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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白海豚只能生長在鹹淡水的交界

處，對環境要求極高。港珠澳大橋穿越的

中華白海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約9公里、

緩衝區約5.5公里，共涉及保護區海域約為

29平方公里。

白海豚的背鰭就像人類的指紋一樣，

有着獨一無二的斑點和形狀，拍攝的照片

通過電腦比照和人工篩選後，能夠比較準

確地確定身份。大橋動工前，據南海水產

研究所估算，分布在珠海內伶仃洋水域

（不包括香港水域）的中華白海豚約有

1,200頭。而截至2017年底，中華白海豚自

然保護區已為2,367頭中華白海豚建立屬於

個體的檔案，較2016年亦新增識別234

頭。廣東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管理局負責人表示，監測時除了相片

身份個體識別法外，還採用國際上普遍認

可、香港也常用的截線抽樣調查法，“每

年關於中華白海豚識別的數據是權威

的。”

專業研究摸清海豚習性
在施工過程中，港珠澳大橋管理部門

斥資900萬元聘來環保顧問團隊，為大橋

建設過程中的環保工作保駕護航。環保顧

問主要根據環境影響報告書的要求和大橋

管理局的檢查標準，對中華白海豚的觀豚

記錄、持證上崗等保護措施進行檢查，對

海洋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固體廢棄物、含

油污水、危險廢棄物等收集處理措施和處

理記錄進行監督。而且，每月都要檢查水

質並分析出數據，定期與香港方面交換。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總工程師蘇權科今

年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通過海洋專家的

研究工作，把白海豚的習性全摸清後，工

程技術團隊制定了嚴格的技術保證規程。

這是工程歷時八年，白海豚數量不減反增

的主因之一。

三地籌建白海豚保護聯盟
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

有關人士亦坦言，除了海域環境外，威脅

中華白海豚生存的因素還包括非法捕魚導

致漁業資源衰退、高速船隻的螺旋槳打傷

或打死白海豚、水污染加劇等，因此白海

豚生存環境仍然嚴峻。今後還要進一步加

強區域合作，共同保護生態環境。

目前粵港澳三地正在籌建中華白海豚

粵港澳保護聯盟，加強各保護組織間的協

作與合作。其中，將聯合成立救護專家

組，科學開展各項管護工作，完善中華白

海豚救護網絡；同時將建立救護信息共享

機制，設立開展科研項目，譬如調查白海

豚的資源量、分布、生活習性、洄游路線

及種群結構等，共同建立完善中華白海豚

組織樣品庫和基因庫。

大公報記者 方俊明廣州報道

“大橋通車，白海豚不搬

家。”這是港珠澳大橋建設者的承

諾。記者獲悉，大橋從設計到施工階段為保

護白海豚共投入約40億元（人民幣，下

同）。而據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發布的

近三年《廣東省海洋環境狀況公報》，

因環境保護到位，白海豚不僅沒有搬離港珠

澳大橋區域，活躍在此的數量亦逐年增加。2015

年、2016年、2017年，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數據庫累計已識別白海豚數量分別達2,060頭、2,133

頭、2,367頭。而該保護區2017年目擊白海豚達380群次、共

2,180頭次，分別較2016年增47%、15%。

大橋通車啦 白海豚安居不搬家
40億環保投入顯成效觀測數量增四成

大橋護豚開支一覽 （單位：人民幣）

•設計階段：約3.4億元
直接投入白海豚生態補償： 8,000萬元

施工中白海豚監測： 4,137萬元

環保顧問費： 900萬元

漁業資源生態損失補償： 約1.88億元

有關環保課題研究： 約1,000萬元

其 他： 約800萬元

（記者方俊明整理）

•設計階段：約36.7億元
對人工島、隧道的設計方案、施工工藝等的諸多調整，如減少橋墩、

由海上作業變為陸地工廠化作業等

總計

40.1億

（資料來源：2017《廣東省

海洋環境狀況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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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成年中華白海豚躍出
海面，背景不遠處正是港珠
澳大橋（攝於8月7日）

網絡圖片

▲港珠澳大橋施工船
上，一名海豚觀察員
正用望遠鏡觀察附近
海域 網絡圖片

港珠澳大橋建設以來，施工落實各

項環保措施屢開內地交通基建領域之先

河。承建大橋工程島隧項目的中交股份公

司負責人說：“中交股份的業務足跡遍及

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港珠澳大橋是

我們有史以來執行的最高環保標準。”逾

3,200個日夜的工期裏，帶給數萬名建設

者不僅技術創新，還有環保觀念的改變。

珠江口現有的白海豚是全世界資源

數量最多的稀缺群體，而港珠澳大橋工程

穿越期間，共有超過100家建設單位、數

萬名施工人員，要在9年工期裏保護好白

海豚，意味着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嚴加控

制。

“鉛灰色的白海豚是剛出生的，灰

色的是年輕，粉紅色就成年了。”對這些

“海上大熊貓”的特徵、習性如數家珍

的，除了大橋工程不同合同段的安全環保

部人員外，還有每一艘施工船上的白海豚

觀察員。

大橋設計階段已針對白海豚保護進

行諸多調整，如減少橋墩、人工島成島

及基槽開挖工藝優化、由海上作業變為

陸地工廠化作業等，相應增加工程造價

逾36.7億元（人民幣，下同）。而大橋

主體工程動工以來，直接投入白海豚生

態補償費用8,000萬元，加上用於施工中

相關的監測、環保顧問、漁業資源生態

損失補償、環保課題研究等費用，共計

約3.4億元。

有環保專家稱，“以往工程大多為

經濟發展服務，不少人覺得耗費巨資的環

保工作不值得，也有諸多不適應；但從港

珠澳大橋開始，改變在發生。”

生態保護“最高標準”開先河

“我們的主要工作是以望遠鏡觀察

海面，觀測5分鐘以上，而在中華白海豚

繁殖高峰期的4到8月，升至10分鐘，確保

施工範圍內沒有白海豚活動後方可開始

施工。”港珠澳大橋島隧工程一艘施工

船的白海豚觀察員告訴記者，一旦發現

白海豚活動，人、船、工均為豚繞行。

而針對水下作業等情況，引入“聲驅

法”，編製水下爆破白海豚保護專項實

施方案。

港珠澳大橋所處的珠江口是現時中

國水運業最繁忙、通航環境最複雜的水

域。進入大橋施工區域，航船實施限速10

節以內，以防止船撞白海豚。而按《中

華白海豚保護管理手冊》規定，船長為

白海豚保護直接責任人，每船設立白海

豚觀察員要求每天5次進行海面500米範疇

內目測觀察並做好觀察紀錄，發現白海

豚活動即停止施工，船舶繞行。

大橋在施工過程中採用聲牆驅趕與

噪音驅趕（“聲驅法”）護豚，前者是

以爆破點為中心，安排三到四艘船舶，

呈扇形均勻分布，往開闊水域方向驅趕

半徑為一千五百米；而後者是船隻採用

不規則變速行駛，發出大小不規則噪

音，促使白海豚迅速逃逸。

“繞行+聲驅”護白海豚安寧

▲▲曾被船槳打斷背鰭曾被船槳打斷背鰭
的白海豚的白海豚““老白老白””在在
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
家級自然保護區接受家級自然保護區接受
救治救治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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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橋開工之初，工程穿過

的珠江口中華白海豚國家級保護區水

域內，白海豚數目僅為約1,200頭；

而截至2017年已經累計識別2,367

頭。大橋總設計師孟凡超表示，保護

區內白海豚數目有增無減，相信與人工

島和橋墩聚集浮游生物，有利白海豚覓

食有關。大橋通車後有助減少海上交

通，屆時亦會有利白海豚的保護。

大橋選址區域
白海豚數目如何變化？

珠江上游近八年來整頓大量排泄

污水的工廠，河流中的微小生物和魚

蝦蟹也增加了，吸引了更多的中華白

海豚，繁殖率也因此提高。而赤鱲角

附近海水對於白海豚來說太鹹，興建

香港機場第三跑道的填海工程亦已啟

動。所以，香港海域的白海豚也趕到

了伶仃洋的港珠澳大橋與西面的白海

豚聚在一起，出現珠海的白海豚增加

了，赤鱲角的白海豚減少了的情況。

為何北大嶼山水域
白海豚有減少？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與中國科學院

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山大學、交通運

輸部規劃研究院合作組建團隊，為摸

清保護區內白海豚生存狀態及生活習

性，進行300多次出海跟蹤並拍攝30

多萬張照片。中華白海豚的背鰭有着

獨一無二的斑點和形狀，類似人類的

“指紋”。團隊對海域內千餘頭白海

豚進行了逐個標識，在施工時採取針

對性保護措施。 （大公報整理）

工程中如何有針對地
保護白海豚？

港 珠 澳 大 橋 車通

粵港澳三方成立白海豚保護領導小組和各專

業小組，統一協調建設期白海豚保護工作，

並設跨境環保聯絡小組並建立定期溝通機制

多項措施保護白海豚多項措施保護白海豚

（記者方俊明整理）

三地分期開展海豚的保護培訓、工作交流及

保護演

所有參建大橋的施工人員均要參加白海豚保

護知識的教育培訓和考核，持證上崗

各工程承包商的合同中明確其應承擔的環保

責任，制定施工現場的海豚保護行為守則

每條施工船上都安排一名海豚觀察員，挖掘

或打樁作業開始前的五分鐘內通過監視與監

測，確保半徑五百米範圍內無白海豚出沒

進入大橋施工區域時，航船實施限速十節以

內，以防止船撞白海豚，而船長為白海豚保

護直接責任人

水下爆破作業前及期間，採用聲牆驅趕與噪

音驅趕措施確保白海豚提前迴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