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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超過 200條的河流及溪澗, 但只有少數較大型的主要河流

•由過去到現在，香港的河流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三個字概括：

o源 (connected) 

o泯 (dis-connected) 

o匯 (re-connect)

香港的河流



源 (connected) 泯 (dis-connected)

•60年代 – 2000年代:
- 城市化發展
- 防洪需要

1964年的佐敦谷明渠（來源：渠務署） 1964年的窩打老道明渠
（來源：渠務署）



源 (connected) 泯 (dis-connected)

•60年代 – 2000年代:
- 河道石屎化
- 河流功能變得單一
- 河流與市民關係逐漸疏離

活化前的啓德明渠大圍明渠



源 (connected) 泯 (dis-connected)

•2000年代: 社會對環保的關注提升

- 2005年: 渠務署發表《兼顧環境因素的河道設計指引 》
改善渠道設計

- 2015年: 渠務署發表《河道設計的環境和生態考慮指引》
加入生態考慮



源 (connected) 泯 (dis-connected)

•河流管理至今依然以排洪爲主

活化後的啓德明渠 (2016-2018)位於大埔頭水圍的
河道生態改善試驗計劃選址 (2016)



匯 (re-connect)

•賽馬會「惜水‧識河」計劃:
致力將公眾與本地的河流重新連繫



「遠離河道」
“Stay Away from Rivers”

「親河文化」
“River Friendly Culture”



要達成「親河文化」，
我們需要重新確立河流的價值



「親河文化」– 重新確立河流的價值

河流具有多重功能:
•農業用水及食水水源 (water for drinking & farming) 
•排水 (drainage)
•生態 (ecological)
•美觀性 (aesthetic)
•景觀 (landscaping)
•文化 (cultural)
•康樂 (recreational)
•微氣候調整 )micro-climate adjustment)   
•可持續性 (sustainability)
• …



•透過培訓導師，提升河流知識及技巧，推而廣之

「河處是吾家」

老師
學生

親友/社區



「河處是吾家」: 第一階段

7個河流流域的資料庫及導賞路線

山貝河
滄海桑田

林村河
生機處處

雙魚河
引水灌田

錦田河
源遠流長

東涌河
親水文化

荔枝窩河
生命之河

梧桐河
蜿蜒曲折



「河處是吾家」: 第二階段

重新修訂 新增河流

林村河
生機處處

雙魚河
引水灌田

梧桐河
蜿蜒曲折

城門河
溯河追源

市區河道
從渠到河

屯門河
變化有時



「河處是吾家」: 第二階段
以不同的切入點介紹香港河流

屯門河工作坊 梧桐河工作坊 市區河道工作坊

主題： 變化有時 蜿蜒曲折 從渠到河
內容： 1. 屯門河上游地貌特質

2. 香港農業活動的興衰
及灌溉水塘的作用

3. 市區河道管理

1. 香港天然河流地貌（如：
曲流、沖積平原、匯流）

2. 河流與農業活動的關係

3. 渠道化的影響

1. 市區河道管理模式

2. 市區河道活化與可持
續發展的關係



香港河流資料庫



河流實地考察手冊



紀錄片及航拍影片



惜水．識河學校夥伴項目 : 重繫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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