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線電視《探古尋源》供水歷史專題節目（ 2021年 5月 16日）

廣東話對白

記者 彭建樺︰ 港島最早期的水塘有薄扶林水塘和大潭水塘，我們早

前都介紹過。今天來到九龍水塘，有何特別？

記者 李文欣︰ 特別地方是這裡並非九龍，而是新界的沙田。

初期九龍靠地下水和井水。人口增加對水的需求都越

加緊張。港英政府在租借新界後，勘探界限街以北附

近地形，尋覓建水塘的山谷，以發展「九龍供水系統」。

記者 彭建樺︰ 當時工務局助理工程師傑斯和團隊發現針山以南、畢

架山以西是適合地點。投資 120萬建造的水塘， 1906

年開始供水，四年後完成所有工程。是首個供水予九

龍的水塘，亦是位於新界的第一個水塘。

水務署工程師 陳錫鎮︰ 因為附近有不同的山，是集水區適合的地方。當時主

要靠人手挖掘，所以興建水壩時投放很多人力。因為

「九龍供水系統」除了興建水塘外，也興建濾水池及

配水庫，九龍水塘的儲水首先經過一個沙濾池過濾

後，再輸送到位於九龍塘一個配水庫，再供應給附近

居民。

記者 李文欣︰ 走上山脊線，這塊石有何意思呢？

水務署高級工程師 即是「 Kowloon Waterworks」， 1902年豎立於此，它

／水塘安全 黃曦諾︰ 是第十塊石。根據文獻總共有 32塊界石定立於九龍水

塘的集水區範圍。後方便是整個九龍水塘集水範圍，

意思希望大家不要污染，因為雨水來到山脊線最高處

範圍自動流下至九龍水塘。

記者 彭建樺︰ 水塘 1922年擴建，連同之後建造的石梨貝水塘、九龍

接收水塘和九龍副水塘，形成九龍水塘群，總容量超

過280萬立方米。



 

 

  

 

  

 

 

  

  

 

 

 

 

 

 

 

 

記者李文欣︰

水務署高級工程師

／水塘安全 黃曦諾︰

記者 彭建樺︰

完

政府為投放更多資源建設供水設施，在十九世紀末引

入獨立水錶制度，用者自付。既可監察用水量，亦令

市民珍惜用水。超越每季 2千加侖免費用水量後，每

千加侖收費 2角5仙，但港九兩岸出現截然不同情況。

（當時）在港島區有街喉，可讓人免費取水，安裝獨

立水錶在港島不太成功。但在九龍方面自從 1895年，

油麻地抽水站供水系統成立後，在九龍半島的居民，

要取政府公共供水，都需要向政府申請，所以獨立水

錶制度在九龍區可以很順利推行。去到 1929年水荒

時，（港島）街喉沒有水供應，政府順水推舟，推出

免費替市民安裝獨立水錶。

他又指，水荒使市民接受獨立水錶和按量收費，原因

是可較優先有用水。而水錶收費制度便全港實行至

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