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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期經受百年一遇暴雨考驗

深圳河作為深圳與香港的界河，全長37公里，流域面積
312.5平方公里，其中深圳一側佔60%，香港一側佔

40%。主要支流在深圳有沙灣河、布吉河、福田河和皇崗河，
在香港有梧桐河和平原河。人們還記得，在深港雙方未聯手治
理前，1993年「6．16」和「9．26」爆發的兩次洪水，給深圳
市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4億元，香港方面也遭受嚴重的損失；同
時，水體污染嚴重，影響了兩岸的環境。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深
圳河上游河寬平均僅15米，中游河寬平均僅40-45米，入海口處
河寬僅140米； 河道排洪能力僅有2－5年一遇，加上海潮頂托，
洪水經常氾濫成災，給兩岸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威脅。
為了治理洪水氾濫帶來的危害，早在1981年12月，深圳市政

府與當時的港英政府就治河問題展開談判，並組成聯合小組展
開工作。1985年3月基本確定了治河方案，整個工程分三期進
行：第一期對料塋—漁民村段和福田—落馬洲段兩個彎段進
行裁彎取直；第二期對羅湖橋以下除一期工程以外的河段進行
整治（拓寬、挖深、裁彎取直）；第三期對羅湖橋以上至平原
河口段進行整治。1995年5月19日，一期工程開工，施工單位
按照國際慣例和規則實行了公開招標，並採取了「軟基真空預
壓加固」等先進技術，於1997年4月18日竣工，被評為優良工
程；雙方共同投資2.789億港元，治理河道3.2公里。1997年5月
13日，二期工程開工，深港雙方共同投資6.46億港元，治理河
道7.2公里，於2000年全線竣工。2001年12月31日，三期工程開
工，深港雙方共同投資4.9億港元，治理河道4.2公里，於2006
年11月30日全面完工。至此，深港雙方在深圳河前三期治理中
共投入資金逾20億港元。
經過12年深港攜手治理，從前桀驁不馴、氾濫成災的深圳

河，如今平靜流淌宛若一道風景。治理後防洪能力大幅提高，
從原有5-10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逢雨必淹」成為歷史；
航運條件大幅改善。深圳河治理工程建成後，經受住了1998年
「9805」特大暴雨、2008年「6．13」超百年一遇暴雨及眾多暴
雨的考驗，成為深圳、香港兩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法律觀

念、不同工作方式政府共同治理一條界河的成功範例。

第四期治理：深港合作新起點新未來
儘管治理深圳河一、二、三期工程已全面完工，但深港政府

並未停止在深圳河治理方面合作的步伐。深港兩地治河人加強
雙方的合作與交流，不斷拓寬合作領域，從深圳河防洪、水環
境綜合整治兩方面，進行科學規劃、統籌推進。目前，深港聯
合治理深圳河四期工程前期工作、深圳河污染底泥治理策略研
究項目等正在順利推進中。第四期治理將是深港合作的新起點
和新未來。
據介紹，第四期工程是為解決深圳河上游河段的洪澇災害，

為擬建的蓮塘／香園圍口岸提供防洪安全保障，由深港雙方政
府聯合建造。起點位於深圳河治理三期工程終點平原河口，終
點位於擬建的蓮塘／香園圍口岸上游約620米，河道總長約4.4
公里。本㠥安全生態的設計理念，摒棄了傳統的拉直河道的治
河方法，河道平面佈局盡可能順應原有的蜿蜒曲折的河勢形
態，保持現狀河道中心線，擬通過河道適當拓寬、堤防加高使
本河段達到50年一遇防洪標準。通過興建滯洪區，削減對下游
河道洪水位抬高的不利影響，並通過在深圳側截流旱季漏排污
水，逐步改善河道水質。
深圳河第四期治理前期包括規劃及可行性研究、環境影響評

估、水文測驗、測量、地勘、設計任務、物理模型試驗及紀錄
片拍攝，自2008年年底開展以來，前五項已完成，其餘正在按
計劃進行。擬於2013年年中動工建設，2017年年初完工。第四
期治理將實施水土保持措施，減少對下游河道泥沙輸入，減緩
下游河道運行壓力，並通過建設生態護岸、堤岸覆綠、設置河
灘濕地等工程措施使河道恢復生態系統，激活自然淨化功能，
待第四期完工後，深圳河將成為一條水清岸綠的生態之河。
深圳河第四期工程的合作模式參考治理深圳河第一、二、三

期工程，通過共同委託顧問公司或工程承建商，進行設計、施
工及施工監理、環境監理等工作。為了方便管理及運作，原則
上委託深方作為合同僱主，除深方的截污工程外主體工程費用
平均分攤，雙方將各自完成土地徵收工作及邊境重配工程。 ■綜合整治後的福田河美景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恰逢深港

聯合治理深圳河三十周年。長期以來，深港兩地政府通

過精誠合作，共同出資、合力推進，先後共投入逾20億港元，圓

滿完成了深圳河一、二、三期工程的聯合治理，其治理河段防洪標準由治

理前的2-5年一遇提高到50年一遇，水環境和航運條件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深港聯合

治理深圳河工程已成為兩地政府在重大跨境基礎設施合作建設方面的成功典範。目前，深港聯合

治理深圳河四期工程前期工作、深圳河污染底泥治理策略研究項目等正在順利推進中，第四期工程擬於2013

年動工建設，完工後深圳河將成為水清岸綠的生態之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韻、余麗齡

在治理深圳河上，深港雙方積極友好合作，
一開始就按國際慣例和標準進行建設，成為造
福深港兩地人民的大型水利公益工程，並多次
獲得國家水利部頒發的「大禹獎」等獎項。
在工程管理上，深港雙方全面執行「項目法

人責任制、招投標制、建設監理制和合同管理
制」。做到所有項目全部招標，全程由深圳市公
證處進行公證。在工程質量控制方面，建立了
「項目法人負責，監理控制，設計、施工保證，
政府監督」的質量管理監督體系和健全的質量
管理制度，並且每月和香港政府有關部門聯合
召開一次安全、環保、保安例會，確保了工程
質量和施工安全，主要分部工程全部優良。在
投資管理上，深港雙方政府都對資金給予充分
保證，對工程資金實行「專款、專戶、專用」。
在施工環保方面，通過國際招標的方式聘請了

環境監理單位，嚴格按照香港環保署簽發的環
境許可證以及《環監手冊》的要求施工。在深
圳河治理施工技術創新方面，加筋擋土牆的技
術被列為水利部「948」計劃技術創新與轉化項
目，於2007年通過水利部的鑒定，並於2008年
獲得大禹水利科學技術三等獎。業主單位——
深圳治理深圳河辦公室於2004年榮獲「全國水
利系統文明單位」、2011年獲得「廣東省防災減
災先進單位」等榮譽稱號。

深圳市市長許勤近期率隊調研跨市河流綜合
整治工作，許勤對近幾年全市河流綜合整治和
水環境改善所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他還指
出，深圳應打造讓市民宜居宜業的生態城市。
作為深圳河支流的深圳水庫排洪河、新洲河和
福田河，在河流綜合整治方面，深圳市水務局
做了大量卓越有效的工作，並取得了令市民滿
意的效果。
深圳水庫排洪河綜合治理工程：深圳水庫排

洪河為深圳河一級支流，因市政建設擠佔河
道，河道數次洪水氾濫，防洪標準還不足50年
一遇，並且水質嚴重污染，河流生態環境功能
喪失，河水發黑、發臭。自2007年起深圳市水
務局對其進行了防洪改造、水質改善、生態修
復、景觀綠化等四方面改造，至2009年竣工，
投資約0.86億元，防洪標準由不足50年一遇提
高到100年一遇，河道實現水清岸綠，成為市民
休閒長廊。新洲河綜合整治工程：新洲河治理
前，紅荔路以上河段過洪能力不能滿足50年一
遇洪水要求；局部沖刷破損嚴重；流域內雨污
分流不徹底，初雨水面源嚴重，污水入河致水
體黑臭。該治理工程2008年開工，通過加高紅
荔路以上段堤防等措施提高河道防洪標準，對
全明渠段進行駁岸綠化和棧道修建、建造觀景
平台和公交親水平台、全河段種植多層次河岸

植被等改善河流景觀。2010年全線完工，投資
約2.2億元。河流防洪標準由20-50年一遇提高到
100年一遇；河水達到景觀水標準；恢復了河道
的生態景觀功能，為市民提供近水、親水、賞
水、玩水的空間環境，滿足市民與自然交流的
需要。福田河綜合治理工程：福田河治理前，
深南路箱涵段只滿足10年一遇的過流能力，生
態遭到破壞。該工程2008年開工，目前已全部
完成土建工程，正進行後期綠化，總投資約3.5
億元。經過治理，河道整體防洪標準由10-50年
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河流水質達到景觀水體
標準，建成由親水休閒公園、湖泊和沿河綠道
構成的城市新景觀。

深港共治深圳河成合作典範
前三期投20億治理 第四期將現水清岸綠

深圳河流綜合整治獲市長肯定
建生態河利市民宜居宜業

國際標準共治深圳河 獲國家多項治理獎項

深圳河水環境改善工作正在有序開展
為了恢復深圳河生態，滿足社會和環境功能需要，深港政

府決定聯合開展深圳河污染底泥治理策略研究。擬通過污染
底泥治理策略專題研究，找到有效的方法，以減輕深圳河淤
積的污染底泥對環境造成的影響，為深圳河污染底泥的治理
提供依據及建議。該項目自2009年6月開始，將於今年底完
成。工作內容包括資料收集和分析、深圳河底泥污染調查、
污染底泥處理技術試驗、經濟技術可行性研究、制定污染底

泥治理方案等方面。該項目是改善深圳河水環境的一個重要
舉措。
此外，深圳河水面保潔項目是為解決深圳河水面大面積的垃

圾聚集、四處漂流的情況，而由深港政府於2003年起聯合開展
的一項長期性項目。通過對深圳河水面漂浮垃圾每天8小時不
間斷的清理，有效改善和提高了水面的清潔度，使深圳河的水
環境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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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在港舉辦的「深港聯合

治理深圳河三十周年」紀念活動

■深圳河四期工程河段原貌

■深圳河四期工程平面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