒子
和臭氧濃度立體分布數據。如上文第 5 段所述，激光雷達所提供的數
據有助了解及分析臭氧與懸浮粒子的源頭、產生機理和傳輸過程，正

好配合現時粵港為應對區域臭氧問題而合作開展的揮發性有機污染物

監測工作  。廣東省政府亦正在廣東省設立同類的空氣污染物立體監
測網絡，日後兩地政府可應用所得數據支援政策制訂工作，於粵港共

同開展的《 2020 年後區域空氣污染物減排目標和濃度水平研究》，
以協助制訂 2020 年後區域空氣污染物的減排方案和目標。此外，所
分析的數據可被納入現時環保署以氣象和地面測得的空氣質素數據為

主的預測空氣質素系統，提升環保署預測空氣質素的能力和準確度，

包括及早預測高污染日產生的可能性。我們也將研究如何結合地面監

測、立體監測和模型數據，向市民提供污染物立體分布資訊；與及供

大學和科研機構作研發和驗證微氣候模型之用。  

 

 

                                                 

2 受技術所限，現時臭氧激光雷達未能以掃描方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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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開支  

11 .  估計建議需要 5 ,500 萬元非經常撥款。預計相關開支會分三個年
度支付。詳細分項如下：  

 2019 - 2020  
年度  
千元  

2020 - 2021  
年度  
千元  

2021 - 2022  
年度  
千元  

總計  
 

千元  
     
( a )  硬件及軟件  
 

-  19 ,200  28 ,800  48 ,000  

( b )  工地準備、
交付、安

裝、測試、

試運、文件

記錄和培訓  
 

1 , 000  400  600  2 ,000  

( c )  應急費用  
[ ( a ) + ( b )  的
10% ]  

 

100  1 ,960  2 ,940  5 ,000  

總計  1 , 100  21 ,560  32 ,340  55 ,000  
 

經常開支  

12 .  預計建議在 2021 年全面實施後，每年經常運作開支約為 700 萬
元，包括購買零件及消耗品、支付電費及租用通訊線路。所有經常開

支會由環保署現有的資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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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時間表  

13 .  我們計劃在 2019 年第一季度尋求財務委員會的撥款批准。  暫定
實施計劃如下：  

 關鍵交付  目標完成日期  
   
( a )  準備招標文件和招標  

 
2019 年 9 月  

( b )  簽訂合同  
 

2020 年 2 月  

( c )  工地準備  
 

2020 年 7 月  

( d )  收貨和安裝  
 

2020 年 9 月  

( e )  驗收測試  
 

2020 年 1 1 月  

( f )  系統全面試運  2021 年 5 月  
 

徵詢意見  

14 .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及支持建議。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附件 I  

激光雷達系統的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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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I 

商用激光雷達系統  

臭氧激光雷達  

 

粒子激光雷達  

 

粒子激光雷達

 

可移動粒子激光雷達  

 

測風激光雷達  

 

測風激光雷達  

 



 

 

附件 I I I 

激光雷達系統的掃描模式  

 
垂直掃描  

 
水平掃描



 
2 

 
錐形掃描  

 
流動垂直掃描  



 

 

附件 I V 

監測所得數據的顯示方式  

 



 

 

附件 V 

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的概念分布圖  

 

 
 
 
 
 
 
 
 
 
 
 
 
 
 
 
 
 
 

  暫定 激光雷達監測站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