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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辭彙 
風速比 
(VR) 

風速比是通風程度的指標，即Vp/V∞ (V pedestrian/V infinity)。V∞代表風邊界
流層頂部的風速 (在這項研究中，流層假定為離地500米)。V∞ 表示有關地點
的通風程度。Vp 代表行人路離地兩米的風速，而有關數值已把建築物和城市

特徵的影響計算在內。  

風學工程研究通常會假定16 個主要風向。風速比相等於各方風向(VRi– 代表從
i 方向吹過該地盤的風速比) 相乘該風向的比率(Fi – 代表從 i 方向吹向該地盤
的比率) 之總和，其計算程式如下：  

∑
=

×=
16

1i
iiw VRFVR  

項目範圍 代表計劃項目地盤邊界內的土地，包括行人可能行經的所有露天場地。 

評估範圍 一般包括計劃項目四周，由計劃項目邊界起計垂直距離H內的範圍，而H代表地
盤內最高建築物的高度。 

四周環境 為得出吹向地盤的正確風情況而劃定的範圍。研究必須把四周環境劃定為由計

劃項目邊界起計兩倍垂直距離H的範圍。如兩倍垂直距離H外已有相當高的建築
(如高樓大廈或大型障礙物)，則四周環境或有必要擴大。 

測試點 錄取風速比的選定地點。 

周邊測試點 位於計劃項目地盤邊界的測試點。  

整體測試點 在空曠地方、街道及計劃項目和評估範圍內行人時常行經的地方。這些測試點

需平均分布及設置。  

專家評估 就設計及╱或設計方案所作的質量評估，旨在找出問題和值得注意的事宜。 

詳細研究 就設計方案所作的數量評估和比較，旨在方便選定合適設計。  

地盤空間平均

風速比    
(SVR) 

周邊測試點的平均風速比，顯示發展建議對鄰近地區風環境的影響。  

地區性空間平

均風速比   
(LVR) 

整體測試點及周邊測試點的平均風速比，顯示發展建議對評估範圍風環境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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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背景和目標 

1.1.1 二零零六年九月，規劃署委託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聯同澳洲的 Windtech Consultants Pty 
Limited) 為合約顧問，進行空氣流通評估。 

1.1.2 這項研究旨在完成三個設計方案的空氣流通評估，以及協助政府選定能促進空氣流通的合

適設計。  

1.2 地盤環境  

1.2.1 擬議發展位於海旁地區，介乎其西南面的油街與東南面的電器道之間，西北面為海濱。 
圖1 顯示有關地盤的位置及環境。 

1.2.2 緊連有關地盤東北面是一個電力支站、電燈中心大廈和電器道市政大廈，東北面較遠處則

為高層住宅發展 ──  城市花園。城市花園道與海旁平行，至有關地盤止。 

1.2.3 位於地盤東南面電器道的另一邊則是一座酒店及若干商業和住宅建築物。該酒店向海的臨

街面長，而高度則達主水平基準上83米左右。毗連該酒店的建築物高度大約為主水平基準

上20至23米。沿英皇道背面一列建築物的高度大約為主水平基準上46至78米。南面較遠處
的地形較陡。  

1.2.4 京華街和宏安道位於有關地盤西南面，與海旁平行，至有關地盤止。計劃中京華道與油街

之間會興建一幢「L 型」酒店建築物。位於有關地盤南面，介乎電器道與油街的之間的友
邦廣場，則是一幢高度大約為主水平基準上177米商業發展。 至於西南面較遠處的海峰
園，則有三幢大樓，每幢的高度大約為主水平基準上120米。  

1.2.5 擬議的中環灣仔繞道其中一段及附屬設施連行政大樓計劃建於有關地盤西北面。西北面較

遠處日後擬用作興建海濱公園。  

1.2.6 有關地盤及其附近地方的地勢較為平坦，然而東至西方向五公里內有一道陡坡，其山峰遞

增至大約500米高 (圖 2) 。 

1.3 影響風環境的一般因素  

1.3.1 空氣流通評估一般會受到各風向的通風量以及由個別風向吹向有關地點的頻率 (特別是盛
行風主導的情況) 所影響。  

1.3.2 在香港，盛行風一般是東至東北風。由於有關地盤位處海旁西北面，整體空氣流通情況不

會因盛行風而得到很大改善。  

1.3.3 預計在東至西方向的陡坡會減低空氣流通程度，亦會在接近地面的不同高度造成額外湍

流。若吹南風，陡坡及現有沿電器道的高樓大廈，例如酒店等，會進一步減弱從南面吹向

地盤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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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名稱:  從西北面望向該區的圖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由東至西的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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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位於計劃項目地盤東北面現有的高層建築物，可能會減低通風程度，而且亦會減少由東北面

吹來的風。  

2. 詳細研究的設計方案 

2.1 三個設計方案  

2.1.1 詳細研究檢視了合共三個設計方案：  

(a) 基本設計 (圖 3 和圖 4)，即按照現有賣地條款的准許發展規範所擬定的設計方案，
總住宅及商用樓面面積分別為 78,046 平方米及 45,424 平方米； 

(b) 修訂設計 (圖 5 和圖 6)，即城市規劃委員會於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十七日同意的設計

方案，總住宅及商用樓面面積分別為 49,240 平方米及 20,960 平方米；以及 

(c) 第二次修訂設計 (圖 7 和圖 8)是基於先前兩個設計方案的優點和問題而作出的修訂

方案，旨在改善通風情況以及解決無風或強風的問題，總住宅及商用樓面面積跟修訂

設計相同。  

2.2 三個設計方案的主要特色 

2.2.1 基本設計的主要特色如下：  

� 擬議住宅大廈會較高(主水平基準上 165 米)，高水平位置的空氣比較流通，可引導至行人

路水平，但同時亦可能會令建築物下游位置出現較大的尾流範圍；  

� 三幢住宅大廈之間的建築間隙較小，可能會影響建築物的通風程度；  

� 擬議建築物之下的平台可能會阻礙低層的空氣流通；以及 

� 商用建築物有大約70米的臨街面，與東北和西南邊界的間距因此而較闊 (分別為 20 和 
35 米)。  

2.2.2 修訂設計的主要特色如下： 

� 擬議住宅大廈會較矮(主水平基準上 120 米)；相對而言，雖然從高處向下的氣流會較少，

但尾流範圍較小；  

� 兩幢住宅大廈的距離較遠，有大約 13 米，對通風會有幫助； 

� 建議中沒有平台，因此減低了低層氣流受阻的機會；  

� 兩幢商用建築物的臨街面較短，建築物之間約有 15 米的間隙通風； 

� 西南邊界與擬議住宅大廈和擬議商用建築物分別相距 15 米和 40 米；以及 

� 擬議商用建築物貼近東北邊界。有可能出現一些氣流受阻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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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第二次修訂設計 的主要特色如下： 

� 建築物高度 (主水平基準上120米) 和住用╱非住用總樓面面積與修訂設計所訂明的一樣；  

� 與修訂設計一樣，發展不設平台； 

� 移動修訂設計的商用建築物的位置，在西南和東北邊界預留 15 米的距離作為通風廊；以

及  

� 兩幢商用建築物之間約有 25 米的建築間隙，以提高擬議發展的通風程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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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名稱:  基本設計的概略樓宇平面圖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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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面的角度                                                        西南面的角度  

 
 
 
 
 
 
 
 
 
 
 
 
 
 
 
東北面的角度  東南面的角度  

圖 4 

名稱:  基本設計 – 比例 1:400 的模型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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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名稱:  修訂設計的概略樓宇平面圖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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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面的角度                                                        西南面的角度  

 
 
 
 
 
 
 
 
 
 
 
 
 
 
 
 
東北面的角度  俯瞰角度  

圖 6 

名稱:  修訂設計 – 比例 1:400 的模型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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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名稱:  第二次修訂設計的概略樓宇平面圖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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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面的角度                                                         西面的角度  

 
 
 
 
 
 
 
 
 
 
 
東北面的角度  俯瞰角度  

圖 8 

名稱:  第二次修訂設計 – 比例 1:400 的模型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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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方法 

3.1 一般事宜 

3.1.1 這項空氣流通評估採用了《香港空氣流通評估技術指引(2005)》(下稱「技術指引」)所列

明的評估方法。 

3.1.2 有關三個設計方案的研究以風速比為通風程度的指標，顯示地面的空氣流通情況；研究時

已考慮四周建築物和地形及擬議發展。風速比以Vp/V∞ (V pedestrian/V infinity)表示，V∞ 
代表風邊界流層頂部的風速，即地盤無阻擋時的通風程度，Vp 則代表行人路的風速。  

3.1.3 一般而言，風速比越高表示擬議發展對通風程度的影響越少。根據技術指引所建議，測試

所得的風速比提供了比較設計優劣的基礎，並有助識別通風問題，以便作出改善。目前，

尚未有評估個別設計可接受程度的基準指標。  

3.1.4 這項研究進行了兩個階段的評估 ── 專家評估和詳細研究。研究亦包括了一項總體風環

境資料研究，檢視風環境和特色，作為詳細研究的基礎資料。 

3.1.5 專家評估屬質量評估，探討地形與建築物形態對風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決定測試點

的位置。 

3.1.6 地盤風環境資料研究和詳細研究的評估方法詳列於以下段落。 

3.2 總體風環境資料  

3.2.1 為進行總體風環境資料研究而塑造的一個1比4000地勢模型(圖 9)，所涵蓋的四週環境包括
由計劃項目邊界起計至少 10 公里內的範圍， 並顯示港島和九龍的主要地形特色和建築

物。 

3.2.2 利用風洞測試所得的資料，以風玫瑰圖的形式顯示實際通風程度和特色方面的資料(包括
方向、程度和次數)及地盤的風廓線和風湍流密度廓線。研究參考了香港天文台橫瀾島的

風資料。 

3.2.3 圖 10 顯示總體風環境研究的風玫瑰圖和風廓線結果。根據風玫瑰圖，離地面200米吹向
地盤的風有超過 53% 是從東北面吹來的風(平均超過四成時間是從東北偏東和東面吹向地

盤的風)，視為盛行風。另一方面，有 28% 和 15% 是東南風和西南風，其餘 4% 是西
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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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詳細研究 

3.3.1 各設計方案均有一個1 比 400 的實體模型，涵蓋計劃項目地盤、評估範圍和周邊模擬範
圍，並顯示所有現有╱計劃建築物和地形特色(見圖 4、 圖 6 和 圖 8)。在計算風速比
時，已考慮源自16個方向的風及其可能性。 

3.3.2 評估範圍大約在計劃項目邊界 160 米以外 (即計劃項目的最高建築物高度)，涵蓋地盤西
北面的散步長廊區、東南面的英皇道、西南面的福蔭道，以及東北面的一部分城市花園。  

3.3.3 測試點設於所有通往計劃項目地盤的道路路口、該地盤的主要入口和角落、空曠地點、街

道上及行人時常行經的地方。各設計方案均有相同測試點設於計劃項目邊界及以外範圍，

方便進行比較，但地盤內的測試點位置並非完全一樣，須視乎地盤內不同的建築物設計和

布局。圖 11 至 圖 13 顯示在詳細研究中就各設計方案選定的測試點。 

3.3.4 根據地盤空氣流通評估，代表周邊測試點的地盤空間平均風速比顯示發展建議對鄰近地區

風環境的影響。至於代表周邊和整體測試點的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則顯示發展建議對地

區性風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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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南望向整個模型 

 

 

 

 

 

 

 

 

 

 

 

 

從西南望向整個模型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名稱: 比例 1:4000 的模型 

圖 9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2007年7月                                                                                            15  

 
 

 

 

油街地盤的風玫瑰圖 

  

 

For Profile 1
Directions: 0, 22.5, 45, 67.5, 135, 157.5, 247.5, 270, 292.5, 315, 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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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ofile 2
Directions: 90, 112.5, 180, 202.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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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研究所採用的風廓線  

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名稱: 風玫瑰圖和風廓線 

圖 10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風速 

頻率百分比 

方向:

風廓線 1 風廓線 2 

風湍流密度廓線和標準化風速 風湍流密度廓線和標準化風速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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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名稱: 基本設計的測試點位置 

圖 11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位於行人天橋或平台上的測試點: 07, 08, 61 和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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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名稱: 修訂設計的測試點位置 

圖 12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位於行人天橋或平台上的測試點: 07, 08, 63 和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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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空氣流通評估 
油街地盤 – 行政摘要 

名稱: 第二次修訂設計的測試點位置 

圖 13 

西圖香港有限公司 

位於行人天橋或平台上的測試點: 07, 08, 63 和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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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和討論  

4.1 地盤和局部空間的平均風速比 

4.1.1 表 1 列載了三個設計方案的地盤空間平均風速比和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此外，為方便

討論，在同一表格內列載位於相同道路╱街道╱地區的各測試點的平均風速比 (圖14 及 
15)。 

 

表 1 地盤空間平均風速比、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和其他地區的平均風速比的大綱 

設計方案 基本 
設計 

修訂 
設計 

第二次

修訂 
設計 

地盤空間平均風速比 0.19 0.18 0.19 

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 0.15 0.14 0.15 

以下地點的平均風速比    

英皇道及毗鄰地區 0.14 0.14 0.14 
電器道 0.13 0.12 0.13 
城市花園道、 城市花園道延展部分及宏安道 0.14 0.13 0.13 
京華道 0.26 0.23 0.25 
福蔭道 0.14 0.14 0.14 
油街及毗鄰地區 0.26 0.25 0.26 
計劃項目的東北邊界  0.16 0.10 0.15 
散步長廊 0.20 0.20 0.20 
東區走廊以南及底下的海旁區 0.15 0.14 0.14 
有關地盤的中央園景區 0.09 0.13 0.13 
油街及電器道以北的園景區 0.12 0.10 0.11 
海旁園景區 0.22 0.18 0.17 
商業及住宅樓宇間之空間 0.12 0.14 0.14 
計劃項目地盤東北和東面的部分地區 (指在東至東北

盛行風時，計劃項目的上游部分的風速比) 
0.09 0.09 0.09 

計劃項目地盤西南和西面的部分地區 (指在東至東北

盛行風時，計劃項目的下游部分的風速比)  
0.18 0.1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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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討論評估結果 

4.2.1  整體表現 – 基本設計和第二次修訂設計在地盤和地區性空間的平均風速比的表現相同，
亦比修訂設計在這兩方面的表現為佳。 

4.2.2  周圍環境的通風情況不易受設計更改所影響 – 設計方案的改動不會引致四周測試點的風

速比出現重大轉變。雖然設計方案在建築物高度和布局方面有相當大的分別，但三個設計

方案在計劃項目地盤以外的測試點(不包括於地盤邊界的測試點)的平均風速比卻差距甚
微。評估範圍內之測試點的通風情況很可能取決於各點鄰近建築物的布局，因擬議發展設

計而造成的影響則較低。 

4.2.3 對周圍環境沒有不良影響 –擬議發展不會嚴重阻礙周圍環境的氣流或對通風程度造成不良

影響。計劃項目地盤西南面和西面 (相等於東至東北盛行風的下游範圍) 測試點的風速
比，平均較地盤東北面和東面 (盛行風的上游範圍) 測試點的風速比為高。 

4.2.4  評估範圍內沿盛行風方向的道路未能成為有效的主風道– 英皇道、電器道、城市花園道、
城市花園道延展部分和宏安道等道路，與東南面或橫跨計劃項目地盤的盛行風方向平行。

雖然沿盛行風方向的行車道通常能有助更多盛行風吹進地區，但這些行車道沿途的平均風

速比並不太高，甚至會較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稍低，顯示這些行車道不能作為有效的主

風道。 

4.2.5.  一排排建築物之間有充足間距形成通風廊 – 油街及鄰近地區的風速比 (0.25 至 0.26) 較
地區性空間平均風速比為高。這證明了若油街兩旁的建築物之間有充足的間距，便能有效

改善空氣流通情況。經檢查個別風向的風速比後，發現油街沿途的測試點在西南偏西向東

北偏北方向的風速比(角度為135度)一般會較高。總括而言，行車道讓這些方向的風吹進區

內。即使與油街平行的西北風較少出現，通風程度仍然相當高。 

4.2.6  商用建築物的位置影响東北面邊界的通風程度 – 基本設計和第二次修訂設計的計劃項目
地盤東北面個別測試點的表現較修訂設計的測試點為佳。這是因為在修訂設計下，商用建

築物的位置比較接近計劃項目的東北邊界，對附近的環境通風帶來重要影響。在三個設計

方案中，若建築物越接近東北邊界，通風情況就可能會越差。 

4.2.7  商用建築物之間的間隙讓地盤中央的園景區的空氣更流通 – 修訂設計和第二次修訂設計
在計劃項目中央園景區的測試點較基本設計的表現好。在基本設計下，中央園景區的測試

點的平均風速比為0.09，而在第二次修訂設計的相同測試點錄得的平均風速比為0.13。證
明在建築物之間預留空間能有效改善中央部分的透風度。 

4.2.8  東區走廊及相關構築物對通風程度的影響 – 評估範圍內的散步長廊是最不受建築物形態

所影響的開放空間(吹東南風時除外)；散步長廊的平均風速比大約是0.20，而東區走廊底

下及毗鄰的擬議行政大樓後面土地的平均風速比較低，介乎0.14至0.15。公路及相關大樓

和構築物會減弱通風程度，但影響並不顯著。  

4.2.9  較大的開放空間有助空氣流通 – 京華道的風速比介乎0.23 至 0.26，遠高於地區性空間平
均風速比，可能是基於附近海旁的空置地。 

4.2.10  整體表現 – 考慮過上述分析後，雖然三個設計在空氣流通情況方面都相近，但第二次修

訂設計在西南和東北邊界均設有通風廊，而且地盤建築物透風度較高，有助在詳細設計階

段更靈活造出通風程度較佳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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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議和結論 

5.1 一般事宜 

5.1.1 擬議發展的最終設計須視乎規劃、城市設計和環境考慮因素，如建築物的規模與高度、後

移安排和實施噪音紓解措施(如採納不易受噪音影響的建築物╱構築物形式)的需要。這項研
究探討行人路的通風程度，提供了所需資料，以便在地盤規劃和設計上作出平衡各方面需

要的決定。更重要的，是詳細研究在反復檢視有關設計下找出有利風環境的設計特色。 

 

5.2 改善空氣流通的設計建議  

 

通風廊╱建築物間隙 

5.2.1  鑑於計劃項目地盤被向岸處三面的密集高樓大廈所包圍，所以唯一能夠改善地盤及其南面

通風情況的是由海邊吹來的風。因此，提供與海旁區垂直有效通風廊是重要的安排。是項

研究建議在下列三處預留通風廊： 

 

(a) 油街 ― 可多角度接收從西南偏西至東北偏北方向的氣流，並改變其方向。所有設

計方案在油街沿途測試點的高風速比，都證明了這些效果； 

(b) 在計劃項目地盤的東北邊界 ― 將商用建築物向左移，促進空氣流通。基本設計和

第二次修訂設計的良好通風效果引證了這一點；以及 

(c) 在計劃項目地盤中間部分 ─ 於住宅大廈之間和商用建築物之間預留並列的空間，

以提升地盤的通風程度。若比較基本設計和兩個修訂設計中央部分的風速比，便可

證明這個優點。 

 

 改善過強氣流 

5.2.2  油街沿途及其他測試點 (測試點24,55,60,74,75,77及81) 於西至北之風向的風速比會相當

高。 

5.2.3  為改善過量氣流的問題，建議在詳細設計階段沿油街栽種有茂密枝葉及樹冠寬闊的樹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