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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地理位置、氣候變化和都市發展等各項因素影響，河道泛濫、海水倒灌和水浸事

故時有發生。為保障市民安全和減輕經濟損失，渠務署主要按截流、蓄洪、疏浚三個概

念為各區進行防洪規劃，設計排水工程，並定期檢討成效以減低水浸威脅。此外，本署

亦實施多項水浸應變措施，包括設立24小時「渠務熱線」和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務求把水

浸影響減至最低。經過不斷努力，大大減低了市民的水浸威脅，水浸黑點數目亦已大幅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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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因素與水浸

香港的地理位置、氣候變化及都市發展，均直接或間接導致水浸發生。渠務署的其中一個主要職責，就

是找出水浸成因，藉規劃及進行防洪工程減低水浸風險，以避免水浸造成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

香港北連深圳，南臨南中國海，位於海洋性亞熱帶季候風區，是太平洋沿岸地區每年平均降雨量最高的

城市之一 1。

除新界西北部大多地勢平坦外，香港其他地方都是崎嶇山嶺。在季候風和海洋性氣候的影響下，夏季

降雨量多而集中。以往，驟然急增的雨水徑流從高山湧下，不但令低窪地區發生水浸，亦會引致河道泛

濫，而新界北部的洪泛平原更屢受淹浸之苦。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加劇，在香港出現的風暴潮及暴雨更形

頻密。此外，都市發展急速，許多山坡及農地紛紛改建成水泥路面和高樓大廈，進一步削弱土地原有的

疏水能力，導致河道泛濫、海水倒灌及水浸事故時有發生。因此，渠務署的重任之一，就是要減低香港

的水浸威脅。

昔日上水天平山村常受水浸影響 2008年6月7日，全港多處受暴雨影響，
行人需涉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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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規劃

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

1980年代末，政府注意到有需要為全港制訂全面的防洪策略。1988年11月，「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
研究第一期」(Territorial Land Drainage and Flood Control Strategy Study — Phase I)展開，建議在新界推行全面
的治洪策略，擬定可行的防洪基建方案，以配合新市鎮發展。1990年，政府完成上述研究，並根據研究
結果制訂了一套用於規劃及設計排水系統的防洪標準，規定所有防洪設施的設計必須符合這套標準 2。

註： 水浸事故的定義主要是以極端降雨強度（配以一定程度的潮水頂托）作為根據。重現期指預計同一事故發生的平均相隔時間（以年計）。

渠務署在1991年展開「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第二期」(Territorial Land Drainage and Flood Control 
Strategy Study — Phase II)，目的是監察及管理容易泛濫的地方，包括新界北部的新田、梧桐（梧桐河）、平
原（平原河）、天水圍、元朗╱錦田╱牛潭尾五個集水區。此外，在1991至1995年間，政府先後在新界制訂
《城市規劃條例》和《土地排水條例》並進行排水影響評估。渠務署亦獲授權在新界的私人土地進行渠務修

葺工作，並就相關的渠道工程提出意見，以減低河道泛濫的風險 3。

1995年，渠務署展開「全港土地排水及防洪策略研究第三期」(Territorial Land Drainage and Flood Control 
Strategy Study — Phase III)，以檢視渠務工程及保養的成本效益和環境的影響，目的是進行有效防洪工程
的同時，著力顧及天然河道的淤積及平衡。

防洪標準

防洪標準是防洪策略的重要指標，是規劃及設計公共雨水排放系統的準則。渠務署根據歷年的降雨

量訂立「防洪標準」，從而制訂合適的防洪策略。釐訂「防洪標準」的考慮因素包括：土地用途、經濟增

長、社會經濟需要、水浸帶來的後果，以及水浸緩解措施的成本效益。因此，不同的排水系統，會有

不一樣的衡量標準。下表為現時香港採用的標準，此標準與海外已發展國家看齊：

排水系統類別 能抵禦以下重現期（年）的水浸事故

市區排水幹渠系統

市區排水支渠系統

主要鄉郊集水區防洪渠

鄉村排水系統

經常耕作的農地

200
50
50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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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及檢討研究

渠務署在1994至2010年間，為全港推行「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將香港、九龍、新界及離島範圍劃分成八
個區域，並就各區渠務系統提出短期及長期的渠道改善措施建議。渠務署進行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

亦利用多項電腦模擬技術輔助，選出最具成本效益的防洪方案，並提高渠務工程設計的精確度。

計劃內容包括：

 檢查和鑑定研究範圍

內現有排水系統及相

關設施的不足之處；

 建議和制訂短期及長

期改善措施，以符合現

有標準和應付未來所

需，並評估該些措施的

可行性、對交通及周遭

環境的影響；

 確定需要安裝流量和

雨量測量站的位置，以

便搜集相關資料用作

評估水浸緩解措施的

成效；以及

 加設一個電腦化雨水

排放系統資料庫，以進

行全面監察。

整體計劃地區

新界

香港島

九龍

大嶼山

元朗，錦田，牛潭尾及天水圍

香港島北部

荃灣，葵涌及青衣

屯門及深井

新界北部

沙田及大埔

香港島南部

香 港 渠 務 署

西貢，九龍東部及南大嶼山

比例圖號圖則標題

雨水排放整體計劃區

1

4

7

3

6

7

1. Yuen Long, Kam Tin, Ngau Tam Mei & 
 Tin Shui Wai

2. Northern Hong Kong Island

3. Tsuen Wan, Kwai Chung & Tsing Yi

4. Tuen Mun & Sham Tseng

5. Northern New Territories

6. Sha Tin & Tai Po

8. Southern Hong Kong Island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scale

1:300000 (A4)

drawing no.drawing title:

DLD 1171 A

7. Sai Kung, East Kowloon & 
 Southern Lantau

MASTER PLAN AREA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KOWLOON

LANTAU ISLAND

2

DRAINAGE MASTER PLAN AREAS

8

5

① 元朗、錦田、牛潭尾及天水圍 ⑤ 新界北部
② 香港島北部 ⑥ 沙田及大埔
③ 荃灣、葵涌及青衣 ⑦ 西貢、九龍東部及南大嶼山
④屯門及深井 ⑧ 香港島南部



72

第三章  截流蓄洪 疏浚洪泛

自2008年起，渠務署陸續開展「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研究」，目的是覆檢「雨水排放整體計劃」、評估現
有排水系統的排洪能力，從而制訂改善措施，以配合最新土地發展計劃，以及因應氣候變化改良水力學

模型。元朗、新界北區及跑馬地的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研究在2011年完成，西九龍及東九龍的檢討研
究則在2012年1月展開，而沙田、西貢及大埔的檢討研究也在2013年2月展開，港島北部的檢討研究亦在
2014年5月展開，其餘的檢討研究將在數年內陸續進行。

1. 4/08

4/08

7/10

1/12

1/12

2/13

2/13

5/14

12/11

12/11

10/11

7/14

7/14

6/15

6/15

12/16

2.

3.

4.

5.

6.

7.

8.

9.

10.

12.

11.

研 究 地 區 開始

元朗

北區

跑馬地

西九龍

東九龍

大埔

沙田及西貢

香港島北

香港島南

大嶼山及離島

荃灣、屯門及青衣

將軍澳

完結 狀 況

已 完 成

進 行 中

建 議 中

Study Areas Status

Completed

Yuen Long

North District

Happy Val ley

West Kowloon

East Kowloon

Ta i  Po

Shatin & Sai Kung

Northern Hong Kong Island

Lantau Island & Islands

Tsuen Wan, Tuen Mun &
Tsing Yi

Tseung Kwan O

Southern Hong Kong
Island

On going

Proposed

START
DATE

COMP.
DATE

各區「雨水排放整體計劃檢討研究」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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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防洪概念

渠務署在考慮、規劃和設計防洪工程上，採取全方位和多角度的策略，以兼顧緊急和長遠技術的需要，

制訂了一套推展防洪工程的程序及土地排水的規管措施：

「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的研究結果顯示，市區和新界發生水浸的成因大同小異。常見成因包括：都市化發

展使路面徑流激增，原有的排洪渠道老化而不勝負荷；雨水渠進水口有垃圾阻塞，雨水沒法排走；部分

地區位處洪泛平原或低窪地帶。根據過往經驗，防洪工程採用的概念大致可歸納為「截流」、「蓄洪」和「疏

浚」三個模式。具體實施的工程包括：在半山建造雨水排放隧道，截取中上游徑流；在平坦低窪地區建造

蓄洪池，將部分雨量暫存；在原有河道進行治理工程或興建排洪河道和渠道，以加強疏導雨水和提升防

洪能力。在應用這套概念時，必需按各區不同地勢特點，因地制宜，並配合小型渠道改善工程及臨時措

施，方能提升整體防洪成效。近年，為了減低在市區進行工程對環境、交通和公眾造成的滋擾，以及儘

量善用土地空間，渠務署較多採用「截流」和「蓄洪」這兩個方案來紓緩市區的水浸風險。過去完成的工程

包括位於啟德、港島西、荔枝角和荃灣的四條雨水排放隧道及位於上環和大坑東的兩個地下蓄洪池；另

外，位於跑馬地的地下蓄洪池也正在施工，預期於2015至2018年分階段落成啟用。

推展工程程序

借鑑海外主要城市，制訂切合香港實際情況
的防洪標準

進行全面研究，以確定新排水工程及
改善工程的可行性

推展已確定的新工程和改善工程，並在實際
可行情況下把排洪能力提高至符合防洪標準

進行全面的預防性維修，
以確保雨水排放系統運作暢順

規管措施

執行《土地排水條例》
保護主要水道

透過《城市規劃條例》、
《建築物條例》及
土地契約條款，

執行對新發展項目的排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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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水力學專家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李行偉教授

專研環境水力學、流體力學及水

質模擬學，是國際知名的水力學

專家。他的研究團隊有來自世界

各地的精英，創立「水力浮射流理

論」。目前，該理論已應用於多項

都市環境工程，以及預防病毒傳

播的措施上。

自1980年代起，香港的海水魚
養殖業常受赤潮或藻華（海水污

染，造成大量藻類繁殖）的影響。

1998年，香港水域內因赤潮造成
海魚養殖區大量魚類死亡。為找

出原因，李教授曾24小時不眠不
休在魚排上進行觀察，研究水質

的動態變化。李教授領悟到，工

程師不能只靠理論，還需考慮自然環境因素。因此，要透過實地考察，收集數據，反覆進行研究和實

驗，驗證理論的可行性，才能找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李教授認為香港的特殊地理環境，儼如複雜的天然實驗室，為工程學者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他強調

工程是一門「要實踐、做實驗」的學科。以香港多個大型防洪工程而言，每一項均需經過嚴謹精密的計

算和考慮，包括進行可行性研究，以及設計與施工，動輒數年；期間還要顧及現場環境、施工時間及

成本價格等因素。對工程師來說，設計與施工只是漫長過程的一部分。工程完成後，工程師仍要觀

察運作效果，以便進行改善工程的規劃及設計。以大坑東蓄洪池為例，自啟用後，他的團隊仍持

續監察雨季洪水的相關數據，配合理論及電腦模擬，改善進水口─「堰」的高度，務求根治旺角一

帶的水浸問題。

李行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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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洪工程

近年，渠務署推展多項不同

規模的排洪工程，都是按截

流、蓄洪、疏浚三個模式處

理香港的水浸問題。

截流

「截流」是主要用於改善市區

水患的防洪策略。市區樓房

密集，難有足夠空間進行大

規模開挖式的排水系統改善

工程。因此，需要在市區上

游截取部分雨水，引流繞過

鬧市，然後排放入海或輸送

至其他集水區，從而減少雨

水流入市區的排水系統，提

升該地區的防洪水平。

現時本署在市區建有四條雨

水排放隧道─港島西雨水排

放隧道、荔枝角雨水排放隧

道、荃灣雨水排放隧道，以及啟德雨水轉運計劃，都是應用「截流」概念。新界元朗地區，近年都市發展急

速，本署以「截流」概念，建造一條人工排水繞道，在上游截取部分本來流入元朗市中心的雨水，以緩減

區內的水浸威脅。

香港四條雨水排放隧道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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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排放隧道

除啟德雨水轉運隧道外，其餘三條雨水排放隧道都建在半山，目的是截取高地雨水，減低雨水對下游

市區的影響。雨水會經集水系統繞過市區流入大海，由於地心吸力的作用，整個過程不用消耗能源泵

送或轉運雨水。此外，隧道建造工程在深層地底下進行，免卻在鬧市進行大規模開挖工程，大大減輕

對交通、居民及商業活動的影響。

半山截流概念圖

這三條雨水排放隧道的設計，在走線和進水口方面均需盡量減少對私人產業的影響，所以政府用地、

馬路、行車天橋底部等都是首選位置。每段隧道的施工環境不同，工程挑戰亦有異，解決方式更是五

花八門。現時，市區的雨水排放隧道均能抵禦200年一遇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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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是全港最長的雨水排放隧道。主隧道全長10.5公里，從大坑伸延至數碼港，其中一
段主隧道的直徑達7.25米，是現時香港最大的排水隧道。建造隧道時，還需動用當時全港最大型的純石
層隧道鑽挖機。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位置圖 港島西雨水排放隧道內

主隧道的走線途經多個結構鬆散的斷層帶，這是工程的一項極大挑戰。由於斷層地質容易讓地下水滲入

或令隧道塌陷，影響隧道結構，甚至造成地面下陷，團隊施工時需密切監察地質及地下水的情況。必要

時需以預先灌漿方式填補岩石裂縫，以穩固斷層及阻截地下水以免造成破壞。

此外，由於港島半山民居密集，隧道及雨水進水口的選址難免接近民居。為有效收集高地雨水，進水口

數目更是全港稱冠，共34個進水口分布在銅鑼灣、灣仔、金鐘、西營盤和薄扶林一帶半山上。工程開展
時，為減低對隧道沿線居民的影響，本署放棄沿用由上而下的挖掘方法，改以「反井建造法」施工。建造

過程由地底向地面進行，挖掘出來的碎石會經隧道運走，一方面可避免阻塞豎井一帶的交通，另一方面

則可減少施工的噪音及塵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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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井建造法

鑽挖機先從地面往下鑽挖至

連接隧道，換上較大的鑽頭

後，再反方向由下而上挖掘，

期間所有碎石會跌到豎井底

部，最後從主隧道運走。

地面 地面

連接隧道連接隧道
連接隧道

使用較細小鑽頭往下鑽挖 把較大鑽頭安裝至軸心 使用較大鑽頭由地
底反方向向上挖掘

反井建造法過程

地面

為早日完成工程，渠務署特別設計了詳盡的物流及施工程序，安排主隧道鑽挖工作及連接隧道的爆破工

序同步進行，有關安排大大縮減了施工時間。

主隧道鑽挖及連接隧道爆破同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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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

荔枝角雨水排放主隧道需要避過四條運作中

的鐵路、一條擬建的廣深港高速鐵路，以及地

面建築物的樁柱。其中一段主隧道與廣深港

鐵路隧道只相隔1.8米。工程浩大，設計及興
建這條隧道時更需精心規劃。

荔枝角沿海地區是填海土地，工程團隊經詳

細勘察及研究，決定將主隧道建於地下45米
深的泥層，以最淺的深度避開現有的樁柱和

鐵路。此決定導致隧道工程面對另一問題，就

是長2.5公里位於山上的分支隧道和長1.2公里
位於填海區的主隧道位處兩種截然不同的地

質，分別是堅硬的花崗岩石層及鬆軟的泥層。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的位置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的主隧道和分支隧道位處兩種截然不同的地質



第三章  截流蓄洪 疏浚洪泛

80

一般情況下，工程需採用不同的隧道鑽挖機在泥層

和石層進行挖掘。不過，工程團隊特別選用了全港

首部「混合盾構泥漿加壓式」隧道鑽挖機，既可鑽挖

堅硬的岩石，亦能加壓鑽挖泥層。這個一機兩用方

案減省了製造一部鑽挖機的成本，更可節省650噸
鋼鐵物料及生產鑽挖機所需的能源，確是環保的施

工設計。

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是全港唯一運用高壓技術建

造的雨水隧道。主隧道施工時，要防止地下水及泥

土流失，才可減低對鄰近地基及地下設施的影響。

為此，工程設計是在隧道鑽挖機前端的管道內增加

氣壓，部分地點的氣壓達到4.2倍大氣壓力。由於工
程人員需進入高壓環境工作，例如更換和維修鑽挖

機的鑽挖刀頭，安全措施更要萬無一失。

「混合盾構泥漿加壓式」隧道鑽挖機

氣壓調節經驗分享

減壓病是一種因在高壓環境工作後減壓不當引致

的疾病。在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施工期間，工程

團隊特別聘請海外經驗豐富的醫學專家，制訂詳

盡的施工守則，以嚴密監控施工過程，並為員工

全面監察身體狀況，以確保施工安全。最後，工

程克服了高壓環境工作的挑戰，並達到零減壓病

的最高安全標準。

 

員工氣壓調
節室 

挖掘室 

正常氣壓環境 高壓環境 

高壓工序 

隧道鑽挖機 

-45mPD 

-40mPD 

地下水壓巨大 
隧道壁 

減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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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隧道建於地下45米，因此需要採用「倒虹吸管」設計，讓雨水依循「U」型管道流入大海。此外，為避免泥
石在「U」型主隧道底部沉積造成淤塞，主隧道與分支隧道之間特設一個靜水池，藉減慢雨水流速，讓水
中的泥石沉澱。這個設計更方便日後有關的維修工作。

靜水池佔地約7 000平方米，建於青沙公路的高架道路下，該用地原闢作隧道維修用途。為充分利用土地
資源，渠務署主動聯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建議開放這地方予公眾使用。其後的諮詢顯示，一個具規模的

寵物公園是深水埗居民多年所需，渠務署遂將靜水池上蓋改建為大型寵物公園，讓同一地方兼具防洪、

運輸及休憩等功能。另外，渠務署推行雨水回用方案，將靜水池收集到的部分雨水過濾後，除供沖廁用

途及寵物公園作灌溉外，亦給食物及環境衞生署作清洗街道之用，以善用水資源。

位於靜水池上蓋的蝴蝶谷道寵物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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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雨水排放隧道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全長5.1公里，直徑為6.5米。這隧道截取荃灣及葵涌半山上游集水區的雨水，然後輸
送至油柑頭附近海域排放，以減輕下游市區現有排水系統的負荷。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的設計排放量是全港之冠，最高流量是每秒223立方米，即可在11秒內注滿一個奧林
匹克標準泳池。這隧道亦只收集天然河道的洪水。因此，為確保下游有充足水流維持生態平衡，所有進

水口只在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才會開啟，以截取雨水。在構思隧道設計時，工程團隊還利用真實比例的

進水口模型進行試驗，以準確掌握雨水收集的實際情況。

油柑頭排水口

曹公潭進水口 老圍進水口

和宜合進水口

荃灣雨水排放隧道（紅線）收集雨水的途徑（藍線）

油柑頭排水口曹公潭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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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雨水轉運計劃

啟德雨水轉運計劃是改善西九龍水浸問題的防洪設施。這個計劃的設計採用分流概念，將雨水從窩打

老道的地下暗渠，經九龍塘及九龍城區地底分流至新蒲崗的啟德明渠，繼而排出大海。自轉運隧道啟用

後，有效疏導旺角、太子一帶的路面徑流，加上配合大坑東地下蓄洪計劃，區內的水浸威脅大減。此外，

隧道將收集得來的路面徑流轉運到啟德明渠，有助沖刷明渠，改善原有的氣味問題。

窩打老道交界
結構

1.45公里
的隧道

豎井B

豎井A

豎井C

豎井D1

豎井D2

豎井E

箱形暗渠

啟德明渠

窩打老道

密封明渠

啟德雨水轉運隧道走線

建造啟德雨水轉運隧道的隧道鑽挖機啟德雨水轉運隧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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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繞道的設計結合環保元素，強調綠化及避免影響鄰近生態環境。繞道內的河曲、淺水池、人工濕地

和河道，有助提高生物多樣性。繞道下游尾段設有旱流抽水站和充氣堤壩，方便調控排水繞道的水位，

以緩減后海灣潮水的影響。

元朗排水繞道

本署為減低元朗市中心及鄰近低地的水浸風險，在元朗市以南建造一條3.8公里長的排水繞道，以截取元
朗集水區四成的水流，分流至錦田河下游，再排出后海灣。工程的優點之一是無需在元朗市中心大興土

木，能減低對區內居民及交通的影響。

元朗排水繞道

旱流抽水站及充氣堤壩人工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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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洪

「蓄洪」指把暴雨時過多的雨水暫存，從而減低洪峰流量，避免水浸發生。無論是市區或新界的蓄洪池，

都是在地勢平坦或低窪地方建造蓄水空間。市區的蓄洪池都建於地底，既能讓出地面空間作其他用途，

又能減少工程對繁忙市區造成滋擾。

市區和鄉村的蓄洪池在設計上不盡相同。市區有三個蓄洪池，包括已投入運作的大坑東地下蓄洪池和上

環蓄洪池，以及正在施工的跑馬地地下蓄洪池。市區的蓄洪池一般建在中下游位置，用以將部分上游的

雨水暫存，以減輕下游排水設施的負荷，就可避免水浸發生。待暴雨過後，才將蓄洪池的雨水排走。在

新界低窪村落建造的蓄洪池及防洪堤圍，則是待洪水流入蓄洪池後，經泵房排出村外，以保護村民免受

水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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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泵房
排水口箱形涵洞

排水口箱形涵洞

溢流堰

進水口箱形涵洞

地下蓄洪池
容量10萬立方米

大坑東地下蓄洪計劃示意圖

大坑東地下蓄洪計劃

大坑東地下蓄洪池是全港首個及最大型的地

下蓄洪計劃。這蓄洪池收集畢架山、深水埗

和大坑東一帶的路面徑流，容量達10萬立方
米，藉以減輕油尖旺區的水浸風險。

大坑東蓄洪池操作簡單，但背後的設計卻

經過精心規劃，並特設實物模型以模擬蓄

洪池的實際運作情況。蓄洪池蓄水與否，由

池頂的「溢流堰」控制，當中不用人手或機械

操作。簡單來說，「溢流堰」是固定結構，主

要起分流作用。一般情況下，排水系統的水

位低於溢流堰，流水會經由下游排水系統排

出大海。暴雨期間，排水系統的水位上漲，

高於溢流堰的水流會流入蓄洪池，使下游流

量不會超過設計上限。待暴雨過後，蓄洪池

的雨水經泵房泵出，沿下游雨水排放系統排

放。這樣，下游就可免受水浸影響。

大坑東地下蓄洪池雨水泵房外貌 大坑東地下蓄洪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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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雨水泵房

上環蓄洪計劃

上環蓄洪計劃是為處理上環永

樂街一帶的水浸問題而設，既

防洪水，也防潮水。上環永樂街

一帶屬沿海低地，發生水浸除

因暴雨影響外，海水倒灌也是

另一因素。因此，上環蓄洪池不

但將路面徑流暫存，亦設有特

別水閘，可在潮漲時防止海水

倒灌，再加上雨水泵，成功改

善區內由來已久的水浸問題。

此外，計劃包括「皇后大道中截

流工程」，在永樂街上游的皇后

大道中及機利文新街建造一條

650米長的截流雨水渠，以阻截
三成原本流入永樂街一帶的雨

水，進一步減低水浸威脅。

上環地下蓄洪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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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

跑馬地地下蓄洪池現正施工。憑著大坑東蓄洪

池的經驗，工程應用多項創新技術，如採用「可

調式溢流堰」，結合「數據收集與監控」系統，以

實時監察下游渠道的水位，適當調節溢流堰高

度，準確控制蓄水時間及水量。

可調式溢流堰
Movable Weir

馬場賽道
Race Course

靜水池
Stilling Basin

黃
泥
涌
道

W
o

n
g

 N
ai

 C
h

u
n

g
 R

o
ad

黃泥涌道

Wong Nai Chung Road

現
有
箱
形
暗
渠

Existing Box Culvert

建築物料運輸隧道
Construction Material
Conveyance Tunnel

風扇房
Fan Room

地下蓄洪池
Underground 
Storage Tank

箱形暗渠
Diversion Box
Culvert

泵房
Pump House

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的電腦化模型

暴雨期間，當下游渠道內的雨水未能及時排走，水位上升觸動水位感應器，蓄洪池內的「可調式溢流

堰」就會下降，讓雨水流入蓄洪池，以緩減洪峰流量，減低下游地區的水浸威脅。待暴雨過後，下游渠

道內的水位下降至正常水平，觸動水位感應器，使溢流堰進一步下降，讓蓄洪池內高於排水渠水面的

雨水回流到下游渠道，再排出維多利亞港。

「可調式溢流堰」運作示意圖

由於新系統可以靈活控制雨水收集及排放，蓄洪池的規模因而可縮減三分之一，建築空間減少，也節

省不少成本。第一期的地下蓄洪池，預計在2015年雨季前投入運作，而整項工程預計在2018年雨季前
完成。

暴雨時溢流堰的位置 暴雨後溢流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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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防洪計劃

「鄉村防洪計劃」是用於低窪村落的防洪措施，原理與蓄洪池相近。村落四周會築起防洪「基堤」，以阻隔

堤外雨水流入村內；而村內則會興建蓄洪池，以收集村內路面的徑流。蓄洪池旁設有雨水泵房，將基堤

內的雨水泵至村外的排水道，以緩減水浸威脅。蓄洪池的設計可按池內經常蓄水與否分為兩種，一般按

村民的選擇而建造。

鄉村範圍

泵房排水口

基堤

蓄洪池 雨水泵房 

排水渠道

Village Area

Drainage Channel

Outfall of Pumping Station

Embankment

Flood Storage 
Pond

Stormwater 
Pumping Station 

鄉村防洪計劃的雨水泵房屬全自動系統運作，無需人員看守。新界現時有30個雨水泵房，泵房的數據資
料會直接傳送至防洪總部或土地排水部用作監察。新界區的防洪控制中心設於元朗污水處理廠，在惡劣

天氣下均有職員當值，監察各個雨水泵房的運作情況。

經常蓄水的蓄洪池設計

鄉村防洪計劃示意圖

非經常蓄水的蓄洪池設計

本署一共完成27個鄉村防洪計劃，涉及面積逾240公頃的低窪地區，減低35條村落居民所受的水浸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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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浚

透過疏浚工程處理洪水問題，可謂古今皆宜。疏浚指以拉直、擴闊及挖深原有河道，或改善原有渠道，

來提升河流或排水道的排洪能力。

深圳河的河道原是又窄又彎（左圖），治理工程完成後的深圳河（右圖）則相對寬直

河道治理

疏浚是治理河道的主要方法。以新界北為例，截至2013年年底，鋪設的地下雨水渠共長707公里，
人工河道共長273公里，使新界北部的水浸問題大有改善。近年，本署又為河道工程加入生態保育元
素，既提升河道的防洪能力，又兼顧河溪的生物多樣性。此外，本署亦為位於市區的啓德河進行改善

及活化工程，目的是把該河改造成具防洪作用的都市綠化河溪。

深圳河治理工程

深圳河全長37公里，流域面積達312平方公里，是深港兩地多條河流的河口，包括香港的梧桐河、平原
河、新田溪流，以及深圳市的沙灣河、布吉河和福田河。這些河流的集水區經常泛濫成災，造成嚴重的

人命傷亡及財產損失。因此，深港兩地合作展開全面而有系統的深圳河治理工程，以紓緩水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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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治理工程在1995年展開，主要是將其中18公里的深圳河下游拉直、擴闊和挖深。早期工程分三期
進行。第一期是拉直落馬洲河曲及料壆河曲；第二期是為料壆河曲至河口的餘下河段進行擴闊和挖深工

程。第一、二期工程是新界北區最關鍵的防洪計劃，已先後在1997年4月及2000年6月竣工，大大提高了
羅湖至后海灣河口一段河道的防洪能力。配合新界北區其他上游河道治理工程後，該區的水浸威脅已大

致消除。

第三期工程是為料壆河曲上游至與平原河交匯處的河段進行擴闊及挖深工程，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將工程範圍內的邊防巡邏路及圍網遷移重建，屬前期工作；第二階段是修築河道。第三期工程在2006年
年中竣工。現時，深圳河已寬闊順直，堤壩齊整，護坡平順。

深圳河治理工程第四期在2012年展開，包括由平原河口至白虎山一段長約4.5公里的深圳河，以抵禦50
年一遇的洪水。工程預計在2017年完工，以配合現正施工的蓮塘╱香園圍新口岸。治河工程主要是將河
道擴闊及挖深，使用天然泥土鋪砌河床以保留原有走向，並於最大的河曲闢設滯洪區，以達致防洪及保

育兩大目標。前期工程包括重置香港邊界巡邏路及相關保安設施亦即將完成。

擴闊後的深圳河料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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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河上水天平山段 河道改善工程完成後的河上鄉

平原河、梧桐河及雙魚河治理工程

深圳河治理工程第一、二及三期完成後，為平原河、梧桐河及雙魚河等支流改善工程創造有利條件。各

項工程完成後，羅湖、天平山、河上鄉、燕崗及打鼓嶺發生水浸的情況大減。

錦田河及山貝河治理工程

1990年代初，本署開展元朗錦田河及山貝河的改善工程。元朗、錦田和牛潭尾下游多段主要排水道的工
程，已在1990年代末完成。上游支流的改善工程，亦已相繼竣工。自此，錦田、元朗市和天水圍的水浸問
題已大有改善。

擴闊後的元朗山貝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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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河改善工程

1920年代，政府開發啟德濱住宅區，將當時黃大仙區附近一帶的溪流匯合，建成啟德明渠，用以把雨水
排出維多利亞港。其後，明渠的走線亦因市區發展而多番改變。明渠現已改稱為「啟德河」。經過一連串

的公眾參與活動及諮詢，本署現正分階段重建及改善由蒲崗村道至太子道東的啟德河，包括由黃大仙警

署至東頭二邨的上游工程，以及由東光道至太子道東的中游工程。有關工程將與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啟德

發展區的啟德河下游改善工程互相配合。工程除了提升現有啟德河的排洪能力，以緩解附近一帶的水浸

風險外，並會在河旁和底部加入美化、綠化、園境和生態等元素，目的是建造一條市區綠化河道走廊。

本署與有關部門合作，加強啟德河與鄰近發展及休憩用地的融合。啟德河上游工程已在2011年10月動
工，中游工程亦在2013年12月動工，預計整項工程可在2017年年底完成。

Prince Edward Road East

圖例：
LEGEND:

啟德發展區
Kai Tak Development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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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
Kowloon City

黃大仙
Wong Tai Sin

新蒲崗
San Po Kong

啟德明渠
Kai Tak Nullah

上游 Upstream

中游 Middle Stream

下游 Downstream

啟德明渠以往的泛濫情況

啟德河位置圖工程完成後的啟德河（構想圖）



第三章  截流蓄洪 疏浚洪泛

94

水浸應變措施

24小時「渠務熱線」

渠務署設立24小時「渠務熱線」（電話：2300 1110），
接聽市民有關渠道淤塞、污水滲漏及水浸等查詢。

在2013年，本署共處理30 124宗個案，主要與渠
道淤塞及水浸事故有關。熱線每天平均接獲80至
100宗查詢個案，污水渠與雨水渠的個案比例約為
5：2。雨季時，以雨水渠淤塞個案為主。惡劣天氣
期間，單日查詢個案可超過400宗。

緊急事故控制中心

在惡劣天氣下，例如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等，渠務署會

緊急動員，啟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由高級工程師帶領當值，監察情況，並按需要派出直屬員工隊或承

建商隊伍到現場協助，以預防或應對在惡劣天氣下可能發生之情況。此外，當遇上突發事件時，更要配

合政府中央緊急應變中心的工作，統籌處理有關渠務的緊急應變行動。為此，渠務署的緊急事故控制中

心亦會啟動。

本署緊急事故控制中心 直屬員工隊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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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處理個案數字

直屬員工隊工作頻率 緊急事故

一般公眾查詢個案

總計
渠務事故

非渠務
相關事故*

全年總個案數字 159 25 527 4 597 30 124

單日處理個案最高數字 # 49 438 1 439#

* 渠務熱線同時會接聽致電1823所轉介的市民查詢。職員會為非渠務相關個案作初步處理，然後轉介相關部門跟進。

# 日期為2013年5月22日

2013年緊急事故數字

 緊急事故類型 全年總數字 佔全年個案百份比

 水浸 146 0.48%
 氣體泄漏 13 0.04%
 紅色暴雨 2 —

 黑色暴雨 1 —

 八號風球或以上熱帶氣旋 2 —

直屬員工隊在惡劣天氣下工作

為市民解困，是緊急事故控制中心團隊的使命。雖

然工作看似單一，但需經常與其他政府部門合作解

決問題，包括路政署、食物環境衞生署，以及警務

處。緊急事故控制中心人員擔當聯繫人員角色，聯

絡其他部門跟進查詢，並安排直屬員工隊成員或承

建商出勤，為市民提供協助。



第三章  截流蓄洪 疏浚洪泛

96

直屬員工隊

以上述2013年的個案數字推算，直屬員工隊平均每天需要處理最少82宗個案，包括突發緊急事故。因
此，準確評估事故的嚴重性，適當安排處理個案的優次，至為重要。直屬員工隊成員每天24小時輪值，
緊守崗位，以盡快處理市民的渠務問題。其工作包括：

客戶服務： 負責接聽市民的查詢，將資料作系統性記錄，並轉交負責同事跟進。

運作管理： 工作小組負責先把工作分類，編配通渠工隊的外勤工作，並把處理完畢但需跟進的

工作，轉交當區同事或其他政府部門接手處理，以及撰寫個案及工作報告。

通渠工隊： 每隊通渠工隊由一名通渠工長帶領六名工作人員（包括一名司機、兩名通渠工及三名

工人）到現場視察及處理個案。工作完成後會與來電者聯絡並交代處理進度。

通渠工具高壓水車

直屬員工隊

直屬員工隊有多個工作小隊，並以「九龍及新界」、「香港及離島」兩個區域劃分。以處理渠道淤塞個案

為例，中心的客戶服務組同事首先把個案分類，將個案資料輸入電腦的「處理個案記錄表」，安排通渠

工隊到現場視察，進行初步處理及通渠。如問題得到解決，即會通知來電者有關個案已獲妥善處理。

如問題較複雜，未能以一般通渠方式解決，通渠工長會即場記錄有關情況、疑難及來電者的訴求等，

然後把資料，包括照片輸入電腦，並通知當區同事進一步跟進。

對於淤塞的渠道或沙井，通渠工隊會先以便攜工具進行通渠。如淤塞問題未能解決，會安排高壓水車

到場協助。車上的高水壓機喉及其他通渠設備，一般可將渠管內的淤塞物沖走，使渠道回復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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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一般通渠個案流程圖

1. 如利用一般便攜工具通渠不果，工友會安排高
壓水車到場協助，以高壓機喉（控制水壓的操

作器）通渠。

3. 通渠隊開啟下游的另一個井口，檢視已處理的
污水渠道是否正常運作。

2. 一般而言，高壓水喉可將渠內的阻塞物沖散，
渠內污水會隨即流走，渠道瞬間變得暢通無

阻。

4. 清理現場街道，避免街上留有污水及氣味。最
後，致電通知來電者有關個案已獲妥善處理。

渠道淤塞的成因

直屬員工隊負責處理的問題，一般與渠道淤塞有關，當中以污水個案較多。渠道淤塞的成因主要分為

兩類，一是舊式樓宇渠管老化及管徑小，容易出現淤塞；二是誤把垃圾或固體物件投進污水渠內，常

見的阻塞物包括衣物、膠袋、硬紙等。至於斜坡附近的渠管，主要的阻塞物是隨雨水沖下的砂石和樹

葉。冬天時，食肆外的污水渠有食物油脂在管壁上凝結，造成淤塞。這類問題亦較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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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員工隊成員心聲

直屬員工隊是本署最前線的隊伍，常與市民接觸，

亦非常注重與市民之間的溝通。如個案關乎人身、

財產或交通安全，必會優先處理。同事除安排直屬

員工隊人員盡快到達個案現場外，亦會同時通知

有關部門提供協助。

曾有學校致電，指學校門口對出的污水渠淤塞，污

水不斷湧出地面。由於當時接近下課時間，為免對

學生造成不便，直屬員工隊的同事立即動身到場

處理。即使查詢與本署並無直接關係，隊員亦會本

着服務市民的精神，先到場視察情況，在恰當情況

下盡力提供協助。

直屬員工隊的工作是厭惡性工作。在處理渠道淤塞個案的過程中，需經常跟進排泄物和異味問題。不

過，能夠幫助市民解決問題，確會有工作上的滿足感。事實上，當看到直屬員工隊在路邊工作，市民會

因為氣味和穢物而掩鼻而過。不過，當通渠工作完成後，市民都會表示感謝，有些更會致電或來信讚

揚員工熱誠服務。以下是直屬員工隊同事的難忘經歷。

助查沙士病毒傳播途徑

直屬員工隊成員吳家濠先生憶述，在2003年為
協助衞生署調查非典型肺炎個案，同事每天到

淘大花園執勤。最後，有關方面掌握病毒在大

廈的傳播線索，為控制疫情帶來轉機，感受

極深。這個世界關注的全球性傳染病，在

2003年中逐漸受控。研究指病毒是經大廈
的渠道傳播。

2003年2月至3月，淘大花園約100名居民染上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沙士）

九龍及新界南渠務部總工程監督黎超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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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懷疑氣體爆炸個案

直屬員工隊成員陸冠強先生曾經目睹沙井爆炸，

印象深刻。其實，每當消防處懷疑沙井有易燃氣

體積聚時，都會通知直屬員工隊到場協助。此外，

直屬員工隊在沙井爆炸事故後，亦需到場協助疏

通渠管。

協助警方在渠道搜證

直屬員工隊成員吳家濠先生憶述，2008年初，石
硤尾街發生一宗碎屍案。一名少女懷疑被人殺害

後碎屍，殘肢被丟到渠道內。本署應警方要求協

助搜證，由直屬員工隊的同事在渠道內進行打撈。

2012年7月13日，元朗安寧路與炮仗坊交界的沙井
懷疑有氣體爆炸。消防員到場後通知本署，直屬

員工隊立即派員到場協助打開沙井蓋及進行氣體

測試，直至確定現場沒有爆炸危險，才收隊離開

2008年5月8日，本署接獲警務處西九龍重案組
通知，需要在污水渠及沙井內尋找碎屍案的

相關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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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to Local Villagers
向鄉村居民發出警報

Telemetry
資料傳輸線

Alert Level
水位警戒線

Sensor
水位感應儀

洪水警告響號系統

新界洪水橋丹桂村的洪水警告響號系統

洪水警告響號系統

為減低水浸對村民生命及財產的威脅，本署在有

關改善工程尚未完成前，會在容易發生水浸的鄉

村裝設洪水警告響號系統，作為臨時措施。當洪

水達到預設的水位警戒線時，水位感應儀會經資

料傳輸線啟動警報器，向村民發出警報，讓他們

及時撤離或採取預防措施。

防洪成效

消除水浸黑點

為改善香港的水浸情況，渠務署會先確定水浸黑點，然後視乎情況推行合適的解決方案。在1995年，香
港共有130多個水浸黑點。截至2014年3月，全港水浸黑點已減至11個。本署已為其中四個完成改善工
程，成效有待檢視；並正就另外兩個進行改善工程；而其餘五個則進行第二階段工程的規劃及設計。

水浸黑點

本署備存的水浸黑點名單，是根據以往水浸記錄及水浸投訴編訂，用以監察相關渠道維修工作和防洪措

施的進展。本署會特別留意這些水浸黑點，並進行預防性維修，以及在水浸發生時，即時採取緩解措施。

排水系統改善工程相繼完成後，如這些黑點不再發生水浸，就可從名單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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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南北行街、海味街

上環永樂街、文咸東、西街及德輔道西一帶是港島西北的低窪地區，其中以永樂街的位置屬全區最

低，離主水平基準面只有約2.64米。1950年代，該處一帶經濟活動頻繁，惟每當遇上暴雨和大潮，尤
其是天文大潮或風暴潮，海水會經排水渠倒灌街上，如地面的雨水亦無法排走，就會造成嚴重水浸，

令商戶損失慘重。這個情況直至2000年代仍時有發生。

市民認同水浸問題大有改善

南北行公所會董林漢華先生

比劃2008年水浸時的水位高度

上環永樂街水浸情況，分別攝於2005年6月24日（左）和2008年6月7日（右）

對於南北行街一帶的水浸情況，南北行公所會董

林漢華先生的印象猶深。他在1959年入行時，
街道兩旁只建有樓高兩、三層的樓房。後來永樂

街漸漸發展，原有的雨水渠道不勝負荷，附近街

道常被淹浸。他憶述，水浸時上游燒臘店的污水

隨水而下，弄髒涉水而過的行人，苦不堪言。商

戶為免貨物浸濕，紛紛在店門設置閘板，並在木

板縫隙封上香膠 4，以防止洪水湧入店內。最嚴

重的水浸事故，在2008年6月發生。該場暴雨
令閘板形同虛設，深逾三呎多的雨水湧入店

內，浸壞不少貨物，令他損失四十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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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味雜貨商會首席會長麥澄波先生，在德輔道西經營海味生意達半世紀，見證該處由昔日的「鹹

魚欄」，演變為以售賣鮑魚、魚翅、花膠等貴價海味貨物聞名的「海味街」。據他所言，這條街道在約40
年前已經時有水浸事故，甚至受海水倒灌影響。以往，商戶為防止洪水湧入店內，會將木板豎立在商

店的前門和後門作為水閘，並將店鋪的地台升高。他表示，2008年發生的水浸事故，雖然只維持數小
時，但有大量海味貨物因浸壞而報銷，令商戶損失慘重。

2001至2008年間，上環低窪地區曾錄得的水浸高
度達0.5至1.2米。自2009年上環雨水泵房及蓄洪
池啓用以來，截至2014年5月，天文台共發出12
次紅色及5次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但上環區再沒
有發生水浸。這是防洪工程發揮顯著成效的最好

證明。

香港海味雜貨商會首席會長麥澄波先生（右）比劃以往水浸時的水位

高度，並指自從渠務署完成工程後，附近再沒有發生水浸

林漢華先生表示，渠務署人員會定期檢查或疏通

渠道。如有突發事故，亦會馬上派人前來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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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水鄉

新界上水鄉廖氏宗族立村已有六百

多年。先祖為方便務農，選擇定居

河邊，並在河邊築石成壆，稱為「石

陂頭」，亦加設水閘儲水用作灌溉。

的確，水源對農耕生活十分重要，

不過當遇上潮漲或惡劣天氣，河道

泛濫亦為鄉民帶來諸多不便。例如

在梧桐河畔廖族豎立的〈重建石陂

頭碑誌〉記載，「石陂頭」在1954年6
月21日被一場大洪水沖毀，足見上
水一帶歷來備受水患困擾。

農田有蓄水能力，能疏導雨水，是因雨水能滲進泥土縫隙。但隨著上水發展，鄉民不再耕作，原來的農

田逐漸改建成水泥地面，雨水無法排走。上水鄉原居民代表廖興洪先生指出，最嚴重的一次水浸發生

在約30年前，水深及腰。

重建石陂頭碑 上水鄉鄉公所

1988年上水鄉水浸情況 上水鄉原居民代表廖興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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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先生補充，水浸不單影響日常生活，亦影響宗族的重要儀式。廖族秋祭的路線就曾因水浸而更改，

曾有一次水浸更損毀祖傳的太平清醮儀式紀錄冊（即「醮簿」）。太平清醮又稱「打醮」，是大型的社區活

動，目的是超化幽魂，感謝神明庇佑，並以儀式潔淨社區，讓社區有一個新開始。各處地方的活動周期

不同，一般以一、五、七或十年為期。上水太平清醮是每60年一周期，上一屆在1946年舉行。由於醮簿
被毀，加上當年的參與者或已辭世，或記憶模糊，村民需要四出尋問，確定資料，才可在2006年成功
重辦太平清醮。

上水鄉廖氏宗族的秋祭儀式圖1，2

本署在該村推行鄉村防洪計劃，利用雨水泵房及

堤堰設施，緩解村內的水浸威脅。自此即使發生

暴雨，都不再發生水浸。

上水鄉雨水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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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十八鄉馬田村

元朗十八鄉馬田村居民代表黃東強先生表示，馬田村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村民過去以農耕維生，

祖輩選址立村會避開水浸之地，因此認為村內的水浸情況是受都市化發展影響。現時，馬田村地勢低

窪，是因新市鎮發展不斷把道路填高，漸漸造成馬田村的凹陷地形。最嚴重的一次水浸，水深及胸，洪

水更湧入歷史悠久的圍門及神廳。不過，自從渠務署於該處建有雨水泵房，就再沒有發生水浸。

大澳

大澳是昔日香港著名的漁村。早期的漁民於大澳的水道兩旁搭建棚屋，作為漁船作業的補給站。由於

大澳棚屋區建於一個島嶼和一片沿海低地之間的水道上，地勢低窪，每遇颱風來襲或天文大潮，就容

易出現海水倒灌。永安街梁女士憶述，海水湧入屋內時夾雜淤泥，加上廁所的污水倒灌，令全屋臭氣

熏天。

2008年6月7日，香港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全港廣泛地區發生特大暴雨。同年9月23日，香
港受強颱風「黑格比」吹襲。這兩次惡劣天氣均引致大澳多處出現水浸，個別地方更為嚴重。

居於大澳太平街70歲的陳金先生，對2008年的水浸情況記憶猶新。初時，屋內水深逾一米，當消防員
出動橡皮艇救援和通知居民逃生時，水深與人同高，情況相當驚險。

水浸後的石仔埗棚屋圖4（攝於2008年） 清理後的石仔埗棚屋圖5（攝於2012年）

2000年4月15日馬田村水浸情況圖3 馬田村蓄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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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大澳的棚屋區已成為香港的熱門旅遊

景點。每年端午節，大澳居民沿水道進行端午龍

舟遊涌活動。此項儀式已獲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項目。

負責籌辦儀式的香港大澳傳統龍舟協會三位正副

主席指出，2008年6月發生的一次嚴重水浸，影響
端午龍舟遊涌活動。因為那場暴雨將龍船廠內一

艘傳統大龍舟沖走。龍舟為遊涌的主角，沒有龍

舟，活動就不能舉行。幸而事後尋回龍舟，沒有造

成損失。但是，颱風「黑格比」帶來的暴雨，造成河

道水流湍急，龍舟難以划行。他們需改以小艇「接

神」。很多居民及親友，也因為交通癱瘓，無法參

與端午節的儀式活動。

香港大澳傳統龍舟協會

樊森記主席比劃水浸時的水位高度

有見及此，本署推展一系列的防洪工程，並建設雨水泵房。不過，由於大澳靠近海邊，地勢低窪，如出現

天文大潮，海水倒灌的情況仍有可能發生。因此，本署聯同其他政府部門組成「緊急事故及暴風雨應變組

織」，為大澳制訂應變計劃，處理緊急事故及水浸問題。

大澳永安街雨水泵房 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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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文台：《香港氣象要素之月平均值（1981–2010）》，網址：http://www.weather.gov.hk/cis/normal/1981_2010/normals_c.htm，[瀏覽日期：2013年

11月14日 ]。香港每年平均降雨量約為2 398.5毫米。
2 渠務署：《防洪》，網址：http://www.dsd.gov.hk/TC/Files/publications_publicity/publicity_materials/leaflets_booklets_factsheets/Flood%20Prevention-c.

pdf，[瀏覽日期：2013年11月6日 ]；工務局：《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2001年5月，網址：http://www.legco.gov.hk/yr00-

01/chinese/panels/plw/papers/a1172c.pdf，[瀏覽日期：2013年11月6日 ]。
3 渠務署：《濬洪淨流─香港渠務今昔》，香港：渠務署，2008年。
4 香膠為製香時使用的黏貼劑。

圖1–2、4–6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提供。

圖3由《星島日報》提供。

總結

香港的地理環境獨特，都市化發展加上氣候變

化，暴雨容易引致水浸，造成人命傷亡及財產損

失。這些年間，本署實施多個整體防洪策略，不斷

改善香港不同地方的水浸問題，把逾130個水浸黑
點減至十多個，成效顯著。不過，溫室效應現象持

續加劇，世界各地出現極端天氣，香港這類沿岸

城市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為氣候變化帶來的

挑戰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