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场社区联络小组会议
(第十八次)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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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 三跑道系统项目进展

- 项目重要里程

- 工程最新进度

2. 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 环境监察及管理

- 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策略

3. 三跑道系统投入服务的运作准备

4. 飞机航道安排

5.「机场城市」发展项目的最新情况



北跑道及
填海工程已经完成

北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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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跑道系统项目概览

重新配置中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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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的三跑道系统项目工程

机场西第三跑道配电站 T2客運廊

旅客捷运系统及行李处理系统隧道

机场东消防局

赤鱲角北消防局暨救护站

北跑道

新航空交通管制指挥塔

中跑道

东行车隧道

机场东第三跑道
配电站

西行车隧道(仅包括结构部分)

二号客运大楼

西行车隧道
新航空交
通管制指
挥塔

二号客
运大楼

T2客运廊

旅客捷运系统维修车厂

注：为清晰起见，仅标示三
跑道系统的关键政府设施及
机管局附属建筑物

备用机场中央控制中心

机场警区行动基地

临时双跑道系统设施

余下三跑道系统工程

圖例：

民航处设备室

民航处设备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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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跑道及滑行道路面铺设工程与
飞行区地面灯号安装工程

中跑道东端 中跑道西端

飞行区地面灯号
安装工程

2024年5月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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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客运廊及新航空交通管制
指挥塔工程

六楼离港及零售设施

五楼抵港主廊

T2客运廊的装修及屋宇设备工程

T2客运廊构想图

T2客运廊

2024年5月

新航空交通管制指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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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号客运大楼扩建工程

二号客运大楼主楼
南附属大楼 北附属大楼

二号客运大楼构想图

2024年5月

五楼入境检查大堂

扩建后的二号客运大楼
装修及屋宇设备工程

七楼离港旅客登记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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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捷运系统及行李处理系统隧道工程

中跑道飞行校验前需建成的
隧道段的结构已完成

2024年5月

新航空交通
管制指挥塔

T2客運廊

旅客捷運系統及
行李處理系統隧道

旅客捷运系统及
行李处理系统隧道

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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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捷运系统及行李处理系统工程

于一号客运大楼、二号客运大楼及行李处理系统隧道内进行行李处理系统安装工程

付运首两趟旅客捷运系统列车至旅客捷运系统车厂，以及于旅客捷运系统隧道内进行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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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及审核 : 空气质素及噪音水平
2023年8月 – 2024年5月

 没有录得与工程相关的超标情况

NM4

NM5

AR2

NM1A

AR1A

NM6

空气质素监测站 (2个)

噪音水平监测站 (4个)

噪音水平监测站 NM5     
空气质素监测站 AR2

噪音水平监测站 NM6

噪音水平监测站 NM4

噪音水平监测站 NM1A 
空气质素监测站 AR1A

2023年8月 – 2024年5月

空气质素监察 (2个监测站) 324次

噪音水平监察 (4个监测站) 17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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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察及审核 : 水质监察
2023年8月-12月

三跑道系统拓地工程 (包括海堤建设和所有海洋填
土工程) 于2023年第一季完成，一般水质监察于
2023年10月尾完结

o 2023年8月-10月 : 共38次监察 (14个监测站)，
没有录得与工程相关的超标情况

根据环监手册，拓地工程完成后，进行四星期的
后施工期水质监察

o2023年11月中-12月中 : 共12次监察(23个监测
站) ，监察结果与基线水质相符

水质取样

实时水质监测

SR5A

SR6
IM2

IM3
IM4

IM5

IM6

IM8

IM9

C2

C1

C3

SR7

SR1A

SR3 IM10

IM11

IM12

SR8

IM1

SR4A

SR2IM7

一般水质监察 (2023年8月-10月)

定点监测站 (6 个) 

敏感受体监测站(5 个)

对照监测站 (3 个)

施工后水质监察 (2023年11月中-12月中)

定点监测站 (12个)

敏感受体监测站(8个)

对照监测站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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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环监及审核的情况 : 空气质素
空气质素缓解措施

定时在工地主要运输路线洒水，

减少尘土飞扬
使用全密封式的输送带，防止尘土飞扬

安装自动洒水器，定时向物料

储存区洒水，减少尘土飞扬

工地旁竖立防尘布，

减少灰尘滋扰

在工地出口设置双重自动洗车设施

以提高成效

定时在物料储存区洒水，减少尘土飞扬



近期环监及审核的情况 : 水质及环保

水质缓解措施

定期抽检水质样本和检查污水处理设施，
确保运作正常

在地盘范围周边排水沟设置堤坝，
防止污水流出工地外

工地環保措施

定期化学品泄漏演习废铁回收

中跑道改建工程所产生的沥青，于
三跑工地上循环再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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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监察结果 : 船上样条线调查
三跑道系统拓地工程 (包括海堤建设和所有海洋填土
工程) 于2023年第一季完成，施工期调查于2023年
12月底完成

根据环监手册，拓地工程完成后，需进行的 12个月
后施工期船上样条线调查，已于2024年1月开展

2023年8月 – 2024年5月

在报告期间，共进行20组调查，总长度逹4,507公里

目击发现108组中华白海豚，共328条

每组目击中华白海豚的数目为 1-15条，平均约3条，
共 19次母子共游记录

调查水域目击记录
o 西大屿山，约7成
o 西南大屿山，约2成
o 西北大屿山，约1成

机场西面

西大屿山

西南大屿山

东北大屿山

西北大屿山

三跑道系统
填海范围

香港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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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白海豚在大屿山四个调查区域的整体数目
(2016 – 2023)

注：截至目前，渔农自然护理署尚未公布2023年的整体海豚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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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投诉及查询

2015
(自12月28日)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1-5月)

投诉 0 1 7 8 1 10 21 11 12 6

查询 0 25 16 19 20 9 13 2 13 7

总计 0 26 23 27 21 19 34 13 25 13



改善海洋生态基金
自2017年起，共批出37个项目，总资助金额约 4,019 万港元

获资助项目数目／
资助金额

获资助项目

八个／
约 543 万港元

• 「龟」根究柢：利用海龟研究海洋垃圾对港澳大湾区造成的影响

• 「壳」海无涯蚝壳回收计划：回收废弃壳类垃圾以减少堆填区负荷及修复海洋生境

• 利用沉积物中的可溶性有机物的光学特性监测人类活动对于香港滨海湿地的生态学影响

• 香港海水中风化微塑料及其吸附之有机污染物对生态和人类健康风险之评估

• 沿海地区海洋微塑料降解的智能鱼

• 鹭鸟保育：通过食性调查了解鹭鸟的觅食生态

• 鲸殇．赏鲸：寻找港澳大湾区昔日的鲸豚「足迹」

• 珠江河口中华白海豚的保育生态学第四(最后)阶段：验证、综合与建议*

* 项目的第五期

2023/24年度 (2023年7月 – 2024年6月)

「龟」根究柢

智能鱼

鲸殇．赏鲸
18

湿地沉积物研究

珠江河口中华白海豚保育

「壳」海无涯蚝壳回收计划



渔业提升基金
自2017年起，共批出23个项目，总资助金额约 4,568 万港元

19

获资助项目数目／
资助金额

获资助项目

五个／
约 972 万港元

• 协助渔民转型带旺大澳渔村计划*

• 渔民渔业体验深度游计划*

• 香港特别行政区无特定病原的石斑鱼鱼苗培育构建与应用

• GPS北斗双系统接收卫星海图鱼探自动识别系统仪试用计划*

• 纳米珍珠粉在排毒及抗氧化功能上的产品研发

大澳渔村计划

鱼苗培育

体验深度游

GPS 4合1 自动
识别系统仪

珍珠粉功能产品研发

2023/24年度 (2023年7月 – 2024年6月)

* 項目的第二期



青斑

香港国际机场进口航道区第1区

三跑道新填海土地

人工鱼礁范围

黄脚鱲

白花魚

投放幼鱼位置 (第二阶段)

投放幼鱼先导计划：完成第二阶段
 投放幼鱼 : 2023年5月及9月在人工鱼礁范围共投放约

20,000条幼鱼，包括黑鱲、黄脚鱲、青斑及白花鱼

 投放虾苗 : 2023年9月在深屈湾及沙螺湾投放约
1,000,000只虾苗

已完成为期6个月的投放后监察，包括声学监察、水下
远程摄录及水底观察调查

黑鱲

虾苗

20



拟议敷设人工鱼礁位置

拟议敷设蚝礁位置

拟议投放幼鱼位置

第一期幼魚投放位置

人工魚礁投放位置

擬議北大嶼海岸公園

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三跑道新填海土地

香港國際機場進口航道區

蠔礁投放位置

改善生態環境的海堤設計(斜坡式海堤)

改善生態環境的海堤設計(垂直海堤)

先導計劃

圖例
香港特別行政區邊界

扩展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措施
在机场西面，分阶段实施三个优化措施

o 敷设蚝礁 : 2024年下半年

o 敷设人工鱼礁 : 2024年下半年

o 投放幼鱼 : 2025年及以后

将会进行为期6年全面性的生态监察

敷设人工鱼礁

敷设蚝礁

人工魚礁及投放幼魚(第二期)投放位置

21



沙洲及龙鼓洲
海岸公园

拟议北大屿海岸公园

大小磨刀
海岸公园

青山航道

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
进口航道区

拟议北大屿海岸公园

行政会议于2023年9月5日
批准北大屿海岸公园的未定
案地图

已予批准的地图已于2023年
9月29日刊登于宪报

政府根据《海岸公园条例》
（第476章）第15条作出
《2024年海岸公园（指定）
（修订）令》，将部分水域
划为「北大屿海岸公园」。
指定令于2024年6月14日刊
宪，并于11月1日生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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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4
于2024年年底起

目前

1998年7月 – 1999年5月南跑道
1999年5月 – 2022年7月双跑道系统

从双跑道系统到三跑道系统

24



T2

三跑道系统于2024年年底投入服务

重新配置的中跑道及滑行道

T2客运廊

二号客运大楼现有一号客运大楼

行李处理系统及
旅客捷运系统

25



三跑道系统运作
(2024年年底)

获签发机场牌照
的目标日期

修订的机场区地图及
限制区地图生效

建造工程
7月 10月8月 9月 11月 2024年12月

飞行校验
(2024年8月)

熟习、培训、测试及演习

26

三跑道系统的重要日期
2022 2023 2024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填海拓地 650公顷的工程开始动工
(2016年8月)

北跑道展开熟习运作及
中跑道暂时关闭 (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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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运作准备、启用及过渡工作

法定 / 刊宪程序

联系机场持份者

熟习、培训、测试及

演习
签发机场牌照

飞行校验

1

2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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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刊宪程序 –《机场管理局条例》(香港法例第483章)

现有机场区地图

新机场区地图将于2024年7月底生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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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机场牌照

符合签发牌照

规定清单

设计图则

测试纪录及

竣工图则

进行实地考察

及调查

公布机场数据

a

d c

b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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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于 2024 年 8 月展开

飞行区地面灯号系统

空中航行服务设备

飞行程序

飞行校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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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跑道及相关滑行道运作准备、启用及过渡的持份者专责小组会议于2023年1月展开，已举行
了五次会议

• 参与机构 (约 25个机构) ：

 机管局及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民航处
 其他政府部门 (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香港天文台、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事务处、香港警

务处、海事处)
 本地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香港华民航空)
 机场禁区营运商及特许专营商(停机坪飞机服务营运商、 飞机外勤维修专营商)
 其他 (香港商用航空中心、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公司委员会 (AOC) 、香港民航机师协会 (HKALPA))

• 分享议题：

 建造工程进度
 主要机场及飞行区运作准备工作
 运作准备、启用及过渡工作及计划的进展
 实地熟习、运作演练时间表
 协议及衔接事宜，以及协议解决方案

联系机场持份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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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校验后开始进行实地活动 (暂定于2024年9月进行)

• 现正就建议计划、时间表及地点进行协调

• 测试及演习、暂定计划：
 模拟飞机滑行–本地航空公司、政府飞行服务队
 飞机事故全面戒备演习
 飞机应急救援运作演习
 飞机事故本地戒备演习
 2024年飞机事故及救援演习

• 熟习运作及培训，例如：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机动巡逻熟习计划
 飞机外勤维修专营商的飞机牵引车司机训练
 香港商用航空中心的飞机滑行道路线熟习工作
 停机坪飞机服务营运商的通讯及联络熟习工作
 香港天文台的跑道设备维修进场熟习工作

• 参与机构 (~ 约30个机构)：

 机管局及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民航处
 其他政府部门(例如消防处、香港警务处、政府飞行服务队、香港天文台)
 本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大湾区航空)
 地勤服务公司 (例如香港商用航空中心、飞机外勤维修专营商、停机坪飞机服务营运商)
 维修及服务承包商 (例如：中电、电讯盈科、清洁承包商) 

熟习、培训、测试及演习 (2024年9月至1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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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双跑道系统过渡运作模式
离港航道 到港航道

34



东行航道

风向

西行航道

* 在夜间优先采用进场航道 6

风向

进场航道 6*

说明

三跑道系统的航道 不会于晚上 11 时至翌日早上 7 时期间使用

三跑道系统的主要运作模式 (ADM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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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禁止高噪音水平飞机
于香港国际机场升降*

36

禁止未能符合
第三章噪音标准的飞机

在夜间限制刚好符合
第三章噪音标准的飞机
（ 2300 - 0659 ）

在夜间限制未能符合
第四章噪音标准的飞机
（ 2200 - 0700 ）

透过飞机音量管制配额计划**，
进一步管制高噪音
水平飞机运作

（ 0100 - 0659 ）

延长飞机音量管制配额计划的
实施时间

（ 2200 - 0659 ）

全日限制刚好符合
第三章噪音标准的飞机2014 年 10 月

2002 年 7 月

2014 年 3 月

2019 年 3 月

2021 年 3 月

2022 年 3 月

*在风向合适和飞行安全的情况下

安排夜间抵港航机从西南方
经海面降落机场（2300 - 0659）

2

安排向东起飞的航机于夜间采用
经西博寮海峡的南行航线（2300 - 0659）

1

*在風向合適和飛行安全的情況下

实施飞行运作程序 使用更宁静的飞机

• 随着航空科技的进步，新
的飞机引擎会较之前的宁
静，而机体设计的改善亦
有助减低噪音

• 为减低飞机噪音对航道附
近地区的影响，多间航空
公司已作出配合，正逐步
使用更宁静的飞机

• 民航处及机管局会继续积
极鼓励航空公司更新其机
队

• 透过机管局的飞机音量管
制配额计划

** 飞机音量管制配额计划由机管局管理

* 一般而言，香港于限制／禁止高噪音水平飞机上更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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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1. 三跑道系统项目进展

- 项目重要里程

- 工程最新进度

2. 三跑道系统环境事宜

- 环境监察及管理

- 改善海洋生态及渔业提升策略

3. 三跑道系统投入服务的运作准备

4. 飞机航道安排

5.「机场城市」发展项目的最新情况



SKYCITY
航天城

11 SKIES

亚洲国际博览馆第二期

酒店
一号客运大楼

二号客运大楼

机场城市湾畔

酒店

酒店

38

成为大湾区新地标

亚洲国际博览馆

扩大机场功能



11 SKIES

逾800家店铺包括120间食肆 室内娱乐设施达570 000平方呎

香港最大型零售、餐饮及娱乐地标-
总楼面面积达380万平方呎

39

扩大机场功能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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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国际博览馆扩建项目
第二期发展将提供香港最大型室内场馆，
设有20 000个座位

亚洲国际博览馆第二期

连接11 SKIES的
行人天桥

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
行人天桥

亚洲国际博览馆

扩大机场功能



增设更多酒店支持
SKYCITY航天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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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KIES
亚洲国际博览馆

亚洲国际博览馆第二期

酒店

一号客运大楼

二号客运大楼

酒店

酒店

 超过1 100间客房及
套房

 超过1 200间客房及套房

 超过600间
客房

香港天际万豪酒店

丽豪航天城酒店

机场富豪酒店

未来酒店发展

扩大机场功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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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湾区优选的国际枢纽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廣州

佛山 東莞 惠州

深圳

中山

珠海

江門

肇庆

2022年大湾区资料便览

人口 国内生产总值

8,600万 约19,000亿美元 *

大幅度扩阔客源

澳门
港珠澳大桥

香港
国际机场



广州

佛山 東莞 惠州

深圳

中山

珠海

江门

澳门
港珠澳大桥

机场与大湾区
多式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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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机场经不同途径连系大湾区

快船连系9个大湾区口岸

港珠澳大桥缩短往返
香港国际机场与香港及珠海
的时间，由四小时减至

45分钟

城市候机楼

现有19个

跨境客车直达

110个目的地

到2024/25年度增至

30个城市候机楼

大幅度扩阔客源

香港
香港

国际机场



进一步提升机场在大湾区的客运
竞争力

大幅度扩阔客源

航天走廊
海天中转大楼
封闭行车桥

海天中转大楼

访港停车场

转机停车场

访港停车场 转机停车场

自动化停车场

自动驾驶运输系统

行人天桥

航天走廊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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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中转大楼、自动化停车场及航天走廊

海天中转大楼 海天中转大楼封闭行车桥

转机停车场
访港停车场

航天走廊

航天城码头

船只系泊设施

机场东涌专道航天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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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运输系统

机场东涌专道

SKYCITY航天城

航天走廊

机场东涌专道

访港停车场

转机停车场

海天中转大楼

海天中转大楼
封闭行车桥

旅检大楼港珠澳大桥
香港口岸 自动化停车场

航天走廊

访港停车场 转机停车场

自动驾驶运输系统

行人天桥



• 东涌与航天城及香港口岸之间车程约8至10分钟

• 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已获批准

• 已根据道路 (工程、使用及补偿)条例刊宪

• 预计2025年第三季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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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东涌专道

与航天走廊成为一体化运输系统

East Coast 
Support Area 

(ECSA)

东涌站

航天城站

香港口岸站

车站 / 中途站

地面路段

高架路段

长远计划延伸路段

车辆维修及停放处

東岸輔助
設施



11天空 航天走廊

香港口岸

海天中转大楼
封闭行车桥

海天中转大楼

拟建酒店项目

海滨长廊

拟建船只系泊
设施

SKYCITY
航天城码头

机场东涌专道
(自动驾驶运输系统延伸至

东涌市中心)

SKYCITY
航天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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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城码头及船只系泊设施

• 环境影响评估已获批准

• 已根据前滨及海床(填海
工程)条例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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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