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環境事務委員會 
 

應用創新科技保護環境  
 

 
目的 
 

 我們在 2021 年 8 月 23 日的會議向各委員介紹了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如何利用「聲學相機」提升處理噪音投訴的效率。現今科技

發展迅速，環保署與時並進，在環境監測及協助執法方面引入了激光

雷達、實時 /遙距監測設施、微型空氣監測設備、無人機以及無人潛

水艇等新技術。本文件旨在介紹及闡述環保署如何應用這些創新科技

以保護環境。 

 

 

空氣監測網絡 
 

2. 環保署在制訂各項空氣污染管制政策時，都需要參考一系列

空氣質數數據，再配合電腦模擬結果以估算不同措施的成效。國際間

正在研發實時和遙距監測以及其他技術來進一步提供準確、快速和更

全面的空氣質數數據，我們也把不同創新技術引入香港的空氣監測網

絡。 

 

實時監測VOC  

 

3. 香港大氣中的粒子和氮氧化物己經大幅下降，降低臭氧濃度

是我們下一步的挑戰和重點工作。臭氧是一種複合性二次污染，主要

由空氣中的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經光化學反應形

成。以往監測VOC，需收集空氣樣本，再送往化驗室分析，在採樣

後頗長時間才有結果。隨著檢測技術的發展，環保署正部署使用「氣

相色譜儀」，配合「火焰離子」等技術，實時監測大氣 VOC 含量，

每小時鑑定超過 50 種化合物水平，有助更了解不同VOC物種的時空

分佈及化學反應過程等特徵，協助制訂減少臭氧污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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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達」 

 

4. 傳統的空氣質素監測站只能測量地面水平的空氣污染物，不

能監測空氣污染物在上空較高處的濃度和傳送途徑。環保署正運用

「激光雷達」技術，建立「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激光雷

達」系統能夠實時測量離地面達數公里上空的空氣污染物（包括臭氧

和懸浮粒子）濃度和風向氣流的垂直及立體分佈情況。從「激光雷

達」系統所得的數據可補充在接近地面水平蒐集的資料，有助追蹤區

域性臭氧與懸浮粒子的傳送軌跡，加深了解其源頭、產生機理和傳輸

過程，同時提升預測空氣質素的能力和準確度。 

 

直昇機協助監測 

 

5. 為了更清楚了解各類空氣污染物在高空不同位置和高度的濃

度水平，環保署與政府飛行服務隊合作，改裝它們的獵豹直昇機

隊，以搭載不同類別的小型空氣監測設備在香港上空進行定期空氣監

測。首部直昇機的改裝已完成並於今年7月啟用，首先應用於為期三

年的《大灣區光化學臭氧污染及區域和跨區域傳輸特徵研究》。直昇

機載有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學研發的「小型空氣監測站」及24個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採樣罐，到香港不同地域約300米上空實時監測包括臭

氧、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一氧化碳等空氣污染物的濃度，並

在不同佈點收集空氣樣本作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濃度及物種分析。環保

署將在未來兩年在高臭氧污染的日子，利用已改裝的直昇機隊配合

船隊及陸上採樣隊，作海陸空同步採樣，用以分析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的物種變化及傳輸機理，為制訂控制臭氧達峰並逐步下降的政策提供

更全面和準確的科學數據。 

 

 

遙測技術的應用 
 

偵測船用燃油 

 

6. 自2015年7月1日起，遠洋船在香港水域停泊期間必須轉用含

硫量不超過0.5%的燃料（即低硫燃料），以減少船隻排放空氣污染

物。在2019年1月1日更擴展至所有船隻（包括遠洋船），不論該船隻

正在航行或停泊，都必須使用合規格燃料（包括低硫燃料或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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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與國家在珠江三角洲水域實施的船舶大氣排放控制區管制看

齊。 

  

7. 環保署按照國際的做法，抽查遠洋船的燃料交付單和燃料使

用紀錄，有需要時會派員上遠洋船進行突擊檢查和抽取燃料樣本作含

硫量化驗，確保遠洋船在香港水域內使用合規格燃料。為了快速篩查

船用燃料的含硫量以提升執法效率，環保署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研

究，透過使用「無人機」和新發展的「微型嗅探傳感器」技術，在空

中偵測遠洋船的排放，從數據實時分析船用燃料的含硫量，減少了派

員上船檢查和取樣化驗等複雜和費時程序。 

 

檢測汽油及石油氣車輛廢氣排放 

 

8. 車輛排放肉眼不可見的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

及氮氧化物，是本港路邊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缺乏保養及維修

的車輛，廢氣排放量會大大超出標準。「車輛廢氣遙測」是利用紅外

線及紫外線對路上行駛中汽油及石油氣車輛排放污染物的吸收頻譜進

行測量，無需另外安排底盤式「功率機」測試，便能準確及針對性地

找出排放超標的車輛，大大便利了沒有超標排放車輛的車主。 

 

9. 環保署已全面使用流動路邊「遙測設備」，在無需截停行駛

中的車輛的情況下偵測排放超標的汽油及石油氣車。環保署會向被識

別超標排放車輛的車主發出「廢氣測試通知書」，要求他們在12個工

作天內修妥其車輛，並通過以底盤式「功率機」進行的廢氣測試，若

車輛不能通過有關測試，環保署會通知運輸署取消其車輛牌照。 

 

10. 過往3年，環保署的路邊「遙測儀器」共監察約274萬車輛架

次，發出約12 000張廢氣測試通知書，通知運輸署取消約400輛未能

在指定限期前符合「功率機」廢氣測試車輛的牌照。與此同時，遙測

管制措施有效地將排放過量廢氣的石油氣車和汽油車的比率，分別由

2011年的80%和少於10%大幅減少至2020年的16%及少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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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範圍監察及打擊非法排放和棄置廢物 
 

監察海岸潔淨情況  

 

11.  香港的海岸線連綿約1200公里，海岸環境複雜，除一般沙

灘、石灘外，亦包括偏遠小島、岩岸、峭壁等，部份地點難以採用實

地巡查方法監測海岸潔淨情況，如須使用直升機定期作大範圍巡察，

涉及的費用較高。隨著公眾對海洋垃圾議題的關注，環保署利用「無

人機」技術，輔助監測偏遠的海岸，現時覆蓋範圍包括北區、大埔、

西貢、沙田、屯門、南區和離島區共65個地點。使用「無人機」航拍

監測機動性高，每次的飛行路線、飛行高度、拍攝位置和角度均可準

確重複，方便比對每次的監測結果。此外，「無人機」的視野廣闊，

航行範圍大，可縮減每次海岸監測所需的時間及人手。環保署會繼續

研究以創新科技協助處理海漂垃圾問題，按實際情況擴大「無人機」

監測範圍，加快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展開清理行動，以助保持本港海岸

的潔淨，讓市民可嘗心悅目地享用大自然。 

 

水質採樣和監測 

 

12.  環保署利用「無人機」在遠離岸邊的地方進行採樣工作以配

合水污染調查，和按需要安排「無人監測船」進行實時水質監測（例

如酸鹼度、溫度、濁度等）及同步採樣，以加強偵測水污染的情況及

尋找污染源。另外，環保署亦正開發利用「無人潛水艇」以進入水

底，以偵查是否有破裂或隱蔽的污水排放管道，同時亦可觀察水底的

環境、生態及珊瑚狀況。 

 

偵測非法排放污水  

 

13.  為免打草驚蛇，引起潛在排污者的注意，很多時都需要暗中

進行偵測非法排放污水。在夜間我們會使用「紅外線夜視功能攝影

機」以進行長時間監視或情報蒐集工作。夜視攝影機會安裝於排水道

的隱蔽位置，由於無須光線照明，入黑後的監視便不易讓排污者察

覺，調查人員可由攝錄得的照片及短片分析排水道的水流狀態及排放

模式。在一些錯綜複雜的排水道，環保署會加上使用「遙距機械人」

追蹤排放位置及污染源，協助前線人員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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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鄉郊非法棄置及堆填活動 

 

14.  在鄉郊地區發生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及堆填活動不僅破壞土

地，甚至會影響到「自然保育區」及「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環

境。我們發現一些污染者為了避開環保署的執法行動，在非法堆填地

點的四周安排線眼，甚至安裝監察攝錄系統，以助在環保署執法同事

到來之前離開現場。 

 

15.  為應對這種情況，環保署部署了配備「200倍變焦攝錄機」

的「無人機」，在空中遠處監視非法棄置建築廢物及堆填活動，令污

染者的活動無所遁形，亦讓執法人員能更快和有效阻截污染者。我們

使用這個技術於2021年4月成功檢控七宗在元朗發生的非法棄置廢物

案件，涉及在甩州的魚塘及附近一帶非法傾倒大量建築廢料，所有被

告均被定罪，罰款總額為41,500元。 

 

監察化學廢物及醫療廢物收集車輛 

 

16.  在本港收集化學廢物及醫療廢物，須分別領有由環保署發出

的化學或醫療廢物收集牌照。此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訂明，廢物收集

車輛及船隻須安裝「全球定位系統」，每天24小時，一週七天無間斷

運作，以便執法人員作出監察和追蹤各車輛及船隻的實時位置。 

 

17.  就此，環保署研發了一個網上綜合監察平台，整合各「全球

定位系統」服務提供者的定位信號，以在單一地圖畫面上顯示所有持

牌收集車輛及船隻的實時位置。此平台亦提供多項實用智慧功能、報

表及警示，其中「地理圍欄功能」可讓執法人員預先設定重點區域，

如郊野公園、污水處理廠或貨運碼頭等。當有收集車輛進入該些範圍

並停留超過預設時間，系統就會發出警示，提醒執法人員相關車輛可

能正在非法收集／棄置廢物。各項報表按車牌、位置、停留時間等分

類，以圖像與數據協助執法人員更有效地篩選可疑車輛，增加打撃非

法廢物收集活動的效率。 

 

 

成立「智慧指揮及控制中心」及「中央訊息處理系統」 
 

18.  為應對各類型的污染事件，環保署已建立了全新的「智慧指

揮及控制中心」，作為部門內外的中央溝通樞紐，提升整體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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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智慧指揮及控制中心」利用創新智能技術和設施，同時連

接全港各區超過200個監控攝像鏡頭，支援實時影像傳送，後勤人員

亦可透過分析實時影像，與前線人員即時部署執法行動。透過具有精

確標示地理座標的流動設備，後勤指揮人員能清楚掌握污染源的準確

位置，針對該污染源分享重要的環境信息予前線人員，例如渠管圖

則、生態敏感地點位置圖、潛在污染源、過往污染事故檔案等，以支

援他們在現場執法時作出即時及明智的決定，從而提升部門在追踪污

染源，遏制環境損害和將違法者繩之於法的效率。 

 

19. 此外「智慧指揮及控制中心」亦使用「中央訊息處理系統」

加強各部門及區域辦事處之間的資訊共享，有助前線執法及後勤指揮

人員的實時交流。環保署轄下的環保法規管理科，每年平均處理超過

22 000個污染投訴和調查超過60 000宗案件，而為我們管理這些超過

100萬條記錄的數據庫，是早在12年前開發的系統。為了提高運營效

率，環保法規管理科自2018年起，已逐步應用「地理資訊系統」技

術，研發出流動應用程式「執法易」（EC Enforce）來替代紙張為本

的工作流程。「執法易」集「地理資訊系統」技術、即時通訊功能及

手提流動設備技術，有效加強中央訊息共享、改善執法行動中的溝

通、簡化後勤的調查報告和日誌記錄、提供即時案例檢索和個案轉

介，並配合及支援大數據分析，提供重要的管理信息，協助執法人員

按風險為本的模式進行策略部署和規劃。 

 

20. 為了應對非法傾倒裝修廢料情況，環保署在「執法易」中加

入了自行開發的「EC Spotter」 非法棄置廢物定位及傳送軟件，讓前

線員工在巡查時透過手機拍攝，匯報非法棄置建築廢料。此軟件支援

即時拍攝及實時傳輸地理位置功能，這功能大大減少了處理投訴個案

的時間，有助同事把個案轉介至有關部門跟進清理，超過九成非法棄

置建築廢料個案的處理時間因而加快了約40%。 

 

21. 「中央訊息處理系統」能有效整合與分析巨量數據，在環保

署支援政府對抗第四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污水監測項目中亦發揮作

用。我們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信息共享平台，為香港大學的跨專

業項目團隊和政府部門的同事（包括環保署和渠務署）提供實時圖

像，顯示確認病例的最新位置分佈、關連建築物或場所，及其相關的

公共污水網絡和人口數據等，從而協助項目團隊及時制定污水採樣和

檢測計劃，盡早鎖定隱性患者防止另一波疫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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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22.  環保署會繼續與時並進，運用專業知識，開發並應用創新

科技，配合常規監測及現場調查以加強執法。在未來亦會繼續開發新

技術及應用平台，以配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應對其他新挑戰，為香

港締造一個健康宜人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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