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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鐵4號線變「翻版」港鐵
研引入「鐵路加物業」模式 車廂地圖路標學到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深圳地鐵4號線(龍華

線)去年交由港鐵營運後，港鐵正計劃把鐵路系統「港

式化」，除了在車站引入香港設計外，更計劃在今年6

月第2期通車時，全線改用香港鐵路車廂，甚至在6號

線研究引入香港模式發展。港鐵透露，現正就地鐵6號

線途經的新發展區進行規劃用地研究，探討引入香港

常用的「鐵路加物業」上蓋物業發展模

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政府正

研究把污水淨化成為「再造水」，長遠或
供應上水及粉嶺地區用作灌溉及清洗等
非飲用用途。渠務署最近已在沙田污水
處理廠推行全港最大規模的再造水試驗
計劃，每日生產1,000立方米再造水，並
引進壓力交換節能技術，使電費成本下
調20%，加上技術日趨普及，目前再造水
成本已較5年前下調40%。
渠務署於去年底斥資720萬元在沙田污

水處理廠裝設淨化設施，污水經過2級處
理及紫外光消毒後，會流入碟形過濾器

隔除130微米的微粒，再經過濾薄膜清除逾0.03微米
的微粒及絕大部分細菌，最後經逆滲透薄膜隔除病
毒和鹽份及逾1納米物質，經多重過濾後成為再造
水，用於灌溉、養魚及稀釋化學品，再造水使用量
佔該廠每日逾70%用水量。
渠務署署理總工程師白諫鳴表示，港府5年前研究

以逆滲透薄膜把海水化淡，每立方米淡水的生產成
本約10元，隨㠥技術日趨普及，而沙田污水廠亦引
入壓力交換節能技術，使再造水成本進一步下調至
每立方米6元，若計及把再造水輸送到住戶的運輸
費，以及添加氯及氟化物的成本，將會超過目前自
來水每立方米約7元的成本水平。

供上水粉嶺作非飲用用途
沙田污水廠的再造水設施是全港第14個污水淨化

再用設施，大埔污水廠亦於明年裝設每日生產350立
方米的再造水設施。白諫鳴表示，渠務署正在不同
污水廠試驗不同品牌的技術，當局會檢視不同處理
廠再造水的技術資料及運作成本，再研究在上水及
粉嶺，以至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引入再造水作非飲
用用途。

深圳地鐵4號線又稱「龍華線」，第1期設有5個車站，包括福田口
岸站、福民站、會展中心站、市民中心站和少年宮站，全長約4公
里，去年7月起交由港鐵營運。全線車站已更換港鐵標誌，地圖及
路標亦改作港人熟悉的標示，職員也換上鵝黃色為主調的制服，甚
至廣播系統也有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廣播，與港人熟悉的港鐵無
異，簡直是港鐵的「翻版」。

第2期10車站6月通車
由港鐵承建的深圳地鐵4號線第2期，工程正如火如荼進行中。港

鐵（深圳）總經理劉天成表示，第2期工程是第1期向北的延伸，連
接少年宮至清湖站，長約16公里，設有10個車站，全線今年6月通
車。他稱，港鐵在全線通車後改用香港常用的鐵路車廂，更新全線
的設備系統，日後港人北上使用4號線，有如在香港乘搭港鐵一樣。
除了更換車站設計外，港鐵亦研究「港式化」其他路線。劉天成

表示，擬建的6號線將途經光明、公明及松崗共3個新發展區，港鐵
正探討採納的融資、用地規劃及發展模式，內地有關單位認為可參
考港鐵九龍站和青衣站的「鐵路加物業」做法，在發展鐵路時一併
發展上蓋物業，該概念在內地屬新嘗試，須進行可行性研究。

發展上蓋可為物業增值
港鐵今年底會敲定6號線的發展方案，爭取今年底動工，並期望

2015年通車。港鐵（深圳）項目總經理蔡豐松表示，若「鐵路加物
業」發展模式被採納，所途經的新發展區鐵路有如香港的東涌站及
將軍澳站，可為物業增值，並舉例說：「原本是每呎100元(人民
幣)，新規劃可把物業增值至120至130元！」
內地鐵路網發展迅速，隨㠥廣深港高鐵將於2015年全線通車後，

香港與深圳以及全國鐵路網的連繫愈趨緊密。劉天成表示，深圳北
站採用「5線換乘」轉乘規劃，乘客在該站可同時轉乘廈深客運專
線、深圳地鐵龍華線、環中線、6號線和深莞城際線，日後乘客由
香港西九龍高鐵總站出發，可於16分鐘內抵達深圳北站的交通樞
紐，再轉乘各條專線，更可直抵寶安機場，便捷地連接內地多個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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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線2期共有7個高架車站。圖為月台電腦
模擬圖。 港鐵提供圖片

■港鐵深圳4號線今年6月通車時，將會更換現
有列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職員換上鵝黃色為主調的制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污水（右）經淨化後，可成為清澈的再
造水（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渠務署署理總工程師白諫鳴，介紹
「再造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攝

■港鐵已在深圳4號線更改多個標誌，外觀已接
近香港鐵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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