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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創科在不同範
疇也能 「幫到手」。中華電力近日介紹兩項機械小
幫手，分別是 「籠網式航拍機」和 「爬行機械
人」。中電發電工程總監吳祺安指，希望利用創新
科技令工作更有效率、安全和符合成本效益，長遠
亦計劃與本地創科團體及大學合作，探討是否有更
好科技能於發電廠環境應用。

吳祺安透露，發電廠鍋爐高60至70米，以往需
要搭建棚架或工作平台才能進行檢查，需時十多日
和花費逾百萬元。中電遂於2019年引入專在室內
飛行的航拍機，名為 「籠網式航拍機」，價格約數
十萬元，更可以不斷重用，大大節省成本。

中電發電工程部工程師黃頌恩介紹， 「籠網式航
拍機」配備激光雷達和感應器，無需全球定位系統
都可穩定飛行，更配備防塵照明系統與4K高清鏡
頭，可傳送不同設備的清楚影像予工程師，由於電
池只可工作10分鐘，所以每次檢查前均要有飛行
計劃和風險評估，而且要預備數顆電池。航拍小隊
的五位成員都已獲取民航處認可的進階等級遙控駕
駛員證書，現時已有三部室外航拍機和兩部室內航
拍機，室外航拍機重量約 2.5 公斤，還可再佩戴
500克裝備，航拍機更設有三維模型作量度，讓工
程師有更多資訊安排進行大型維修。

「爬行機械人」可輕易入引水渠
此外，發電機是需要與很多輔助設施一同運行才

可發電，其中一項輔助設施是地下引水渠，以往是
需要派受過訓練的員工負責檢查，惟管道是密閉空
間、距離長和需佩戴呼吸器才可進行檢查，風險很
高，公司已就此特別設計 「爬行機械人」代勞，令
操作與維修更有效率和更安全。

中電發電工程部高級工程師楊惠敏指，由 2021
年起引入 「爬行機械人」代替工程人員進行引水渠
檢查，2022年起在發電廠全部引水渠應用，而引
水渠是每五年進行一次檢查。機械人體積較小，闊
40厘米、高50厘米，可輕易通過80厘米井口進入
引水渠，其頂部還配備燈和可作360度旋轉鏡頭，
它更能屈能伸；而機身有10米防水與深坑紋的車
輪，在濕滑不平地方可順利行走。機械人同時配備
連接線，可提供無間斷電力，實時記錄機械人位
置，於緊急時刻更會作為安全繩，避免與機械人失
去聯絡。

楊惠敏續指，引水渠長度大概是1400米，以往安
排工程人員檢查需花費五至七日，現時透過機械人檢
查只需兩日便可完成。機械人拍攝的短片更方便團隊
以後翻查和制定更完善維修保養策略。她還提到，透
過創新科技能成功減低工作中風險，為同事提供安全
舒適工作環境，對團隊來說非常有滿足感。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早到場視察後表示，凌
晨起三條過海隧道運作暢順，行經西隧的的士數量較
以往同一時段為多。他提到， 「633」方案是一個過
渡方案，政府目標是今年內對三條過海隧道實施分時
段收費模式，進一步令三條隧道的交通更順暢。

繁忙時段的士分流效果顯著
運輸署昨日表示，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一

直監察三條過海隧道實施 「633」固定收費方案後的

交通情況。早上繁忙時段，即上午7時至10時，整體
過海雙向車流約為44000 架次，與實施 「633」固定
收費方案前相若，當中西隧的車流上升約3%，而紅
隧和東隧的車流則分別稍為下降約4%和1%，整體交
通大致暢順，初步交通情況亦符合預期。

運輸署發言人稱，在劃一的士隧道費後，的士在清
晨時分和早上繁忙時段使用西隧分別增加約五成和兩
成，分流效果顯著。另外，根據早上的觀察，由於以
現金繳付隧道費使用西隧的的士數量上升，因此西隧

的人手收費行車道在繁忙時間比平日略為繁忙，相信
隨西隧於8月6日實施 「易通行」，屆時駕駛者將
無須停車繳交隧道費，西隧的行車狀況將更為暢順。

發言人續稱，因應過海隧道的新收費，預期駕駛者
需要時間嘗試新路線及調整出行習慣，因此短期內過
海交通或仍有所變化，提醒駕駛者留意運輸署發放的
最新消息，按實際交通情況規劃行程。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西區海底隧道30年專營權屆滿，特區
政府昨日凌晨收回西隧後，隨即實施三條過海隧道 「633」 固定收費方案，
日後私家車行經西隧收60元、紅磡海底隧道和東區海底隧道收費30元；的
士行經三條隧道一律每程25元；其他交通工具收費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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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收費方案 「633」 實施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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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實施首日，昨日繁忙時段紅隧車流下降約4%。 記者 崔俊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