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基金就東涌河修復方案提出的建議重點 

 
背境 

2003年 10月，為興建竹篙灣發展項目中的人工湖項目(ACE 2003)，東涌河
一段長 330米的河道中的巨礫和卵石遭非法挖掘。該條河流極具保育價值，扶養
多個淡水魚品種，包括稀有的北江光唇魚 Acrossocheilus beijangensis及米魚
Oryzias curvinotus。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簡稱「自然基金」）應政府的邀請，
加入東涌河修復工程專責小組，期望能就修復河流生態系統提供意見。 

 
河道修復的整體考慮 

 

  
石門甲河段下游損毀地貌。 石門甲河段上游未被損毀的天然地貌。 

 
- 政府應把受影響的河道盡量恢復原狀，特別是其生態功能，並把非法興建的

運輸通道和水壩拆卸。 
- 由於缺乏河道未遭破壞前的特徵數據，因此當局應以沒受人工破壞的石門甲

河段作為參考。 
- 修復內容應包括： 
n 穩定河岸和河床； 
n 重建內河結構； 
n 重新種植河岸植物。 

- 政府應先研究參考河道的特徵（見圖一），並利用所得資料設計詳盡的地盤

平面圖，以供修復之用。 
- 修復工程進行期間，應把受影響範圍的魚類和其他脊椎動物遷往上遊。 
- 修復工程需由具相關知識的生態學家監督。 
- 修復工程需在 2004年 4月前完成。 



- 經修復的河流容許當地物種群落以自然方法從新繁殖。 
- 修復工程完成後，政府應監察河道特徵和河道生物群落結構。 

 

 
 

圖一： 河道的特徵 

 
在東涌河修復工程進行期間，自然基金會繼續就河道設計及工程內容，向政府提

出更多建議。請按此處瀏覽完整版本。 

 
由自然基金高級環境保育主任梁士倫博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