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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2016 年 7 月 28 日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小組  

文件第 03/2016 號  

 

 

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小組  

 

保育東涌河谷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小

組 (小組 )介紹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就東涌河谷的保育工作

的建議，以供討論。  

 

 

背景  

 

2. 東涌河是本地一條由河源至河口仍保存天然面貌的

河溪，河源離海拔是全港第三高，河盆涵蓋鳳凰山和大東

山等地。她亦是擁有最豐富香港淡水魚物種的其中一條河

溪，因此部分河段被劃定為「具重要生態價值河溪」。其河

溪和河口生物多樣性尤其豐富，在河溪能找到具保育價值

的品種如北江光唇魚及紫身枝牙鰕虎魚的足跡。東涌河下

游連接著東涌灣，灣內部分海岸現存大片泥灘，這些泥灘

提供養料孕育紅樹林及其他特別物種包括馬蹄蟹、海龍、

海馬及海草等。  

 

3. 東涌河谷擁有豐富的自然和文化遺產資源，區內有多

個傳統原居民村落，並有已被評級的歷史建築物。生態方

面，東涌谷內亦發現瀕危的盧氏小樹蛙及罕見的寬鍔弄蝶。 

 

 

保育建議  

 

4. 東涌新市鎮擴展的規劃重視保育天然生態及文化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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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期望建構具歷史及自然特色的東涌西發展區。根據東

涌新市鎮擴展研究，我們有以下建議：  

 

保存天然海岸線及保育東涌河天然河段  

 

5. 生態調查結果顯示位於黃龍坑澗西邊自然海岸線的

紅樹林和泥灘比較完整，因此我們建議將該海岸線約 30 米

範圍內的土地設立海岸保護區，以保育東涌灣內泥灘、紅

樹林等生境，減少海洋水體生態的損失及保護附近的漁苗

產卵場。  

 

6. 東涌河有兩條主要支流。西支流主要為未受干擾的天

然河道。東支流的上游段是天然河道，下游段是一段約   

625 米長的人工河道。這段人工河道是十數年前為落實防洪

措施而建造。為加強東涌河的生態完整性，建議將東涌河

西支流的天然河段及東支流的上游河段兩岸約 20-30 米闊

的土地劃為自然保育區，作為與東涌西發展區之間的緩衝

區。  

 

7. 根據經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擬建的「海岸保護區」

和「自然保育區」 (附件一 )的總長度約 4 公里，總面積約

15 公頃。「海岸保護區」和「自然保育區」的土地用途已反

映於已刊憲的《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建造河畔公園和復修東涌河人工河段  

 

8. 2015 年施政報告倡議推動親水文化及近水活動，其

中建議在大型排水改善工程及新發展區的排水規劃中加入

活化水體的意念，為市民提供更美好的環境。因此，我們

建議復修東涌河的人工河段，恢復河流的天然面貌以改善

東涌河上游和下游之間的生態聯繫。我們並建議將部分復

修河段（約 415 米長）和上游天然河段（約 360 米長）旁

兩岸的土地建設為河畔公園。  

 

9. 擬建的河畔公園將會是首次在香港推行，面積約   

4.1 公頃，長度約 780 米，目的是改善環境、供市民作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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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促進親水文化和生態教育，以及讓公眾欣賞區內的

自然環境，概念與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的「河岸暨生物

多樣化公園」建議相吻合。我們會探討合適的園內設施，

構想中包括觀景平台、木棧道及休憩區等只涉及小型工程

的設施。此外，園內亦會設有郊野學習 /教育 /遊客中心和資

料館以收生態教育之效。河畔公園的構想圖載於附件二。  

 

創新可持續城市排水系統  

 

10. 為了更有效保護東涌河的環境，我們建議建設一系列

的雨水滯留及處理池，收集發展區內和相鄰道路的地面徑

流並進行處理，然後才把雨水排放到東涌河。擬議雨水滯

留及處理池概念圖載於附件三。  

 

11. 有別於傳統排水系統，收集到的地面徑流首先會流進

初級沉澱池，水流速度會減慢讓微細沙粒沉澱。徑流繼而

會流進處理區，區內會種植濕地植物，以去除水中漂浮物

和讓濕地植物及微生物吸收水中養份，淨化水質。已處理

的雨水最後會流進滯留池再作沉澱處理。根據外國相關研

究，這些可持續城市排水系統能有效移除水中的污染物如

養分、金屬和細菌等。排水系統內的植物可作為生物的棲

息地、促進生物多樣性和美化周圍景觀。  

 
建造妥善污水排放系統  

 

12. 東涌西發展區內的村落，即石門甲、莫家、稔園、藍

輋、牛凹、石榴埔、馬灣涌及黃泥屋，現時均未有接駁公

共污水系統。我們建議為這些村落提供污水排放設施，改

善衛生情況及附近水體的水質。  

 

13. 擬議的污水排放系統包括污水泵水站和污水管道，收

集到的污水將會被輸送至小蠔灣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我

們會採取下列韌性設計，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緊急情況 : 

 

(a) 雙管式加壓污水管道 ; 

(b) 為擬議污水泵水站提供雙電源供應系統 ;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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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擬議污水泵水站將設有達到 100%設計抽水量之

備用泵及達到 50%設計抽水量之後備泵 ; 

(d) 一個能儲存 6 小時平均旱季流量的緊急儲存設

施 ;以及  

(e) 與其他相關政府部門設立緊急聯絡機制，以處理

緊急情況。  

 

生態保育  

 

14. 有紀錄顯示瀕危的盧氏小樹蛙在東涌河東邊支流附

近一帶出現。我們會聘請生態學家對可能被發展影響的具

保育價值的兩棲動物進行深入研究，並提交一份保育計劃

書給環境保護署審批，內容包括有關捕捉、遷移及遷移後

監察方法、執行計劃、遷移地點及優化生境的建議。  

 

15. 而生態調查亦發現罕見的寬鍔弄蝶在芳園中段的河

岸一帶棲息。為保存其生境，該區原先建議的公共房屋發

展已遷移至其他位置以避免觸及此棲息地。  

 

保育文物建築  

 

16. 東涌是大嶼山較早開發的地區，因面臨珠江的出海

口，可監察船隻進出的情況，以往甚具海防戰略價值。兩

座位於東涌的炮台展現了東涌的獨特歴史，亦見證東涌的

發展歷史。  

 

17. 除炮台被定為法定古蹟外，東涌現存有多個文物建

築，包括已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級的侯王宮和石門甲圍

門。侯王宮是大嶼山同類中最具規模的一座，每逢農曆八

月的侯王寶誕，眾多村民善信會參加這個洋溢傳統習俗氣

息的節慶。建於石門甲村前的圍門歷史悠久，兩側設有風

水牆，與村前的風水林組成完整的風水格局，現已成為石

門甲的地標。  

 

18. 為確保完整保存具歷史價值的文物建築，有關土地在

已刊憲的《東涌谷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及《東涌市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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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中已劃作適當用途。東涌新市鎮擴

展計劃不會對這些文物建築造成負面影響。  

 

 

未來路向  

 

19.  東涌西的詳細設計及相關工地勘測顧問合約現正進

行招標，預計本年九至十月可展開工作。詳細設計會參考

本港及外國的成功例子，進一步深化上述保育建議。過程

中，我們亦會參考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建議的西北大嶼

文化及自然步道有關東涌新舊薈萃之旅的概念，當中包括

設立東涌自然歷史步行區及河岸暨生物多樣化公園，串連

附近的生態及歷史文化資源並適度增加遊人設施，發揮保

育、大眾消閒、教育和旅遊功能，令遊人能充分體驗西北

大嶼的文化及自然氣息。  

 

總結  

 

20.  請小組委員備悉以上東涌新市鎮擴展計劃就東涌河

谷擬議的保育措施，並發表意見。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6 年 7 月  



  

 

 

附件一 

 

 

 

 

 

 

 

 

 

 

擬建「海岸保護區」和「自然保育區」 

擬建河畔公園  

 
「自然保育區」  

「海岸保護區」  

註 :節錄自經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附件二 
 

 

 

 

 

 

 

 

 

 

 

 

 

 

 

 

擬建河畔公園構想圖 

 



  

 

附件三 

 

 

 

 

 

 

 

 

 

 

擬建雨水滯留及處理池 

 

註 :節錄自經修訂的建議發展大綱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