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覆渠務署申請用地排水資料： 

申請地用作耕地，位處農業地帶，面積 1,120 平方米。 

1. 現時並沒有任何排水設施； 

2. 泥土耕地是主要吸水/儲水地方，並已承諾我們不會

有填土、鋪設及平整地面、興建構築物等，大大減

少水浸風險；附近也是大片農地，共同發揮吸水/儲

水的作用；平時我們只會引入適量水份去灌溉，大

量水份只會在夏天大雨時發生 

3. 申請用地並非位於容易發生水浸地帶，現時夏天雨

季對附近居民沒有大影響，相信將來的情況與過去

的相若； 

4. 針對夏天大量雨水排出情況-  

a. 擬議在申請耕地四邊挖掘約 3 至 4 吋深去水道，由

於東北面地勢較高，水流會流向(A)點，但我們設法

讓泥土與水留在田裡，並在欄內四邊的去水道每隔

相當距離放置石頭、泥土、稻草包或其他材料做成

緩衝點，減緩水流並有助於水流滲入土壤。如果雨

水超過欄內去水道的高度，就會讓雨水以地表流徑

經過圍欄外的石屎路面流往 307 地段的去水道。 



b. 沿著申請地欄外，喉管應該是給石屎全面覆蓋著，

以往雨水是以地表流徑經過石屎路面流往307地段

的。現在部份地方(a,b,c,d,e 點) 因石屎脆弱出現下

陷，露出地下喉管，加劇欄外地下的泥石被沖走，

令地下懸空地面石屎下陷。建議下陷地方直接用大

石覆蓋做保護，減緩水流滲入。 

c.之後水流會直落斜坡到 307 地段。斜坡大面積被雜

草大樹覆蓋著(B,C,D)； 

d.在 307 地段斜坡腳，沿著北邊他們挖掘了一條相當

寬深的去水道延伸至 308 地段，用來疏導大量雨水(E

至 F)； 

e.去水道會在(G) 點流入水渠往 307 地段欄外(H) ，

跟著以表土流徑(I) 流住落入河道入口(J)再往大水渠

(K) ； 

f.申請地範圍會保持現有鐵網作圍欄，避免阻礙土地的

地表徑流； 

5. 與 307 地段負責人取得共識，他們沿著北邊挖掘的

那條寬深去水道，目的是用以疏導(包括自斜坡排下

來的)大量雨水，以往經歷過紅雨黑雨，寬深去水道



發揮作用，效果滿意； 
 

 

 

 

 

 

 

 

 

 

 

 

 

 

 

 

 

 

 

 

 

 

 

 

 

 

 

 

 

 

 

 

 

 

 

 



 

排水設施平面佈置圖 



 

圍欄外行人徑旁地下去水溝(a) 



 

圍欄外行人徑旁地下去水溝(b) 



 

圍欄外行人徑旁地下去水溝(c) 



 

圍欄外行人徑旁地下去水溝(d) 

 

 

 

 

 

 

 

 

 

 

 

 

 

 

 

 

 

 

 

 



 

圍欄外行人徑旁地下去水溝(e) 



 

由 298 地段及申請地直落 307 地段之間斜坡(B) 斜



坡大面積被雜草大樹覆蓋著 

 



由 307 地段對上申請地斜坡狀況(近燈柱，(A)位

置)，斜坡大面積被雜草大樹覆蓋著(C) 

 

 



由 307 地段向對上望斜坡狀況(近申請地外行人徑地

下水溝)。斜坡大面積被雜草大樹覆蓋著(D) 

 



 

298 地段對開去水道(E) 繼續延伸至 308 地段(F) 
 



 

去水道繼續向 308 地段方向延伸(F) 



 

去水道繼續向 308 地段方向延伸(F) 



 

去水道直達 308 地段(F) 



 
 

去水道會在(G) 點流入去水渠 

 

 
 

經水渠往 307 地段欄外(H) 



 
 



307 地段鐵閘外去水渠出口(H) 

 
 

表土流徑(I)住河道 

 

 



表土流徑(I)住河道 

 

 



 

以表土流徑住河道入口(J) 落入河道 

 



流入河道 

 

 

通往大水渠(K) 



針對渠務署關注水土流失導致水渠淤塞問題，我們回

覆如下： 

土壤是耕種者最珍貴的資源，農民都會盡力保護它，

防止它流失。我們會採用最直接、最環保、最經濟同

時亦是最有效的方法，達至保水護土的目的。現連同

有關的農民實用參考資料也一併附上以供參考，以支

持我們的應對方法： 

1. 改良土壤，提高其透水性： 

質地、結構和肥力良好的土壤有利於空氣、水、營

養的輸送和作物根系的生長，提高作物產量，減少

土壤侵蝕。我們透過可持續性的耕種方式，如種植

多樣性物種、不用化肥、採用堆肥(註一)、輪作(註

二)、間種(註三)等方法，以保護土壤，涵養水源。 

2. 保護表土： 

避免泥土赤裸裸的暴露於强風大雨烈日之下，我

們會在上面種植綠肥或直接鋪上覆蓋物，保護土

壤免受侵蝕，也有利於土壤保持水分，熱天降温、

冷天保暖； 綠肥多屬豆科植物，他們的根瘤可以



吸收空氣中的氮並將其固定在土壤中，使土壤更

肥沃。在耕地直接蓋上覆蓋物如用堆肥或比較容

易分解的秸稈、雜草等，它們除了保護表土外，分

解後讓作物吸收的營養 元素重新回到土地，又能

增加土壤腐殖質，改良土質； 

。 

3. 儘量不割草、不砍樹形成生物屏障： 

改善排水的最佳辦法是讓降雨後的（稱作徑流）「慢

流」而非 「快泄」，水流減速，可以慢慢擴散 並

滲透到土壤中；部份耕地我們會種植多年生植物、

草本植物或地被植物以保水固土；它們長期覆蓋土

壤，能通過阻礙表層水的流動而提供有效的徑流控

制以防止土壤侵蝕，使水滲透到地面下。深根的植

物幫助穩固土壤，改善土質。現時申請地南邊圍欄

固有的矮樹牆已發揮了保水護土功能，北邊圍欄的

大樹可作防風帶，減低風力侵蝕。； 

4. 利用石頭、泥土或其他材料做成緩衝點： 



早前擬議在申請耕地四邊挖掘約 3 至 4 吋深去

水道，引導雨水流出欄外地下去水溝。現在認為在

保土方面這樣做法未臻完善，現在我們不會讓去水

道接連與欄外地下去水溝，因為此舉會加劇欄外地

下的泥頭被沖走，地下懸空地面石屎下陷(註四)；

反而盡量讓泥土與水留在田裡更佳。我們會在建議

欄內四邊的去水道每隔相當距離放置石頭、泥土、

稻草包或其他材料做成緩衝點，減緩水流並有助於

水流滲入土壤。如果雨水超過欄內去水道的高度，

就會讓雨水以地表流徑經過圍欄外的石屎路面流

往 307 地段的去水道。申請地主要為平地，地表

傾斜面不大，在泥土有機會被沖走的地方可以堆起

較高的石頭排，既可攔住大部分土壤，也能讓水從

石頭空隙流走，即使在季風到來時也能排水攔土，

積聚的泥土會為樹木和其他植物提供沃土； 

 



(註一)堆肥是用食物殘渣、作物秸稈、雜草以及廄肥製

成的有機肥料。施用堆肥就是讓作物吸收的營養元素

重新回到土地 

(註二)輪作/間種能夠保持、恢復和提高土壤肥力，能

均衡利用土壤中的養分和水分。因為不同的作物對土

壤中的營養元素和水分吸收能力和需求量不同，同時

深根系作物和淺跟系作物輪換種植可以利用不同層次

土壤的水份和養分，既可充分利用土地和光、熱、水

等自然資源，又有利於合理均衡地使用肥料、水資源 

(註三)間種是把兩種或更多不同種類的作物種植於彼

此相近的地方，以達至他們生長時所產生的互助互利

的效果 

(註四) 沿著申請地欄外，喉管應該是給石屎全面覆蓋

著，以往雨水是以地表流徑經過石屎路面流往 307 地

段的。部份地方(a,b,c 點) 因石屎脆弱出現下陷，露出

地下喉管，沖走地下泥石。建議下陷地方直接用大石

覆蓋做保護，減緩水流滲入。 

 



 

正常地面喉管應該是給石屎全面覆蓋著 



 

部份地方可能因石屎脆弱出現下陷，露出地下喉管，

沖走地下泥石。(紫色物是另一條地下喉管) 

(註五) 農民實用參考資料： 

排水管理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第 11 章: 修复土地与植树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预防水土流失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第 15 章: 可持续农业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改良土壤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保护土壤，防止侵蚀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6%8E%92%E6%B0%B4%E7%AE%A1%E7%90%86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7%AC%AC11%E7%AB%A0:_%E4%BF%AE%E5%A4%8D%E5%9C%9F%E5%9C%B0%E4%B8%8E%E6%A4%8D%E6%A0%91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9%A2%84%E9%98%B2%E6%B0%B4%E5%9C%9F%E6%B5%81%E5%A4%B1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7%AC%AC15%E7%AB%A0:_%E5%8F%AF%E6%8C%81%E7%BB%AD%E5%86%9C%E4%B8%9A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6%94%B9%E8%89%AF%E5%9C%9F%E5%A3%A4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4%BF%9D%E6%8A%A4%E5%9C%9F%E5%A3%A4%EF%BC%8C%E9%98%B2%E6%AD%A2%E4%BE%B5%E8%9A%80


等高屏障 - Hesperian Health Guides 

kdais.gov.tw/upload/kdais/files/web_structure/1744/26-5-23.txt 防止農地侵蝕的

方法 

https://zh.hesperian.org/hhg/A_Community_Guide_to_Environmental_Health:%E7%AD%89%E9%AB%98%E5%B1%8F%E9%9A%9C
https://www.kdais.gov.tw/upload/kdais/files/web_structure/1744/26-5-2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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