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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總綱圖一些常建議的植物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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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天星碼頭的綠化工程

綠化

綠化工程不但可以美化環境，亦能改善空氣質素，
對保護、修復、以至改善我們的景觀和生態環境非
常重要，亦有助創建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土木工程
拓展署在發展項目中，除了符合實用的要求外，一
直以來都致力以多項措施推廣綠化，包括（一）綠
化總綱圖的制訂和推行；（二）與基建相關的綠化
工程；（三）與長遠防治山泥傾瀉工程相關的綠化
工程；（四）石礦場修復計劃下的綠化工程；以及
（五）天然山坡上的保土種植工程。

制訂和推行綠化總綱圖

綠化總綱圖的主要目的是透過研究地區的特色和需
要，制訂整體的綠化大綱；同時為規劃、設計和推
行有關綠化提供指引。為確保對綠化總綱圖有高度
的承擔，每一份綠化總綱圖都會交由綠化總綱委員
會（主席為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審批，並由綠化、
園境及樹木管理督導委員會（主席為發展局常任秘
書長（工務））通過。 

土木工程拓展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環境及可持續發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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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觀塘大業里的綠化工程
後

深水埗荔寶路的綠化工程

前

後

擴闊大河道與馬頭壩道之間的一段楊屋道

新油麻地避風塘北岸的綠化工程新油麻地避風塘北岸的綠化工程

前

後

在制訂綠化總綱圖的過程中，我們鼓勵公眾參與，
並採用了「加強地區參與模式」。我們邀請了有關的
區議會成立地區參與小組，一起檢討綠化總綱圖的
建議，並就區內綠化提出意見。在各區內，我們亦
與地區參與小組一起舉辦社區論壇，收集公眾和主
要持份者的意見，確保制訂的綠化總綱圖能滿足公
眾的期望。到目前為止，公眾對我們的工程非常支
持，反應亦很正面。

我們已完成制訂所有市區綠化總綱圖。中環及尖沙
咀綠化總綱圖建議的綠化工程已於2007年完成。旺
角、油麻地、上環、灣仔及銅鑼灣的綠化工程亦已
於2009年年底完成。市區餘下地區的綠化工程亦於 

2011年年中完成。我們在以上各區共種植了約 

25 000棵樹和513萬棵灌木，令市容得到顯著改
善。此外，我們已在2011年年中開始制訂新界地區
綠化總綱圖。

市區各區的綠化總綱圖各有獨特主題。經制訂的綠
化總綱圖載於本署網頁，以供瀏覽：
www.cedd.gov.hk/tc/greening。

以下是一些綠化工程最近完工時的照片 :
基建的相關綠化工程

我們提供工程服務，首要目的是滿足市民生活上對
安全和質素的要求。為此，我們的基建工程大部分
都加入大規模的種植計劃，作為景觀或╱和生態的
改善措施或緩解措施。綠化工程涉及不同的環境，
包括道路兩旁、行人和行車天橋、平台、斜坡、河
道與海濱走廊等。在2011年，我們在基建工程中已
種植大約81 000棵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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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葱的斜坡為周圍環境帶來生氣

石牆樹在砌石牆鞏固工程後得到保存

近年已完成大規模種植工程的大型基建項目包括：
擴闊大河道與馬頭壩道之間的一段楊屋道
新界西北部米埔老圍、米埔新村、馬田村及水邊
圍的鄉村防洪工程
大埔第39區南部前期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

長遠防治山泥傾瀉工程的相關綠化工程

推展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下的斜坡工程時，我們
不僅重視斜坡的穩固性，亦注意斜坡的外觀。為了
減低斜坡的視覺影響，我們會美化所有工程中的人
造斜坡和天然山坡上的建構物。在力求斜坡及建構
物外觀自然並與周圍環境配合的前提下，我們會盡
量採用植被護面，只有在斜坡穩固性不足或需要緊
急維修時，才使用硬性護面。我們在長遠防治山泥
傾瀉工程下所栽種的植物，每年平均約有28萬棵。

土力工程處已出版了新刊物第1/2011號《斜坡的環
境美化技術指南》取代以往的指南（土力工程處刊物
第1/2000 號）。新指南載列新近的最佳作業模式指
引，並擴大範圍加入了適用於天然山坡防治工程和
山泥傾瀉應急工程的園景美化措施。

為了提供生長穩定、符合經濟效益、並與生態環境
協調的斜坡植被，我們積極進行研究，以改善斜坡
綠化技術。在這方面，現正在進行的研究包括： 

檢討斜坡綠化技術的成效
研究多種植物品種，特別是本地植物在斜坡工程
上的應用
研究在斜坡工程上樹環的應用
研究在斜坡工程上「能生物降解」和「不能生物降
解」防侵蝕護墊的應用
適合在香港已登記人造斜坡和天然山坡種植的樹
種選擇研究
改善斜坡外觀的先導研究

我們會根據研究結果，就斜坡的美化工程技術，出
版良好作業模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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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島北角山 — 2011年植樹後的景觀

南丫島北角山 — 2005年植樹前的景觀南丫島北角山南丫島 年植樹前的景觀

已修復的南丫島石礦場一景

已修復的石澳石礦場一景

石礦場修復計劃下的綠化工程

在1989年制訂的石礦場修復計劃，是按照「都會
計劃近郊及沿岸地區景觀發展策略」進行。該策略
確定石礦場為景觀破落區，需要進行修復工程。工
程包括地形重整和大規模的種植。當修復工程完成
後，宜人的綠化區將會適合作多種用途，惠及市民。

根據政府和採石業界構思的創意計劃，我們已於
2002年年底和2011年年初，分別完成了南丫島石
礦場和石澳石礦場的修復工程，並且正在管理安達
臣道和藍地兩個現有石礦場的修復工程合約。在石
礦場的修復過程中，我們會選用合適的植物，大 

規模地為斜坡重新種植，希望最終能建立符合理想 

的頂級植物群落，與周圍的天然植物在生態和景觀 

上融為一體，為野生動物提供良好的棲息地。我們 

在石礦場修復計劃下所栽種的植物，每年平均約有 

2.4萬棵。

天然山坡上的保土種植工程

在天然山坡上進行的保土種植工程，亦是根據1989

年制訂的「都會計劃近郊及沿岸地區景觀發展策略」
而推行。該策略確定近郊受土蝕影響的山坡為景觀
破落區，需要進行修復。在保土種植計劃下，我們
會在郊野公園以外、未批租或未被撥用的土地上，
為已受土蝕或有土蝕危機的天然山坡建立初期植
被，目的是要控制土蝕和提升山坡劣地的生態和景
觀價值。在2007至2011年的計劃下，我們已種植
大約177萬棵植物。近期的種植地點包括在屯門、
北大嶼山及南丫島的劣地及受土蝕影響的山坡。目
前，我們在本港找出可能會進行保土種植工程的土
地約有60公頃。在詳細調查後，我們會計劃分階段
執行種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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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填料庫

柴灣躉船轉運設施

在管理這極大量建築廢物時，我們首要的目標是避
免公眾填料被棄置於為可分解廢物而設的堆填區
內。在2011年，透過工程部門的協調，約620萬公
噸產生的填料可供再用。直至2012年6月，我們在
兩個分別位於將軍澳137區和屯門38區的臨時填料
庫貯存了約1 810萬公噸的公眾填料。

現時所採取的管理措施，宗旨是提倡減量、再用和
循環再造公眾填料，包括有 :

透過改善規劃、設計和建築管理，從源頭着手，
避免和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
實施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提供經濟誘因，
促使廢物產生者減少須予棄置的建築廢物
加工處理╱循環再造公眾填料
設立建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以便再用惰性物料
盡量把公眾填料再用於本地工程
闢設臨時填料庫，堆存剩餘的公眾填料，以供日
後使用
把剩餘的公眾填料再用於內地填海工程

為確保妥善處置本地建築工程所產生的公眾填料，
我們繼續營運位於將軍澳及屯門的臨時填料庫與建
築廢物篩選分類設施，以及在柴灣和梅窩的躉船轉
運設施。

在種植計劃內，我們採用混合式的植物品種組合，
包括有助控制土蝕而引進的速生先鋒品種及在合適
情況下加入的一些本地植物，藉此增加生物多樣
性。我們會探索不同的種植主題，以調和現有的景
觀環境及優化該處的景觀特色。我們亦會繼續和其
他政府部門交換知識和經驗，以進一步提升我們在
不同土蝕情況下的綠化工作成效。

建築廢物的管理

本地建築工程每年產生超過1 000萬公噸的建築
廢物。

建築廢物的成分不一，要視乎建築工程的性質和規
模而定，當中約有八成是惰性物料（即公眾填料），
適合作為填料，用於填海和填土工程，或循環再
造，用於建築工程。至於非惰性廢料，其中無污染
的部分可以循環再造，污染的則只可棄置於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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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聯絡我們？
地址： 香港九龍何文田公主道101號
 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1樓
查詢： (852) 2762 5111                   
傳真： (852) 2624 6680
電郵： enquiry@cedd.gov.hk                               
網址： http://www.cedd.gov.hk 

2012年8月

拆卸葵涌焚化爐的150米高的煙囱

把剩餘的公眾填料再用於內地

由於近年本港填海工程減少，現有的填海工程已不
能夠容納所有的公眾填料，處置容量已接近極限。
我們現在依賴兩個填料庫作臨時貯存點。儘管我們
已採取管理措施，以減少在源頭產生公眾填料，以
及推動這些物料的再用及循環再造，我們仍須面對
剩餘公眾填料的問題。

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正繼續研究把剩餘的公眾填
料再用於內地填海工程的機會。我們與國家海洋局
在2004年3月簽署《香港廢棄物跨區傾倒管理工作
合作安排》，使本港的公眾填料可運往內地水域處
理；並在2005年6月，與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就推
行細節達成協議，包括物料規格、運送規定、檢查
和管制措施，確保該等公眾填料用於內地填海工程
項目不會造成環境問題。

在2006年1月，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選定台山廣
海灣一個填海工地接收本港的公眾填料。我們其後
批出相關的合約，把剩餘的公眾填料跨境運往有關
的填海工地。物料付運在2007年7月開始，直至
2012年6月，約有4 800萬公噸的公眾填料已運往
台山。

該計劃顯示，把公眾填料運往內地重用是一項有利
環境和互惠雙贏的安排，以處理我們大量的公眾填
料。這項措施尤其減輕了我們處理剩餘公眾填料的
壓力。假若沒有是項安排，我們的臨時填料庫早已 

於2008年年中飽和，而所有剩餘公眾填料便要被棄 

置在正急速耗盡的堆填區。此外，有關安排亦使我
們的公眾填料得以於內地妥善再用。

鑑於這項計劃成功推展，國家海洋局已同意把台山
定為正式處置點。在2012年，約1 150萬噸公眾填
料將會被運往台山。

焚化爐及屠房的拆卸及除污工程

堅尼地城焚化爐及屠房的拆卸及除污工程分為兩期
進行，第一期工程為拆卸地面上的建築物，工程已
經完成，並已在2009年7月將有關工地交給港鐵公
司作興建西港島綫的支援工地。待西港島綫完工並

交還土地予政府後，我們便會開展處理地下受污染
泥土的第二期工程。

葵涌焚化爐的拆卸及除污工程已在2007年10月
開展，工程期約5年。焚化爐主樓及150米高的煙
囱，已在2009年12月拆卸完畢，而土地除污工程
亦已於2011年10月完成。餘下的工程正在進行中。

在進行上述拆卸及除污工程時，我們嚴格遵照環境
許可證和相關法例訂明的環保和緩解措施，以確保
鄰近居民的環境和健康不受工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