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星遙感技術作為超高空的「千里眼」，可實現全天候多方位對地監
測。港科大上月底發射了香港高教界第一顆衛星「香港科大—雄彬

一號」，支援災害應變是其中一項焦點。
有關研究的共同負責人、港科大土木與環境工程系主任張利民，接受

視像專訪分享時表示，本月初颱風「蘇拉」遠離香港後，團隊即第一時
間調用最新數據，獲取包括將軍澳、觀塘一幅7公里乘7公里的災後衛星
影像，從中看到海岸沿線的海濱步道與周圍建築保存完整，基本未受損
壞，與2018年颱風「山竹」造成巨大損失的境況完全不同。

可更快獲高分辨率衛星影像
同時，團隊亦正利用「香港科大—雄彬一號」助力分析暴雨過後

全港山泥傾瀉的分布與受災狀況。他透露，相比以往，政府借助飛
機低空航拍獲取山泥傾瀉狀況，現在利用香港自身的衛星數據，可
更快獲得高分辨率的衛星影像，以分析災後情況，可顯著增強香港
收集受災數據的能力；對災後較難抵達的森林與山地區域，高分辨
衛星影像亦能第一時間探知如山泥傾瀉和人員傷亡的情況，為後續

救災提供重要支援。
針對本月7日至8日的黑
雨，張利民亦利用了天文台
降雨數據，與港科大建立的
推演山泥傾瀉模型，製作出
多幅香港全域山泥傾瀉分析
推演圖，能對照24小時內黑
雨的降雨軌跡、山泥傾瀉密
度分布和房屋坍塌風險預計
情況。
他坦言，目前災害推演與

天氣超前預報方面仍存在脫
節情況，而如能在極端暴雨
來臨前，借助精確的遙感數
據得到對天氣預測的模擬
圖，則可以更準確地描繪出
暴雨和山泥傾瀉的推演模型，從而提早部署應對措施。

遙感衛星可助指導救援工作
港科大衛星研究另一負責人、該校衛星遙感與大氣科學專家及土木與環

境工程系教授蘇慧表示，依靠可實時獲得高分辨率對地影像，遙感衛星
可在災前實現預警，災害發生時亦可進行災情監測，指導救援工作。當
災害結束後，科研人員可以利用遙感數據為災害預警模型提供校準與修
正，對於災害造成的損失，亦可從高空中不同於地面的角度精準勘測。
她提到，作為生成暴雨、颱風的雲層，本身就是研究材料，而借助如

「風雲」衛星等氣象遙感衛星，可以通過測繪得到如大氣溫度、濕度等
具體信息，再借助超級計算機、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就可以預測出如
未來3小時降水量、降水軌跡等信息，實現提早預警。
不過，蘇慧坦言，面對如今次黑雨的超強降水，準確預報仍是世界級

難題，在降水的時空分布預報等精度都有待提高，但相信未來如能透過
香港自家的衛星獲取更多數據，亦會提升有關災害預報模型的精度。目
前，其團隊正在處理相關衛星數據，調試降雨預報模式。

理大與航天科技集團合作 推動遙感技術
香港理工大學近日亦與香港航天科技集團合作，取得更多衛星數據，

其獲贈一顆明年發射衛星的命名權，推動遙感技術發展。該校建設及環
境學院副院長、土地測量與資訊學系教授黃文聲指，透過更豐富遙感影
像與數據分析，可迅速發現山體滑坡、河流氾濫，以及颱風形成等災害
事件，以便採取相應應急措施，減少災害影響。

20232023年年99月月1717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3年9月17日（星期日）

2023年9月17日（星期日）

A3
◆責任編輯：李暢熹

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隨着「香港科大—雄彬一號」及後續
碳衛星的發射，香港正開始建立屬於自己的衛星數據系統，透過即時調
用影像等資料，助力減災防災。事實上，國家近年多次發射不同的減災
衛星，積極應用衛星遙感科技，支援應對極端天氣對全國各地帶來的災
情與挑戰。有專家、學者認為，香港除了可透過更多種類的衛星類型，
豐富災害分析數據外，未來更應努力融入國家衛星系統，整合相關資訊
共同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減災防災工作。
香港科技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教授蘇慧表示，除了「香港科大—雄

彬一號」一類的光學遙感衛星，SAR（合成孔徑雷達）衛星亦可用於減
災防災工作。前者影像分辨率高，但無法穿透厚重的雲層；後者則不受
雲層影響，可在災害中實時監測山體滑坡形變。
「只有綜合運用不同類型、多模態的衛星，才能更好探測災害情

況。」她希望香港未來亦能發射自己的雷達衛星，透過更全面多元化數
據，實現對香港以至整個大灣區的即時災害評估與校準。
極端天氣引發的自然災害衝擊全球，衛星科技成為其中一種重要的支

援應對手段。單在今年8月，國家就先後發射了風雲三號06星、環境減
災二號06星，以及陸地探測四號01星，協助提升對自然災害應急快速
響應能力，並增強受災區域大範圍持續動態監測能力。在早前的黑龍江
洪澇災害中，地面科研人員亦利用了包括高分三號、涪城一號、環境、
資源等多顆應急減災衛星的影像和監測數據，助力抗洪救災工作。
香港科技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主任張利民指，國家在衛星資源以及

用以減災抗災方面經驗豐富，建議香港未來應當努力融入國家衛星系
統，除了能應對本港的減災防災，亦能結合更全面先進的技術，服務整
個大灣區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鼎煌）接連的強風暴雨之後，香港多區出現嚴
重水浸和山泥傾瀉，許多市民大受影響，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全力善後救
災，希望將損失降至最低。面對減災防災方面的部署，多名受訪學者認
為，在自然災害的監測、風險評估與規劃方面，香港仍有改進空間。有學
者建議學術界與政府應當進一步加強協作，包括整合全港各院校有關天氣
預報、斜坡監測等領域的資源，再利用大學遙感技術，進行災害預測推演
以及監測的科研力量，為實時減災防災工作貢獻力量。
香港理工大學建設及環境學院副院長黃文聲認為，香港已建設了一定水
平的氣象監測與預警系統，但在其他災害監測風險評估規劃方面仍有改善
空間。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對全港環境狀況，進行更全面的災害風險評估，包括

分析土地利用、地質條件、環境敏感區等因素，從而確定災害高風險區，
讓政府制定相應的防災措施與規劃原則。過程中，遙感技術亦可提供災後
區域的高分辨率影像和數據，協助政府評估災害的損害程度與重建難度，
在減災防災領域發揮重要的補充能力。
應對愈發頻繁的極端天氣及自然災害，香港學術界亦有利用自身科研優
勢發揮作用。香港科技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系主任張利民透露，過去大學
就自然災害開展研究時，相關政府部門都有全力的支持與幫助，「比如我
們在繪製全港第一份基於遙感與人工智慧的山泥傾瀉易發性圖，便使用到
政府提供的過往香港發生山泥傾瀉的數據。」
他認為未來應當做好統籌工作，整合各院校有關如天氣預報、洪澇、山

泥傾瀉等領域的科研力量，並積極與政府展開合作。學術界在自然災害的
預報、監測和災害評估方面的成果，亦可以支援相關部門作參考，從而提
升香港社會的抗災能力。

善用衛星技術
實現災前預警

港科大調用最新數據分析颱風港科大調用最新數據分析颱風「「蘇拉蘇拉」」衝擊衝擊 將着力提高降雨預報準確度將着力提高降雨預報準確度
超強颱風、世紀暴雨等極端天氣近

期頻繁襲擾香港，連續引發多區山泥傾

瀉、嚴重水浸等自然災害，不少市民深受其

苦，為社會帶來巨大挑戰。在中央支持下，香港

近年積極投入航天科技發展，開展了衛星遙感技術的新篇

章。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多名本港正透過更豐富的衛星數據推

動岩土工程、土地測量科研的專家學者，他們都強調，衛星

技術的提升與應用，對災害發生「前、中、後」三階段的減

災抗災發揮巨大的賦能作用，包括監測預警、實時資訊與救

援、分析與重建等。其中，香港科技大學的學者結合了該校

上月底發射的衛星最新數據，分析颱風「蘇拉」對將軍澳

和觀塘海岸線的衝擊，並與2018年颱風「山竹」作對

比，以及調試降雨預報模式，為未來提升災害應

對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鼎煌

屋
宇
署
將
巡
查
臨
海
和
斜
坡
獨
立
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一場
世紀黑雨引發山泥傾瀉，暴露大潭紅山半
島獨立屋僭建隱患和霸佔官地問題，其中
74號屋被揭有一幢3層高僭建屋，僭建總面
積達1,500呎，而其他地區也有獨立屋涉僭
建。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表示，屋宇署按風險為本，過往每年處理和
執管的僭建個案過萬宗，但主要聚集巡查市
區高樓大廈，今次紅山半島事件說明，獨立
屋僭建亦有安全隱患。局方會加強巡查以展
示執管決心，除紅山半島外，屋宇署未來會
對臨海和位處斜坡的獨立屋展開巡查。
甯漢豪表示，已掌握紅山半島3間獨立屋
僭建的證據，有關部門正深入蒐證，釐清業
主、工程公司和買賣方責任後，會依法提出
檢控，而涉事人未來或面對民事索償。

甯漢豪：依優次選巡查目標
她指出，這次紅山半島事件暴露出在斜坡
附近的獨立屋，較容易做到所謂的「地庫僭
建」，沒有那麼容易被發現，但僭建在斜坡
位置增大風險，相信屋宇署會依優次排序選
取巡查目標。地政總署和屋宇署會作出行動
部署，即將主動巡查紅山半島。未來，有關
部門針對獨立屋的巡查不會局限在紅山半
島，相信臨海和位處斜坡的獨立屋，會是屋
宇署考慮因素之一。
甯漢豪直言，屋宇署每一年處理及要做執
管的僭建個案過萬宗，以近年為例是15,000
宗以上，署方執管工作向來以風險為本，按
風險和懷疑僭建規模排出優次處理個案。過
去，署主要將力度擺放在市區密集的高樓大
廈，因為高樓大廈有僭建物伸出來，會對該
幢大廈的負荷和公眾造成高風險。
她指出，署方每年都會有一張主動巡查的清

單，此前就曾巡查過沙田和大埔的獨立屋屋
苑，並不存在明知而不處理的問題，但經過紅
山半島事件後，相信署方會再檢視優次。
對有團體調查指，全港有8區共173間獨
立屋存在霸佔官地和僭建情況，甯漢豪強

調，政府在接獲巿民或團體的投訴後，均會按執法策略
跟進，根據風險為本等多個因素去評估務實排序處理，
如早年社會關注鄉郊一些農地遭佔用，地政總署數年前
就成立了特遣隊，專門針對鄉郊非法佔用土地作棕地作
業的個案。事實上，執管部門正跟進其中多個懷疑僭建
個案，「或者日後每一類個案，每一年都希望亦讓社會
看到當局處理的力度，發揮一個警示的作用。」學者倡學術界與政府增協作 專家冀港融入國家衛星系統服務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唐文）氣候變化預料
會令極端情況更頻密發生，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昨日透露，為應對極端天氣，特區政府去年已展開防洪
研究，研究當世紀末時遇到更極端情況、海水平面繼續
上升，渠務設施可以如何設計和部署，期望明年下半年
完成，及提交初步建議。

「北都區」等新發展區擬建公園「吸水」
甯漢豪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指出，香港渠務設施
的設計，包括排水系統設計的容量上限、渠管標準等，
可媲美先進和多雨的城市，包括新加坡、東京、倫敦、
內地一些城市等。但同時，與排水系統有關的改善工程
「一直不停地去做，並沒有停」。目前有12個排水工
程正在進行，另有18個項目工程部署和設計中，分布
在新界北區、元朗、大埔，市區則是黃大仙區、港島東
區等。短期還會考慮推前觀塘排水工程等項目，日後在
「北部都會區」等新發展區亦會考慮建公園「吸水」，
引入地底蓄水池等先進的排水系統。

政府已展開防洪研究 冀明年下半年完成

◆ 颱風「蘇拉」遠離香港後，團隊即第
一時間調用最新數據，獲取包括將軍澳、
觀塘災後衛星影像。 視像訪問截圖

◆世紀暴雨期間，本港24小時內降雨量。 科大供圖
◆ 張利民在世紀暴雨過後，利用天文台歷史降雨數據和科大模
型，復盤推演出當時暴雨全港山泥傾瀉情況。 科大供圖

◆前晚紅雨期間，西貢有街道再現水浸。 資料圖片

◆ 就僭建和佔官地問題，屋宇署和地政總署將會在紅山半
島展開巡查。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