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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浸預警待提升

專家肯定特區政府表現 惟現有設施難禦百年一遇極端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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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日前經歷
世紀水災，嚴重影響城市交通以及市民的正常
生活。為協助研究和判斷災情，香港中文大學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所長關美寶和校長
特聘助理教授馬培峰領導團隊，第一時間獲取
了三幅國家高分三號SAR（合成孔徑雷達）衛
星圖像，對災前、災中、災後情況進行有效分
析，並發送至特區政府相關部門供其研究。團
隊未來將繼續利用衛星遙感圖像對水浸、山泥
傾瀉等風險進行評價和預警研究。

遙感圖像分析暴雨水浸災害
天文台於9月7日晚上11時發出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至午夜12時錄得1小時雨量為158.1毫
米，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當中
新界和港島等地區更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造
成了多區水浸甚至山泥傾瀉。
中大太空所獲取的三幅國家高分三號SAR衛星
圖像，拍攝時間分別為8月26日、9月7日和9月9
日。相對於光學衛星，SAR衛星具有獨特的穿雲
透雨能力，可以在暴雨等極端天氣條件下，穿透
雲層的遮擋，對受災地區進行遙感探測。透過對
不同時間拍攝的SAR圖像進行對比，研究人員可
以對幾個受災區域進行水浸監測，成果對於災情

研判和應急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中大太空所是科技部國家遙感中心香港基

地，是衛星遙感領域香港唯一的國家級科創平
台，並擁有全港唯一的遙感衛星資料地面接收
站。太空所長年從事基於遙感圖像的災害監測
與預報的研究，致力為香港乃至世界各地提供
準確災情資訊，降低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
和財政損失。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李志康昨日在記者會上

建議，特區政府應借助科技及大數據的幫助，
將全港各區的地貌資料、水浸黑點及去水能力
等數量建立資料庫，再配合未來天氣預報透過
電腦模型預計各區水浸情況，提前做好準備並
派員前往水浸嚴重地區排洪及清理雜物。

識別水浸黑點規劃改善工程

為讓市民能及早作應變準備，學會建議政府在
極端情況來臨前盡早通知市民暴雨將會發生，並
在暴雨期間派員在安全情況下監察水浸黑點、路
面、河道及渠道等最新情況，並採取所有可行方
法，減低水浸風險，並盡快向市民更新天氣及相
關資訊，供市民參考及作出應對。
李志康同時呼籲政府根據雨水疏導及排放系

統的能力、水浸紀錄、水浸投訴數字及防洪標
準，識別出全港的水浸黑點，以針對性規劃更
多雨水疏導及排放設施和蓄洪池等的改善工
程，令其承受能力達至可抵禦超過二百年一遇
的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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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大運用國家衛星強化天氣預報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渠務署網頁顯示，香港大型防
洪設施包括分別位於跑馬地地底及大坑東地底

的蓄洪池、荔枝角雨水排放隧道，以及新田雨水泵房
及元朗排水繞道。

盡快清理河道 回復原有排洪能力
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代表陳可兒昨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香港目前的細渠設計只能抵禦不少於50年一
遇的雨量，大渠則能抵禦200年一遇的暴雨，但由於
雨季可能尚有一兩個月才完結，因此特區政府必須盡
快清理河道，讓其回復原有的排洪能力，同時要加強
黃大仙及柴灣等水浸黑點的排洪能力。
地下蓄洪池計劃涉及很大工程，要地理配合再經仔
細研究才能興建，並非「話建就建」。陳可兒舉例，
跑馬地蓄洪池的容量多達6萬立方米，相等於24個標
準游泳池，顯示工程龐大且佔用很大地底面積，「做
這類計劃前必須研究範圍內的地底構建物、地面樓宇
的業權、環保、交通及工程對居民的影響，其可行性
是因地制宜。」

建蓄洪池要求高 適合地點不易找
該會副會長周健德則指，蓄洪池上方的建築物不能

太高，因此跑馬地及大坑東蓄洪池都是建於足球場之
下，「適合的地點不易找。」在考慮地理環境及成本
效益下，發展基建時需加強「韌性」，例如在設計道
路和橋樑等基建時，須顧及其抵禦天災的能力，並提
前制訂預案。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李志康強調，極端天氣對城市
帶來的後果可以十分嚴重，相信未來十年只會不斷發
生，重申韌性基建設計對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不過，要提升整體排洪及抵禦暴雨的能力「非兩三年
可以做到」，因此建議政府建立各區地貌資料（例如
是否低窪）、水浸黑點及去水能力的數據庫，再配合
天氣預報預計未來的水浸情況，以期更快動用資源去
重災區進行清理去水渠等工作。同時，僭建、違例改
道及霸佔官地等違規情況亦是暴雨下的安全危機，特
區政府應加強執法。

香港接連遭受超強颱風

「蘇拉」及世紀黑色暴雨蹂

躪。在「風」「水」前後，

香港特區政府總動員抗災、

通渠道以及善後，將破壞減至最低，工程界、地區人士及天文學界對特

區政府的迅速應變及善後工作予以肯定。惟極端氣候已超出香港排洪系

統的原來設計上限，水浸預報系統及渠道規劃亦不足以應付數百年一遇

的暴雨。鑑於全球氣候變化令極端天氣只會愈來愈頻繁出現，自然災害

對市民及社會造成的威脅愈來愈大，工程界建議特區政府應盡早提升本

港的防洪與排洪能力，同時透過科技與大數據結合天氣預報，盡早預測

各區水浸情況並提早作出資源調配，早着先機；另方面也應加強對違規

僭建物的執法，減低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經
歷十號颱風「蘇拉」及世紀黑色
暴雨的來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政府處理世紀暴雨已全力以
赴、爭分奪秒，共有 9,000 人至
10,000人準備和候命，10個文書
職系部門，如律政司、教育局
等，都調配到前線支援。「一般
文職同事平常不是應急隊伍，但
都參與前線工作，例如清理樹枝
淤泥，或配合我們到中心內支援
營運及提供任何申請，或送住戶
到中心或回家等，所以是按實際
需要來做。」政府亦會認真檢
視，包括天氣預報系統，讓市民
掌握更多及更細節資訊，以及減
低水浸的風險，在風險較大的地
區優先做渠道擴闊及改善工程。

各區將展開渠務擴闊工程
李家超指出，本周一個別地區
發生水浸，主要原因是有個別地
區在短時間內集中降雨，有地方
的雨量高達每小時100毫米，渠務
署已迅速應對，即時派出應變隊
伍，盡快恢復交通往來。而未來
幾日仍有可能有局部地區性大
雨，甚至是雷暴，渠務署人員會
加緊主動巡查各區河道和渠溝，
並清理仍遺留的雜物，減低各區
再出現水浸的風險。
對於周一局部地區大雨下，將
軍澳、觀塘再出現有水浸，排水
系統是否要提升，李家超指，政
府有計劃在不同地方進行渠務擴
闊工程、維修或加建工程。
今次處理世紀暴雨，在預警、
應對和善後方面，特區政府都會
總結經驗。在天氣預報系統方
面，他指出：「雖然現今科技對
雨量變化預測有限制，所以在發

放訊息時間及資訊內容有一定限制，但我們會
檢視如何可以從提高安全系數，以及讓市民可
掌握更多及更細節資訊，作好準備。」

讚各部門全力以赴投入抗災
他又指，渠務署多年來已將120多個水浸黑

點減至4個，會加緊巡查各區河道及渠溝，減
低再出現水浸的風險，亦會在風險較大的地區
優先做渠道擴闊及改善工程。
李家超說：「各部門做到全力以赴、堅守崗
位、全程投入、爭分奪秒，達到效果。」並讚
揚公務員應對雨災的表現，指當日有近一萬名
公務員候命，文書職系部門也調配到前線支
援。他又指，經過各部門連日復修，社會大體
回復正常，交通亦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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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正所謂天
有不測之風雲，預測天氣從來是一門高深
學問，香港氣象學家、香港天文台前助理
台長梁榮武指出，香港暴雨警告信號使用
已超過30年，「黑雨」表示香港廣泛地
區已錄得或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
毫米的豪雨。政府動用「極端狀況」安
排，即等同於八號風球的安排，是使用較
為彈性的做法，十分恰當。
梁榮武強調，香港天文台預測水平已不亞

於其他先進地區，但暴雨是最難掌握的天氣
系統，不僅困擾香港，也困擾全世界。暴雨
帶與颱風事實上有很大的分別，颱風是一個
頗大的系統，預測技術層面上，系統越大越
易掌握，而暴雨帶變化莫測，方向十分容易
改變，從時間和空間的尺度上屬於較小系
統，因此難以預測。同時，暴雨帶隨機性很
大，即使預測到大範圍可能出現暴雨，但無
法得知具體位置，很難要求天文台預早通知
市民何時出現極端暴雨。

暴雨難預測暴雨難預測 困擾全世界困擾全世界

◆紅色區域為疑似水浸區域。 港中大圖片

◆◆專家指出專家指出，，世紀暴雨已超出香港原世紀暴雨已超出香港原
有排洪系統的設計上限有排洪系統的設計上限，，政府應盡早政府應盡早
提升本港排洪能力提升本港排洪能力。。圖為黑雨當日全圖為黑雨當日全
港多處嚴重水浸港多處嚴重水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專家對特區政府的
迅速應變抗災及善後工作予以肯
定。圖為公務員團隊全力清理暴雨
造成的泥濘路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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