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正視聽

特大暴雨前晚襲港，署理

香港天文台台長李立信指出，天文台總部在

24小時內錄逾600毫米雨量，等同全年雨量約四

分之一。雨災至今釀成兩人死亡，1人失蹤，117

人受傷。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當務之急是做好善

後工作，並會總結經驗，做好預警工作。

如何避免雨災造成嚴重破壞、如何做好防洪預警？值得反思。《大公報》專

訪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土木工程系陳驥教授，他指兩年前河南鄭州的暴雨已經給了

香港警示。他指出，發生極端天氣的頻率只會愈來愈高，關鍵在預防，香港應從

評估城市不同區域發生巨災時的不同危害程度、救災的難易程度、災後的恢復能

力等方面，利用人工影響天氣技術等方面去建立和完善防巨災體系。

大公報記者 苑向芹、蘇荣

世紀暴雨

水利專家：極端天氣將愈來愈頻繁

防範巨災防範巨災

▼暴雨下港島香島道路陷，
一輛七人車跌落深坑。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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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耀東邨耀興道對開柏架山的一幅護土
牆昨日發生山泥傾瀉，大量巨石沙泥如瀑布般
滾下，有汽車被埋。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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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一場世紀
暴雨，本港排水系

統的問題也隨之暴露。署理渠務署
署長徐仕基表示，今次暴雨是500年
一遇，本港市區主要排洪設施的設
計標準，只可應付200年一遇的雨
量。

柴灣大潭總雨量達600毫米
徐仕基昨日在政府聯合記者會

上表示，全港多區水浸的主要原
因，是本港渠道本身設計的排洪能
力，不足以抵禦這次大雨。他提到
柴灣、大潭前晚總雨量接近600毫
米，高達全年平均雨量的四分之
一，屬於500年一遇重現期的雨量，
「一般來說，渠務署在市區主要排
洪設施的設計標準，為200年一遇，
簡單而言，當日降雨量已經超過設
計的容量。」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雨勢
既大且急，難以預測，降雨量超越
渠務系統的承受能力，他形容 「等
於一個浴缸放了四缸水，或已超過
負荷就會漏出來。將來情況如何處
理，我們會再研究。」

大公報記者王亞毛

超出負荷

▲黃大仙中心被洪水淹沒半層，餐廳幾近沒
頂。 大公報記者蔡文豪攝

掃一掃 有片睇

▲陳驥兩年前的文章已提醒香港須吸取鄭州雨災
的教訓，建立防巨災體系。

陳驥，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亞洲大洋洲
地球科學學會候任秘書長，研究領域包括城市化和
氣候變化、水資源、洪水與乾旱、區域氣候模型應
用等。

陳驥曾任國際專業學會亞太地球科學學會
（AOGS）水文科學分會主席、國際水利與環境工
程學會香港分會主席，他研究的基於遙感數據評估
城市變化的新方法，是國際學術界首次完整揭示全
球城市化發展不均衡特點。

陳驥簡介

▲陳驥教授指出，往後發生極端天氣頻率愈來愈高，香港
建設和完善防巨災體系迫在眉睫。 大公報記者盧剛昌攝

香港水浸與深圳排洪無關

相關新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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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驥在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香港這次水災與深圳排

洪沒有關係，深圳排洪至多會影響新界靠近深圳的
少數幾個低窪地帶，其水位會有所上升，但絕對與
九龍甚至港島的水災沒有絲毫關聯。 「這是牛頭不
對馬嘴的事！」

陳驥表示，深圳排洪之前通知了香港，深港之
間有個深圳河，排洪只進入該河。他解釋，在極端
強降雨下，水庫一旦漫水或決堤，任何一個城市都
吃不消！因此需要放水洩洪。 「這在哪兒都是一樣
的，兩地之間這方面可以加強溝通，建立和完善應
急聯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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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0日，河南鄭州市突降暴雨，
最大每小時雨量達到了201.9毫米，洪水沖進
地鐵及其他基礎設施，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十
天後，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土木工程系陳驥教授
發表一篇《7．20鄭州極端洪災對大灣區尤其
是香港防巨災的啟示》文章，強調香港必須警
惕，建立防巨災的體系，因為隨着氣候變化，
此類極端降雨可能會愈來愈多，尤其是在南方
的大灣區城市。

汲取鄭州教訓重視港鐵危機
「我敲響警鐘，不是說香港做得不好，而

是發生極端天氣的頻率愈來愈高。香港的天文
台、渠務署都是世界一流的，都很努力，做得
很好了，但是，精準預警極端降雨是世界級的
難題，我們的科學預警仍不足。」 陳驥昨日向
大公報記者表示，他與政府相關部門工作上都
有聯繫，可惜文章發表後沒有受到重視。

本碩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系的陳驥，在美
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攻讀博士，在加利福
尼亞大學聖迭亞戈分校做博士後研究工作，是
水利方面的專家。曾擔任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
學會（AOGS）水文科學分會（HS）主席，
今年8月初當選AOGS秘書長。對於今次香港
雨災，長期研究城市建設和防洪的陳驥直言：
「洪水沖入地鐵在任何城市都是重大事件，如
果地鐵在運行之中，後果是災難性的！所以香
港在預警方面有極大的提升空間。」

他強調，這次香港洪水進地鐵，要引起足

夠重視， 「建議特區政府立足防大災，對地
鐵、斜坡和低窪等危險區域進行全面調研。」
他更指在強降雨時，地鐵系統在幾分鐘內便可
以被淹沒。

陳驥希望有關方面要特別重視對每小時的
降雨量的監控，這對洪水災害預報而言是很重
要的數據資訊。 「強降雨發生時，政府應該立
即行動，關閉地鐵，禁止車和人進入隧道，這
都是鄭州等地血的教訓換來的經驗。」 陳驥指
出，大灣區尤其是香港需要完善針對極端氣象
巨災的防災、救災、減災體系，包括：災前預
警、災中及時救災和災後高效減災；提高防大
災、救大災和減大災的政府應急能力。

預警即使十防九空仍必須做
「不要怕預警不準確就不預警，這是錯誤

的。」 陳驥表示，今年7月29日至8月2日北京
出現強降雨，造成數十人死亡。中央高度重
視，要求加強預報工作。從科學角度，預警不
可能都準確，甚至可能十防九空， 「即十次預
報九次都不準，但仍要做！社會要科學看待預
警，有備無患。」 他說，科學不是萬能，但不
科學絕對不能。

做法上，他建議加大針對極端氣象災害的
基礎研究，提高強降雨預報的精度；研究評估
不同危害的程度、救災的難易程度，以及災後
的恢復能力；研發智能化應急救災設備，提升
救災能力；推進人工影響天氣的科學創新及技
術進步，減輕災害。

強化預警強化預警

A1 要 聞

責任編輯：呂俊明 美術編輯：徐家寶

大公文匯

9729 8297
newstakung@takungpao.com.hk

報料熱線

大公網PDF電子報

督印： （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 www.takungpao.com

電話總機：28738288 採訪部：28738288轉 傳真：28345104 電郵：tkpgw@takungpao.com

廣告部：37083888 傳真：28381171 發行中心：28739889 傳真：28733764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5℃-29℃
多雲有驟雨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癸卯年七月廿五日 第43129號
今日出紙二叠六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3年9月9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