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線電視《探古尋源》供水歷史專題節目（ 2021 年 5 月 9 日）

廣東話對白

記者 彭建樺︰ 年初至今雨量偏少，台灣及大陸更出現制水。而香港

過去也面對過乾旱，人口增加、衞生問題，導致不夠

水的大難題。

記者 李文欣︰ 之前提過港英政府最先在港島解決水問題。接下來兩

集我們跳出港島，了解更多水的歷史。

以前港島居民，主要靠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供食水

給他們使用。九龍是怎樣？

記者 彭建樺︰ 九龍未有首個水塘時，市民是靠井水和油麻地抽水站

運送的地下水源。現時油麻地戲院辦事處，就是當時

油麻地抽水站的一部分。

十九世紀，《查維克報告》建議在油麻地建抽水站，三

個井、配水庫、清水池等。這座具古典味， 1895年建成

的紅磚屋，就是抽水站最後選址，為九龍的村落和商

戶提供食水。

油麻地歷史研究愛好者 一個是黃埔船塢，它每日需要一萬五千加侖。 另一大

何國標︰ 客戶是九龍倉。這是九龍、水務首個設施就在此處，

可以說沒有這水務設施，九龍半島的村民食水十分難

求。

水務署高級工程師 油麻地抽水站靠燒煤產生蒸氣，蒸氣推動水泵，將水

／水塘安全 黃曦諾︰ 由水井低位，送到京士柏山配水庫的高位，水在高位

靠其重力、地心吸力，透過喉管送到旺角、油麻地、尖

沙咀和紅磡的居民去用。

記者 李文欣︰ 抽水站建築群共三座，各肩負不同工作。一張逾百年

的圖則，便能更了解它的運作。



 

 

 

 

  

  

 

  

  

 

 

 

 

 

 

 

 

油麻地歷史研究愛好者

何國標︰

記者 彭建樺︰

記者 李文欣︰

完

現時只剩下這座紅磚屋，是工程師的宿舍及辦公室。

近窩打老道這座是機房及鍋爐室，這裡是機械裝配員

的宿舍及工場，留意這裡有一支 50呎長的煙囪， 1912

年已移走。當年工務司 Francis Cooper（谷柏）的親筆

簽名， 1895年1月25日簽署。

何國標指，當時的工程師及管工都是歐洲人，不習慣

香港氣候，故特意建走廊作通風。 1911年抽水站停止

運作後，只留下一座紅磚屋，並更改了用途。拱形遊

廊、花崗石構件、向內為圓角的紅磚等都得以保留。

這個水務署現存最古老的抽水站建築，在 2000年更被

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地理上九龍半島不宜建水塘，抽水站亦只勉強滿足當

時需求。到 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才在界限街以北

建水塘。九龍水塘在 1903年動工，三年後建成，取代

水井和抽水站供水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