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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懸浮
微粒(PM2.5)是空氣中一種極微細的污
染物。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指出，由
於懸浮微粒太細小，即使是N95口罩
也無法有效阻隔，吸入後能直達肺部
氣泡，刺激氣管黏膜，加重哮喘及氣
管炎患者的病情，甚至誘發冠心病。

5微米微粒可直達肺氣泡
懸浮粒子分類為直徑1 0微米

（PM10）、5微米（PM5）及2.5微米
（PM2.5）。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宗存
表示，10微米懸浮粒子被吸入後，多
數會被鼻腔阻隔，但小於5微米的微
粒可直達肺部氣泡，刺激氣管黏膜，
造成痰多咳嗽。他續稱，由於微粒可
進入肺部氣泡，甚至可進入血管而誘
發冠心病發作，亦會加重哮喘及氣管
炎患者的病情。他表示，如果當局監
測微細的懸浮微粒，將可適時向市民
發出忠告，提醒他們在空氣污染嚴重
的日子裡，減少外出及參與戶外劇烈
運動。

環團倡減巴士使用年限
地球之友高級環境事務主任蔡家民

表示，本港多年來缺乏對懸浮微粒的
統計數據，納入監察名單有助掌握空
氣污染情況，協助當局制訂相應的減
排方案。他又稱，港府需加大力度減
低汽車排放量，仿傚外國做法，把巴
士使用年期由18年減至12至15年，並
制訂嚴謹陸上低排放區，只准歐盟4
期車輛駛進，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粵港擬推跨境物料回收再用

三地商聯動 保護白海豚

粵港澳三地政府正就「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諮詢公眾，香港

特區政府同時研究落實「優質生活圈」的具體方案。特區政府環境局

副局長潘潔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當局有意延續區域減排計

劃，把體積細小得連N95口罩也無法隔絕的懸浮微粒（PM2.5）納入監

察清單內，研究加設或全面更換所有空氣監測站；同時，當局將受規

管事業由電廠擴至海陸交通工具，擬建立海域低排放區，禁止高污染

船隻駛進該區，港府年底將公布未來10年的減排目標及相關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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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兩地自2002
年起推行「珠

三角空氣質素管理計劃」，就兩地的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懸浮粒子（PM10）及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4類空氣污染物，制定
減排目標，要求去年的排放水平較1997年
減少20%至55%。香港雖然已達標完成，
但今年上半年有近半日子仍錄得偏高或
甚高的空氣污染水平，顯示減排工作仍
需再接再厲。

粵港澳聯建優質生活圈
潘潔指港府今年底會公布香港過去的減

排「成績表」，以及未來10年的目標。她
表示，粵港政府於2008年提出把大珠三角
打造成綠色優質生活圈，經過多年研究及
規劃，粵港澳三地政府本月初就「共建優
質生活圈專項規劃」諮詢公眾3個月，提
出在環境生態、低碳發展、文化民生、土
地利用及交通組織等5個範疇共同合作，
冀未來10年內提升區域環境質量，其中有
不少篇幅談及改善空氣質素。
港府已就落實「優質生活圈」研究具

體方案。潘潔表示，粵港政府同意延續

計劃，進一步削減排放水平，並有意把
懸浮微粒（PM2.5）納入監察名單。潘潔
表示，社會普遍認同懸浮微粒對呼吸系
統造成嚴重的損害，但全港只有4個監測
站能量度懸浮微粒的水平，港府正研究
增加具相關量度功能的監測站，甚至全
面更換監測站。她又稱，澳門日後亦會
納入區域空氣監測網絡，當地政府會研
究相應減排方案。

交通工具船舶將限排放
港府過去多年已透過不同措施控制電廠

的污染物排放，未來10年將會「轉戰」路
邊交通工具及船舶減排計劃。潘潔表示，
港府去年已推出混能巴士試驗計劃，若效
果理想，將會透過巴士專營權，要求巴士
公司更換巴士時需引入這類環保巴士；亦
會加快舊巴士安裝觸媒轉化器以降低氮氧
化物排放，以及推動電動車普及化。
至於留待中央政府審批的海域低排放

區，將納入研究議題。潘潔表示，過去
有人擔心引入海域低排放區，有損個別
城市航運及物流競爭力，但新安排涵蓋
大珠三角區域，在國家協助下可避免

「有城市做、有些不做，而損害個別城市
競爭力」的問題，一旦落實將會限制船
舶駛進該區時需轉用低硫燃料，靠岸後
需改用岸上電力裝置。
隨 多項措施將於未來10年內逐步落

實，潘潔有信心能把大珠三角發展成低碳
及低污染的優質生活城市群。她又稱，是
次諮詢是整合區域多年來的合作經驗，更
是首次由三地合作。在落實計劃期間，三
地政府亦可按需要新增額外措施。

延續區域減排
細微粒納監察
研全面更新空氣監測站 擬建海域低排放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香港玻璃瓶的棄置量驚
人，單是去年已棄置逾13萬公噸廢舊玻璃瓶，加重堆
填區的負荷。隨 粵港兩地政府即將推出「跨境回收
物料再用計劃」，玻璃瓶「迫爆」堆填區的問題有望解
決。潘潔表示，兩地正探討放寬循環再用物料的跨境
限制，初步構思容許香港已接受前期處理的廢舊玻
璃，運往內地指定地方加工處理及循環再造，經已獲
得國家環保部的支持，港府正草擬相關文件，提交中
央政府審批後便可推行。

港去年棄玻璃瓶13萬噸
香港去年棄置逾13萬公噸的廢舊玻璃瓶，但因屬於

受管制物料，未能運往內地循環再造。不過，港府近
年提出發展環保產業，並於去年與內地簽訂粵港合作
框架協議，重點發展循環經濟與環保產業。粵港澳三
地政府在最近發表的「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
中，認同有需要探討回收業的合作新模式。

計劃點對點回收試推行
潘潔表示，粵港兩地已有共識，初步同意放寬廢舊玻

璃的跨境限制，容許特定數量的廢舊玻璃運往內地處
理。她稱，有關計劃以「點對點」的試點方式推行，在
兩地部門監管下選定有規模的回收商處理，而廢舊玻璃
不可含太多雜質，港府現正草擬環保標準，稍後把處理
量及執行細節，提呈中央政府審批。

至於粵港政府於2008年開展的「清潔生產夥伴計
劃」，協助在珠三角的港資廠商採用清潔生產工序。潘
潔表示，有關計劃推行多年來，已協助不少港商改善
生產程序，減少污染，並把成功經驗製作成行業指
引，將會為多個行業帶來有用的借鏡，並指粵港澳三
地政府亦同意研究優化計劃，擬擴展至澳門。

團體促再用推動本地化
綠色力量行政總幹事文志森表示，廢舊玻璃回收價格

不高，要長途運往內地加工處理存在成本效益問題，料
計劃或涉及公帑補貼，促請港府推動本地使用廢舊玻璃
循環物料，如把玻璃物料造磚。
他又稱，內地有技術處理即棄電池，港府應考慮把電

池納入跨境回收物料再用計劃，把本地廢電池運往內地
拆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羅敬文) 為
保護香港回歸吉祥物中華白海豚，
粵港澳三地政府將制訂伶仃洋海域
保護工作聯合計劃，把萬山群島北
部海域納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香
港亦會把索罟群島劃為海岸公園，
加強保護白海豚的生態環境。潘潔
表示，聯合行動令白海豚的保護工
作事半功倍，以免生態被破壞後才
補救已太晚。

規管航道管理漁業排污
被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評為「極受

威脅」的中華白海豚，主要分布於
印度洋及太平洋西岸的近岸水域，
共有2,500尾活躍於珠江口。不過，
在珠江口出沒的白海豚卻面對漁民
誤捕、船隻撞擊、海水污染等生存
威脅，粵港澳三地政府已察覺問題
嚴重性，遂決定制訂聯合管理計

劃，加強對白海豚的保育。
潘潔表示，三地政府現正考慮加

強保護珠江口的中華白海豚，研究
制訂伶仃洋海域保護工作聯合計
劃，包括航道管理、漁業捕撈、污
水排放、發展規管等多方面。她認
為，有關計劃具前瞻性，使保護白
海豚的成效更能事半功倍。

建議三地改善統籌工作
廣東省正計劃把萬山群島北部海

域納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並爭取
把江門台山省級自然保護區「升格」
為國家級，香港也會將大嶼山以南
的索罟群島劃為海岸公園，並與廣
東省成立白海豚研究中心，有效控
制該海域不必要的開發。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會長洪家耀表

示，有關合作框架是理想願景，但
仍須就保育提供詳細方案。他指

出，兩地對保護區的概念不同，舉
例香港海岸公園禁止進行開發工
程，但伶仃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卻
容許進行工程，他建議三地政府改
善統籌工作。

■粵港澳三地劃出海域，共同保
護中華白海豚。 資料圖片

■環保團體建議，推廣廢舊玻璃瓶本地回收再用，減
低運費使計劃得以長久運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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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空氣質素管理計劃」就兩地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懸浮粒子（PM10）
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4類空氣污染物，制訂減排目標，香港今年上半年有近半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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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副局長潘潔表示，粵港澳三地政府本月初就「共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
諮詢公眾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