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抗世紀雨災 港鐵站速重開
前線難忘疏散黃大仙站乘客 陪市民坐入閘機上候援

◆黃大仙站尚有地方需要維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 高雲龍展示當日黃大仙站月台水深
最高位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世紀雨災當日黃大仙站內情況。 港鐵供圖

◆左起：李志
雄、張俊年、
覃英傑、高雲
龍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 攝

上月7日香港突然迎來一場世紀暴雨，全港多區於短時間內變成澤國，港鐵黃大

仙站更要即時關閉，港鐵動用近千名人員處理該站及附近範圍的積水及修復工作，

黃大仙站隔日才恢復運作，至今仍有9條電梯尚未完成復修。黃大仙站高級車站管

理主任高雲龍日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憶述，當時短短十分鐘內出現嚴重水

浸，因此即時決定進行緊急疏散，難忘有市民因腳痛不便走路，卻又面對洪水掩

至，最終他陪伴該名市民一同坐在入閘機上等待消防員到場救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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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犬」料升呢超強颱風 周五恐闖港400公里範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中秋及國慶
過後或有秋颱風襲港，不排除在本港南面近距
離掠過。現時位於馬尼拉對開海域的「小
犬」，昨晨已由強烈熱帶風暴增強為颱風，香

港天文台預測今早會進一步升級為強颱風，並
於明日升至超強颱風級別，後日登陸台灣南部
一帶，其後減弱再以強颱風姿態於周五進入本
港400公里範圍。不過，受一股東北季候風影
響，「小犬」路徑及強度仍存在變數，有可能
沿廣東沿岸海域移動並減弱。

未來兩三日酷熱 最高35度
昨日上午10時，秋颱風「小犬」集結在馬

尼拉之東北約840公里，中心附近最高持續
風速每小時14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
速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並逐漸增
強。
隨着「小犬」逐漸逼近，其外圍下沉氣流

亦將逐漸影響香港。香港天文台展望本港未
來兩三日持續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
一兩陣驟雨，明天最高氣溫為攝氏35度，有

可能打破133年前、1890年 10月 12日創下
的攝氏34.3度紀錄，成為最熱10月天。本周
後期天氣漸轉不穩定，有驟雨及風勢較大。
香港天文台的預測路徑顯示，「小犬」將於

今日早上8時達到強颱風級別，中心附近最高
持續風速每小時175公里，到明日早上再進一
步增強至超強颱風，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每
小時185公里，並開始進入香港800公里警戒
範圍。至周四（5日）清晨，「小犬」以超強
颱風姿態登陸台灣南端恒春半島墾丁一帶，之
後會減為強颱風向東逼近珠江口，並於周五
（6日）早上進入本港400公里警戒範圍。至
周六（7日）上午進一步逼近本港以東約300
公里。
天文台過往曾解釋，秋季形成的熱帶氣旋移

動路徑及強度均較夏季複雜多變，原因在於華
南地區受東北季候風支配，季候風會影響位於

南海水域的熱帶氣旋。香港天文台科學主任陳
潤燊昨表示，由於一股東北季候風亦會於本周
後期抵達華南，將令「小犬」隨後的路徑及強
度存在變數，有機會令「小犬」沿廣東沿岸海
域移動並減弱，亦可能出現「疊加」效應令
「小犬」進一步增強。
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稱，當東北季候

風與熱帶氣旋相遇，通常會出現兩個結果，其
一是產生「疊加」的共同效應，導致華南沿岸
風力上升，路徑如獲得「加持」般變幻莫測，
例如2021年 10月先後襲港的秋颱風「獅子
山」及「圓規」，均受季候風共同效應影響形
成巨大風勢；其二是被乾燥東北季候風「陰
乾」，甚至「消滅」於南海上方，例如2013
年 11 月的「羅莎」及 2018 年 10 月的「玉
兔」，兩個颱風進入南海後，皆因遇到乾燥東
北季候風而迅速減弱。

上月初的世紀暴雨對香港交通網絡帶來極
大衝擊，單是港鐵網絡內已有 24個車

站、逾200個系統或設備因暴雨水浸而受到不
同程度影響，黃大仙站成為重災區。已在黃大
仙站工作超過十年的高雲龍憶述，當天晚上11
時45分發現A和E出入口開始水浸至腳眼位
置，隨即派車站職員前往放置防洪板及沙包，
誰知水勢來得太急，不到十分鐘已有大量雨水
經B出入口湧入車站大堂，並向下流向月台。
他說：「由於情況緊急，在保障乘客及站內
人員安全為先的前提下，決定即時進行緊急疏
散。」同時，由於有雨水經月台幕門縫隙滲入
隧道恐影響行車安全，高雲龍亦即時聯絡青衣
控制中心，指示列車不停黃大仙站。
其後，由於暴雨持續，隧道段繼續行車可能
會出現不能預見的風險，車務控制中心暫停觀
塘線隧道段、即黃埔站至觀塘站來往方向的列
車服務，沿線車站需要關閉。

逐一協助約百人離開
高雲龍又指，當時再從車站出口望向龍翔
道，已發現洪水浸至車頂，而當時站內有約
100名乘客、商舖員工及承辦商人員，職員逐
一協助他們從C及D出口離開。最令高雲龍印
象深刻的，是當時一名年輕男乘客因腳痛不便
行動，水位及膝頭以上，「最終我陪他坐在入
閘機上等消防員來救援。」
安全撤離乘客後，職員在安全及可行的情況
下，啟動黃大仙站B出入口防水閘，之後便集
中處理積水及修復工作，其中月台情況最嚴
重，水位差不多及腰。港鐵最終共動用逾600
名港鐵職員、逾100名清潔承辦商人員及逾
200名工程承辦商人員合力處理黃大仙站及附
近範圍的積水及修復工作。不過，由於黃大仙

站14條扶手電梯均遭不同程度損壞需逐步修復
或作出更換，目前仍有9條暫停使用。
高雲龍於黑雨當天下午5時上班，奮戰至翌
日中午才下班，小休片刻後又準時下午5時上
班。對他而言，最重要是今次黑雨並無令任何
一名乘客及員工受傷，工作的辛苦都拋諸腦
後，「翌日上班有乘客道謝，令我覺得十分開
心。」
至於彩虹站內雖然水浸程度較輕微，但站外
行人隧道水浸情況卻十分嚴重，令彩虹站需要
32年來首次啟動防水閘，才避免大量洪水湧入
站內。該站值班站長覃英傑表示，當晚11時上
班，5分鐘後黑雨襲來，及至零時許要出動防
洪板，但水深已及至腳掌位，最終決定啟動防
水閘，將對車站的損傷減至最低，「我1992年
在這裏工作以來，第一次要啟動防水閘！彩虹
站對上一次（啟動防水閘）是1991年。」
他續說，由於啟動防水閘會令雨水湧至站外行
人隧道最深處，因此既要合數人之力啟動防水閘
「與水鬥力」，又要一直留意有否市民被困水
中，甚至在水位最深處遭「沒頂」。完成站內的
清理積水工作後，翌日該站已可如常服務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應付一場世紀暴雨，港鐵單靠車
站職員的力量並不足夠，更需要維修及車務中心的前線員工提供
支援。港鐵車務控制中心總主任李志雄日常工作是協調市區線的
車務運作，他於黑雨當天晚上11時上班，55分鐘後接獲黃大仙站
遭大量雨水湧入的緊急通知，「當時只希望盡快掌握車站情況並
作出適當決定。由於大量雨水湧入月台，部分更滲入列車內，因
此要先『飛站』，其後再暫停十幾個站的服務，這並非容易的決
定，慶幸保障了市民。」
李志雄續說，即使清理積水過後，仍要做一系列行車安全檢
查，確定安全無誤後，觀塘線才在上月9日頭班車回復正常服務。
他憶述今次事件時說：「最開心是無人受傷，並為乘客提供安全
列車服務。另外，團隊內不同崗位的同事患難見真情，有同事原
本清晨6時下班，擔心黑雨過後接更的同事因交通問題未能上班，
主動提出幫手頂更。」
港鐵設施維修工程師張俊年表示，當晚11時上班，不久後即接獲
電話要去黃大仙站支援，便帶齊抽水機等工具駕車去現場，「當時黃
大仙站月台的水已浸至腰間，而入閘機、升降機及扶手電梯都基本上
全部損壞了，故首先是做好隔電措施及確保安全後要清理積水及污
泥，到凌晨3時才清理得七七八八。那些污泥厚達兩三吋，好多袋、
好重。」因水中異物和污泥太多，排水井及管道反覆被堵塞，排水速
度受限，工程人員同時使用超過十台抽水泵及抽水機抽走積水，經過
不懈努力，才完成清理黃大仙站附近隧道範圍的積水。
張俊年指出，今次水浸的確來得好突然，「但同事們就算濕晒

身，做到『泥鴨』咁，都是拎個心出來做嘢，工作不會退後，令
人好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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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署善用水力太陽能發電 夠558個三口家用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今年7月全球多地錄
得破紀錄高溫，香港亦於9月接連經歷十號風球和世
紀黑雨，全球變暖問題日益嚴重，碳中和刻不容緩，
水務署為配合特區政府2050年碳中和目標，提早部
署安裝屯門濾水廠水力發電系統及水塘浮動太陽能板
發電系統，在提供優質食水的同時，運用可再生能源
為部門提供部分用電量，上述兩個項目目前每年產生
的總電量相當於558個三人家庭的全年用電量。
屯門濾水廠水力發電系統是全港首個水力發電
站，第一期和第二期工程已分別於2013年 5月及
2017年2月完成，水務署機械工程師陳安儀日前帶
傳媒參觀時表示，海拔20米高的屯門濾水廠，水源
來自大欖涌水塘，兩者水位差產生的壓力將水通過
近7公里的輸水隧道輸送至濾水廠，「過往輸水後
的剩餘壓力是利用控制閥消除多餘能量，而該項目
則通過渦輪機回收水壓剩餘能量，用於發電。」
陳安儀解釋，屯門濾水廠水力發電系統共兩個機
組，產生250伏電壓，再通過電源轉換器及變壓器
轉為11,000伏的高壓電，並接入電力公司提供的高
壓電纜中，產生的電力約為該廠全年用電量的

7%，去年生產150萬度電，相當於450戶三人家庭
的全年用電量，減少1,000公噸碳排放量，同時亦
減少該署電費開銷。
水塘浮動太陽能板發電系統是水務署另一項可再

生能源利用項目，水務署電機工程師席宇表示，該
系統由搭載與水面浮動平台上的光伏太陽能板吸收
太陽能，轉換為電能後經潛水電纜輸送至附近用電
設施，在水底則有錨固系統進行牽引固定，令該發
電系統能夠抵禦颱風等極端天氣影響。此外，該系
統具有不佔用土地資源、水冷提升發電效率、減少
水塘水分蒸發以及減低水中藻類滋生的優點。
浮動太陽能板發電系統早在2007年已在全球各地

試驗使用，水務署因應香港山多地少的特徵，分別
在石壁水塘（2017年完工）、船灣淡水湖（2017年
完工）以及大欖涌水塘（2022年完工）使用，每個
項目佔水塘總面積約1,100平方米，設計功率為100
千瓦，每年產電量約12萬度，相當於36個三人家庭
全年用電量，供水塘附近抽水泵房及空氣壓縮機使
用。
該系統設計時亦參考水塘生態環境，採用最適合

的形狀及材料，務求全面做到環境友好，例如石壁
水塘採用長方形、船灣淡水湖採用船形，以及大欖
涌水塘的圓形，席宇說：「希望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盡量減少對周邊自然風光的影響，同時水面浮板材
料亦符合國際標準，對水質無影響，而太陽能板所
採用的材料亦不會反光造成光污染。」

新界東南堆填區擬建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特區政府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最主要

目標是在2035年或之前不再使用煤作日常發電，增

加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至7.5%至10%，其後提升至
15%，長遠在2050年前達至淨零發電的目標。席宇
表示，水務署擬於2026年內，於船灣淡水湖再加建
擁有5兆瓦發電功率的浮動太陽能板發電系統，另
外新界東南堆填區擬建發電功率為10兆瓦的太陽能
板發電系統，兩個項目每年發電量約等於4,800個
三人家庭的年總用電量。席宇指出，「未來水務署
會持續發展相關計劃，目標在2035年後，提高每年
可再生能源總發電量至1.6億千瓦時，約等於整個
部門（水務署）用電量的15%至20%。」

◆擬建於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左起：席宇、陳安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 天文台預測，「小犬」將於周五（6日）進
入本港400公里範圍。 天文台網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