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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工程師：應對極端天氣
基建發展研增韌性

一天雨量達全年四分一
隨機性大 難精準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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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站其中一個出口昨早仍處於淹沒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黃大仙中心地下淹沒，餐廳差不多「沒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前晚黃大仙站E出口現「激流」。

◆新光中心門口水浸。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市民寸步難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水淹港鐵站 專家倡早設擋水閘
站內抽水系統只能應對小水浸 長遠優化排水設施

黑雨傾注，香港多個港鐵站遭洪水攻陷，黃大仙

及彩虹港鐵站更瞬間被水淹沒，扶手電梯變成激

流，月台化身泳池，隨時成為去年韓國首爾地鐵沒

頂翻版。身為香港及英國特許工程師的立法會新界

北議員張欣宇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港鐵站內一

般設有抽水系統，但只能應付小型水浸，難以抵擋

世紀豪雨。多名工程界專家均認為港鐵有必要加大

泵水的容量、加強排洪設施，以及加裝防洪板。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吳健怡

黃大仙等多個港鐵站被洪水吞噬，張欣宇指，黃大仙站的
入口設有斜路位，一向是水浸黑點，而港鐵內有抽水系

統排洪，「不過這些系統只是應對小量水浸，並非對付洪水級
豪雨，遇上今次的豪雨，一般是在出入口位加上防洪板阻水，
不過由於塊板要人手逐塊裝上去的，估計是因為洪水來得太
急裝唔切，故日後遇到這類洪水，應及早加裝防洪板。」

評估「高風險」出入口再封閉
香港工程師學會上任會長卜國明分析港鐵站的設計時指
出，港鐵會因應周遭環境設計車站，一般港鐵站出入口會高
於周圍地勢，但在極端暴雨下水位太高，車站相對地成為低
窪，因此大量洪水向低流，直奔車站內。
他認為港鐵公司應汲取今次的經驗，研究加強防水措施，

「例如今次黃大仙站個別入口的設計出現大水湧入問題，便
要檢討有關出入口的風險，當估計出現暴雨時便應加設擋水
閘等，甚至將有關出入口封閉，避免再出現今次水浸車站情
況。」
該學會的岩土分部上任主席卓子然亦指，港鐵的車站有其
設計標準，但今次未能承受降雨量而造成嚴重水浸，因此亦
需要檢視車站的排水系統，包括研究加大泵水的容量，以及
加強有關的排洪設施。

「特例暴雨」仍證港鐵設備安全
面對今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

會主席張年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接二連三的惡劣天氣，港
鐵已採取預防措施及修復工作，「這些措施肯定了港鐵相關
設備的安全性，以及所有全體員工的努力。」但他亦認為，
若是因此繼續加強有關預防設備，亦可能會導致成本增加。
他以澳門的輕軌作對比，指出為澳門列車供電的電纜在列
車軌道兩旁，為防止漏電情況，每次暴雨的情況下，都會暫
停服務，而港鐵是沿用架空電纜，離地面有四五米的高度，
因此在暴雨的情況下，行車亦不會出現危險。

受熱帶氣旋「海葵」相關低壓槽影響，前日起廣東省沿岸
的天氣持續不穩定，不斷有雨區經過香港，天文台總部一度
錄得每小時158.1毫米雨量，是自1884年開台以來最高紀
錄，總部曾在24小時內錄得逾600毫米雨量，約為全年平均
2,431.2毫米總雨量的四分之一水平。香港氣象學會發言
人、天文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表示，暴雨的特點是發展迅
速，隨機性大，增加預測難度，「如果可以（提前）一至兩
小時告訴市民將會有大雨，已經了不起。」前日暴雨突然來
襲，當晚9時25分天文台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不足半小時後
升級為紅雨，一小時後再改發黑雨，署理天文台台長李立信
昨日在政府聯合記者會上表示，比起熱帶氣旋，暴雨有極大
的隨機性，且變化迅速，與可以提早預警的颱風不同，「暴
雨預警一直是全球氣象機構面對的重大挑戰。」

暴雨預警 氣象機構共同難題
梁榮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打風不成三日雨」
正是今次情況的寫照，受「海葵」相關低壓槽影響，廣東省
地區的天氣變得極不穩定，暴雨隨時來襲。他解釋，預測暴
雨的機制和預測天氣完全一樣，都是利用電腦預測模式，再
配合雷達衛星和雨量計等監察數據，計算未來數小時的雨量
預測，然後按照這些預測，決定發出哪個級別的暴雨警告。
不過，暴雨的特點是發展迅速，且局部受影響，不易精準
地預測雨帶變化，「暴雨可以在新界北區出現得好犀利，但
九龍和港島等地區可能唔太受影響，由於這些時間和空間的
特性，和暴雨的隨機性，要及時預測暴雨的出現，難度十分
之高，這亦是天文台不能提前向市民發出預警的原因。」

氣候暖化 豪雨天災更頻繁
今次的世紀豪雨大肆「洗劫」香港，梁榮武坦言港人值得
反思全球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在全球變暖的背景底
下，海洋的蒸發加速了，空氣中含有的水分比以前增加，這
是暴雨近年來得猛烈的原因。」他重申，有破紀錄的暴雨出
現並非偶然，是跟氣候變化有關，「若我們仍然不盡力減少
碳排放，就會暴露於各種天災之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禮願、廣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本港出現今次有史以來最大的暴雨，造成
不少設施受到破壞，更有逾百名巿民受傷。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李志康認
為，今次事件可帶來反思，要在硬件和軟件方面加以改善，令基建發展要
有韌性和適應性，包括改善排水系統如增建地下雨水蓄洪池，尤其在新發
展區域如「北部都會區」及「明日大嶼」計劃的交椅洲人工島建設有防洪
兼具生態環保功能的「海綿城巿」，可參考荷蘭做法建設兼具休閒與蓄洪
用途的蓄水廣場。
香港工程師學會多位工程專家昨日舉行線上答問會，講解應對極端天氣

問題。李志康直言在全球暖化下，未來極端天氣情況只會愈來愈多，故基
建發展需要加強其韌性和適應性，以應對不同的緊急情況，這需要在硬件
及軟件方面着手。
學會的岩土分部上任主席卓子然指出，硬件方面包括道路和橋樑等基建

能否有足夠能力抵禦天災，以及可否在短時間內恢復運作，而這需要在設
計方面着手，包括加強排水系統的承受能力，如增建地下蓄水池以減低水
浸風險，但這會受到成本及地理環境等限制，如地下空間是否足夠建造蓄
洪池等。
其次，政府要利用好數據，掌握基建設施的表現如暴雨下水位升幅，以
研究應變方案。此外是審視維修保養的策略，如基建設施的保養密度和細
緻度是否要加強等。

新發展區可參考「海綿城市」
學會認為，已發展區域未必有足夠空間建設蓄洪池，但學會上任會長卜

國明指出，新發展區如「北都」及交椅洲人工島可發展為「海綿城市」，
即如海綿般既能排洪但亦能利用收集雨水。
卓子然並提出可效法荷蘭建設地下的臨時蓄水設施，即平日作為地下球

場和公園，大雨時則變身為蓄水設施。他所指的是荷蘭鹿特丹巿建設的多
功能「水空間」如地下廣場Waterplein Benthemplein，以及擁有蓄水功能
的Museumpark地下停車場等，如廣場晴天時作為運動、表演和休閒活動
空間，暴雨時作為蓄洪池。
卜國明認為，「明日大嶼」計劃的填海土地不是一塊平地，可以有地窪
地區，平日亦用作公園等休閒設施，暴雨時可以將雨水引入成為人工湖作
蓄洪之用，雨水既可排放到大海，亦能利用作灌溉等用途。
在軟件方面，鑑於黑雨下不少汽車「拋錨」及巿民受傷，學會岩土分部
主席卓成發認為要從教育和政府宣傳方面着手，包括加強公眾對極端天氣
的警覺性，提高他們危機感。李志康亦認為需提升公眾教育，「巿民以往
在黑雨或八號風球時只當多了一日假期，但現在要知道極端天氣下應避免
外出，免生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香港在黑雨肆虐下
多處頓成澤國，其中港島的柴灣及九龍黃大仙為
當中的重災區。香港工程師學會上任會長卜國明
昨日在線上答問會上解釋，由於柴灣及黃大仙均
位處山腳，且降雨量集中在這些地區，雨水由斜
路湧下。今次暴雨已超過排水系統所能承受的能
力，且兩地仍未有蓄洪池系統，故造成嚴重水
災。他坦言，在已發展的舊區增加排洪系統較困
難，但相信特區政府會因應今次水患研究改善措
施。據他了解，渠務署等部門正審視相關標準，
以提高排洪能力。

現排水系統標準難抵「500年一遇」
卜國明指出，全球的城巿發展也有其風險管

理，在排洪系統上的標準普遍由可抵受50年一遇
至200年一遇的暴雨，本港的排水工程亦按這個
標準，惟今次黑雨警告下少於24小時內的降雨量
高達800毫米，已屬500年一遇，遠超於本港200
年一遇排水系統設計的承受能力。
香港工程師學會執委陸偉霖解釋，柴灣和黃大

仙成為重災區有其地理因素，因周遭有山，兩地
處於山腳位置，如在柴灣可見暴雨造成的洪水由
斜路湧下，加上降雨量集中在部分區域如柴灣等
地，因此災情特別嚴重。

他表示，其實特區政府一直進行雨水排放系統
改善工程，港島的上環及跑馬地便分別建設了地
下蓄洪池，儲存雨水再排入大海，減低水浸風
險，其他多個地點如尖東百周年紀念公園、秀茂
坪及新界北等地也正規劃興建地下蓄洪池等工
程。根據渠務署網頁，正規劃在黃大仙的摩士公
園建造地下蓄洪池和相關雨水管道工程，惟今次
暴雨來襲時黃大仙仍未進行相關工程，重災區的
柴灣更未有蓄洪池的建造計劃。

舊區建蓄洪池「難過管線關」
陸偉霖坦言，柴灣屬已發展舊區，人口眾多，

地下已鋪設不少管線，建造蓄洪池等系統存在局
限，而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李志康則表示需要平
衡經濟、風險以及地下空間等各項因素一併考
慮，但相信特區政府會因應今次災情研究改善措
施。卜國明補充，在全球暖化造成極端天氣增加
下，據知特區政府正研究修訂排水系統的標準，
檢討是否提升承受能力至可抵禦超過200年一遇
的暴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