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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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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污染源

 區域性污染(灰霾)



本港主要空氣污染問題

 路邊空氣污染
二氧化氮及粒子處於偏高水平

 區域性污染(灰霾)

間歇引致高臭氧及粒子水平
珠江三角洲區域
Pearl River Delta (PRD) 
Region

冬季季候風

夏季季候風

香港
Hong Kong 



空氣質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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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3年:

• 路邊PM10 水平下降37% 

• 一般空氣中 PM10 水平下降了10% 5

可吸入懸浮粒子(PM10)濃度趨勢



2005-2013年:

• 路邊 PM2.5 水平下降了29%

• 一般空氣中PM2.5 水平下降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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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細懸浮粒子(PM2.5)濃度趨勢



1999-2013年: 

• 路邊 SO2 水平下降了59%

• 一般空氣中SO2 水平下降了28% 7

二氧化硫(SO2)濃度趨勢



1999 至 2013年: 

• 路邊 NO2 水平上升了21%

• 一般空氣中NO2 水平則下降了5% 8

二氧化氮(NO2)濃度趨勢



 1999 至 2013年: 一般空氣中臭氧水平上升了26%

9

臭氧(O3)濃度趨勢



空氣質素管制策略

本地污染源
 實施嚴格措施，管制車輛、
發電廠及工商業排放的空氣
污染物

區域性的污染

 與廣東省政府部門合作，落
實聯合計劃以解決區域性的
大氣灰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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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香港



主要空氣污染源 -排放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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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車輛廢氣排放(1)
於2019年底前淘汰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車輛，並為
2014年2月1日或以後新登記的柴油商業車輛定下15年
的退役期限。

為石油氣的士和小巴更換催化器及含氧感知器

自2014年9月起，在路邊設置流動遙測儀器檢測排放過
量廢氣的汽油和石油氣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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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車輛廢氣排放 (2)
 成立3億元「綠色運輸試驗
基金」，資助運輸業界試驗
綠色創新運輸技術，如電動
車等

 購買環保車輛可獲寬減首次
登記稅

 推廣使用電動車輛，豁免電
動車輛的首次登記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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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車輛廢氣排放 (3)
 為較舊款專營巴士加裝選
擇性催化還原器

 全數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
置六輛混合動力巴士及三
十六輛電動巴士，試驗在
本港路況下行駛

 在繁忙路段設立專營巴士
低排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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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發電廠
 牌照管制，頒佈排放總量上限

 優先使用已加裝先進減排器件的燃煤機組

 進一步優化燃料組合，減少燃煤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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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船舶廢氣排放
 2014年4月1日收緊本

地出售船用輕柴油的
含硫量(不超過0.05%)

 2015年內立法要求遠
洋船泊岸時使用低硫
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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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區域合作
為減少區域排放。香港特區與廣東省在2002年達成共識，以1997年
為基準年，在2010年減少二氧化硫、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粒子和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量分別達40％，20％，55％和55 ％

粵港雙方於2012年11月23日總結了2010年減排情況，並通過在2015
年和2020年的減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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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物 與2010年相比的減排目標

香港 珠三角經濟區

2015 2020 2015 2020

二氧化硫 25% 35 – 75% 16% 20 – 35%

氮氧化物 10% 20 – 30% 18% 20 – 40%

可吸入懸浮粒子 10% 15 – 40% 10% 15 – 25%

揮發性有機化物 5% 15% 10% 15 – 25%



18

環保署委托本地醫學及空氣科學研究團隊制定 :

-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療學院
- 香港科技大學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AQHI)

 環保署2013年12月30日向公眾發布空氣質素
健康指數（AQHI），以取代以往採用的空氣
污染指數(API)

 以往採用的空氣污染指數有下列缺點 –

 只採用單一主要空氣污染物計算指數，沒有考
慮不同空氣污染物的共同效應;

 由於須參考較長平均時間的空氣質素指標（如
24小時PM10 指標），因而會有滯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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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AQHI)

 以健康風險為本，提供於戶外環境不同空氣污染程度可
能引致的短期健康風險；

 每種污染物的風險因素資料參照本地的健康數據；

 以1-10級及10+級通報，並分為五個健康風險級別，即低、
中、高、甚高和嚴重；

 提供健康忠告，讓市民在戶外活動時，可掌握充分資料
及作出準備，保障市民健康。公眾可因應自己的健康情
況及指數級別，調整其體力活動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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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方法
 指數以四種空氣污染物，包括臭氧、二氧化氮、二氧
化硫和懸浮粒子(包括PM10及PM2.5,選其影響較大者)的
三小時移動平均污染物濃度為計算基礎；

 按空氣污染物濃度而導致的入院風險增幅相加，得出
有關健康風險的整體增幅；

 與等級表對照，以釐定空氣質素健康指數的級別。

 向公眾發佈空氣污染對健康的短期影響。至於空氣污
染的長期健康影響，環保署亦會公布「年均空氣質素
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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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風險級別等級表
風險級別 指數 健康風險增幅(%) 注釋

低
1 0 - 1.88
2 >1.88 - 3.76
3 >3.76 - 5.64

中

4 >5.64 - 7.52 5.64%：是向易受空氣污染影響
人士發布健康忠告分割點
(11.29%) 的一半

5 >7.52 - 9.41
6 >9.41 - 11.29

高 7 >11.29 - 12.91 11.29%：是向易受空氣污染影
響人士發布健康忠告的分割點

甚 高

8 >12.91 – 15.07
12.91%：是向一般市民發佈健
康忠告的分割點

9 >15.07 – 17.22
10 >17.22 – 19.37

嚴 重 10+ >19.37 19.37% :是向一般市民發佈健
康忠告分割點(12.91%)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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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取的預防措施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低於7
(即達致「低」和 「中」健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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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10-2013年度數據以AQHI系統計算作比較



高空氣污染情況

 常見成因包括在不利污染物擴散的天氣下，香港及珠三
角區域出現高水平的臭氧、粒子和二氧化氮，例如在逆
溫情況和附近有颱風帶來下沉氣流而引致靜風環境。

 一般情況下，高空氣質素健康指數的情況較多在下午出
現。這主要是由於下午的陽光較強，有利一些污染物(如
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經光化學反應形成臭氧，
同時亦促進一氧化氮氧轉化成二氧化氮。

 在交通繁忙的時段，路邊監測站錄得的空氣質素健康指
數一般會較一般空氣監測站高。



AQHI在「高」或以上級別時數
(AQHI>=7) 的晝夜變化

典型市區一般監測站
(AQHI>=7)

典型路邊監測站
(AQH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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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HI  資訊發布 (1)
每小時計算及公佈AQHI; 

一般監測站通報“一般空氣質素健康指數＂而
路邊監測站通報“路邊空氣質素健康指數＂; 

分兩個時段(即上午時段及下午時段)提供未來
24小時的“一般空氣質素健康指數＂和“路邊
空氣質素健康指數＂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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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空氣質素監測站

中西區

觀塘
深水埗

葵湧
沙田荃灣

大埔元朗

中環 銅鑼灣
東區

旺角
路邊監測站

一般監測站東湧

塔門

將軍澳 (籌備中)

屯門



預測 - 健康風險 (00:30至09:30更新顯示)
今天 上午 今天 下午

一般空氣監測站 低 至 中 中 至 高
路邊空氣監測站 中 至 甚高 甚高 至 嚴重

預測 - 健康風險 (10:30至15:30更新顯示)
今天 下午 明天 上午

一般空氣監測站 低 至 中 低 至 中
路邊空氣監測站 中 至 甚高 中 至 甚高

預測 - 健康風險 (16:30至23:30更新顯示)
明天 上午 明天 下午

一般空氣監測站 低 至 中 中 至 高

路邊空氣監測站 中 至 甚高 甚高 至 嚴重

空氣質素健康風險預測(分兩時段)

AQHI  資訊發布(2)



互聯網 -- 網址: www.aqhi.gov.hk
AQHI  資訊發布(3)



指數 - 按監測站

AQHI  資訊發布(4)

HK AQHI 應用程式

網站地圖 指數預測



AQHI  資訊發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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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電話熱線： 2827 8541

 桌面電腦警示小精靈(只提供警示功能)

 香港政府通知你 (只提供警示功能)



年均空氣質素指數
- 有些空氣污染物對健康有較長期的影響

(如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粒子/微細懸浮粒子)

- 世衞亦有制定以上污染物的年均濃度空氣質素
指引

- 為向公眾通報長期接觸這些空氣污染物可能帶
來的健康風險，環保署公佈年均空氣質素指數
（年均數）

- 按月更新年均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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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年均濃度*
（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氮(NO2) 40

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 20

微細懸浮粒子(PM2.5) 10

*世衛年均空氣質素指引 (2006)



年均AQI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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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均指數是按已驗證
的監測數據計算。每
月更新年均指數。

 當年均指數大於一，
即表示長期處於該水
平的健康風險高於處
於世衛制定的年均空
氣質素指引的風險。

 年均指數少於一，則
有較低風險。

(2013年09月 - 2014年08月)

於2014年1月
開始投入服
務，暫時沒
有年均數據



總結

香港的AQHI –

 是以健康風險為基礎，參考了本地的空氣污染和心肺
病入院次數的關系的指數，;

 考慮不同空氣污染物的共同效應;

 更緊密跟隨空氣質素的變化，能更適時地向公眾通報
健康風險;

 每小時公佈AQHI及其預測，為公眾提供更好的空氣質
素健康資訊，讓公眾能在空氣污染較高時採取預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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