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市建局2019年統計，全港有約
3,700幢樓齡50年或以上的樓宇，屬
「欠缺維修及保養」或「長期欠缺維修
及保養」，其中不乏渠管老化、亂駁及不
合理設計等問題。記者隨工程顧問巡查
土瓜灣及油尖旺區，發現其中不少舊樓
渠管存在各類安全隱患。屋宇署多年來
一直針對排水系統有問題的樓宇發出渠
務修葺令，但遵從情況不盡人意，在
2000年至今年發出的渠務修葺令中，有
約四分之一都未遵從。受沙士及淘大花
園事件影響，屋宇署在2003年4月展開
全港性的排水系統檢查計劃，加強樓宇
排水系統檢查。審計署曾在2005年批評
屋宇署未能有效監管渠務修葺工程，屋
宇署回應稱接納審計署所有建議。

屋宇署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至今年
1月期間共發出9,615張渠管修葺令，同
期已獲遵從的渠管修葺令有7,122張，
未遵從的則佔四分之一，涉及2,493
張，曾有個案超過期限5年都未遵從，
更有個案逾期10年未處理。

只檢外渠 須修例堵漏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任主席何鉅業表
示，屋宇署雖已加快跟進未遵從個案，
但渠務修葺令只針對私人樓宇的公共渠
管，只會檢查室外渠明顯破損和有跌落
風險的情況，室內渠管情況（包括便池
排氣喉、U形渠等）則不在檢查範圍
內，他呼籲當局盡快修訂《建築物規
例》，以彌補渠務修葺令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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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氣扇抽乾U渠水
評級指引未面世

新冠肺炎仍在全球大流行，疫情死
灰復燃的隱憂未消除，公眾除了

要注意個人衛生，喉管衛生問題同樣不
容小覷，但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同工程顧
問郭寶及李衛榮巡察土瓜灣、旺角一帶
的私樓，發現渠管問題仍一直存在。

劏房亂駁渠 受潮恐塌牆
郭寶指出，近年因為住屋需求大
增，舊區愈來愈多單位被改建成劏房，
每間劏房也需鋪設獨立廁所，以致渠水
管及糞渠胡亂搭建，部分更違反法例也
無王管。現場所見，土瓜灣不少位於街
道上方的露台或騎樓被圍封並改建為劏
房，從外牆就可以看到一些露台加裝糞
渠並接駁到主糞渠。
他說：「首先，這類改建已違反

《建築物規例》規定，新設的廁所及廚
房亦不能在位於街道上方的露台之內建
造，因為此類露台外牆無足夠的承重
力，長期作廁所或廚房使用則會過於潮
濕，有損壞牆體的風險。」

半開放設計 易淤塞漏毒
更值得關注的是劏房的糞渠接駁不
規範，部分糞渠沿牆壁幾經彎折才通向
主糞渠。郭寶說：「糞渠加裝分支就容
易造成負荷，加大爆渠風險，此外《建
築物規例》亦規定，除非無可避免，糞
渠不得有彎位，若彎位無法避免亦必須
成鈍角。」但現場所見，多數加裝的糞
渠彎位都是呈90度直角，明顯增加了
淤塞風險。
記者現場巡察亦發現，土瓜灣不少
舊樓的污水渠為半開放式（漏斗）設
計，多條由各單位伸出的細渠經一個方
形的集合箱進入外牆主渠，而集合箱並
無上蓋密封。李衛榮表示，「若任何一
戶住有新冠肺炎患者，他嗽口後將分泌
物吐入洗手盆排到污水喉，一旦集合箱
的污水量過多，這種半開放式的設計會
有污水溢出或飛濺的可能，其他單位便
有感染風險。」另外，如有雜物等跌入
水渠集合箱中，也容易造成渠管堵塞，

以及污水溢出，也會污染周圍環境。
本港渠管亂搭亂駁已是都市計時炸

彈，2003年淘大花園的播毒事件，引
致300多戶集體感染後，連世界衛生組
織也派專家來港調查及提出改善建議，
特區政府當時痛定思痛，屋宇署成立跨
部門的工作小組及與業界開會，研究修
訂《建築物條例》及《建築物規例》改
善樓宇設計及排污系統方案，以及修訂
喉管規格，防止病毒散播，包括要求新
建樓宇將洗手盆等污水集中於U形濾水
器處理，以發揮隔氣作用，採用分層式
污水管設計，以減少污水下沖時的壓力
等。
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透露，當年

政府打鑼打鼓與業界商討改善渠管設計
工作，業界也持開放態度接受新法規，
但之後卻沒了下文，他說：「可能係技術
以外的問題使方案胎死腹中。」

擬修例立法 只聞樓梯響
隨着沙士一去不返，政府的修例立

法工作只聞樓梯響，直至2005年出現
禽流感，渠管問題再受關注，屋宇署當
時接受傳媒查詢時，稱已委託顧問公司
對排水系統的規例進行研究，顯然由
2003年至2005年相關工作仍處於議而
不決階段。
直至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
洶，屋宇署再次提出兩項修例方案，包
括加強規管渠管設計。屋宇署接受查詢
時表示，該署正就《建築物(衞生設備
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
例》（《規例》）進行修訂工作。第一
階段的修例工作已於2015年完成，一
如以往，屋宇署會就第二階段的修訂諮
詢業界後向立法會提交法例修訂建議。
有關修訂亦同時包括考慮廢除可使用水
斗的相關規定。
發言人續說，根據《建築物條

例》，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渠
管修葺令，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萬元
及監禁1年，並在未有遵從命令期間，
每天另處罰款5,000元。

青衣長康邨康美樓及大埔富亨邨亨泰樓
糞渠播毒事件發生後，再次引起公眾對管
渠安全衛生的關注，其實這種都市計時炸
彈早在2003年沙士期間引爆過，淘大花
園逾300住戶因此染病，當年屋宇署與業
界磋商連串補救措施，然而17年過去，
香港文匯報翻查海量的文件，發現最少三
大關鍵性措施（見表）仍是未落實，包括
修訂喉管新規格、加強措施防止U形聚水
器乾涸、向公眾發出抽氣扇規格指引等仍
是交白卷。政府歎慢板下，記者到舊區巡
察私樓渠管設計，發現舊問題仍未解決，
隨時釀成淘大花園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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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士後3關鍵補救措施無影 糞管亂駁埋「炸彈」

護渠防爆疫 17年未搞掂

2493宗接令未修葺
最長逾期10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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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管問題跟進情況

■本港舊樓的渠管問題仍未解決。

■土瓜灣不少舊樓的喉管問題遭長拖。

■■糞渠多處已見滲漏糞渠多處已見滲漏，，外牆已生草外牆已生草。。

■■雨水渠中見到紙巾雨水渠中見到紙巾，，懷疑糞渠亂駁懷疑糞渠亂駁。。

■■半開放式的半開放式的
斗形污水渠斗形污水渠，，
多個分支匯入多個分支匯入
方形聚水盒方形聚水盒，，
有淤塞及液體有淤塞及液體
飛濺的風險飛濺的風險。。

■■後巷的雨水渠污水橫流後巷的雨水渠污水橫流。。

2003年沙士發生後，世界衛生組織環
境專家小組針對淘大花園疫情深入研
究，除了歸咎是屋苑部分單位的「U形
聚水器」乾涸，無法阻隔病毒散播外，
還特別提及浴室抽氣扇力度過大，達所
需的10倍，以致吹乾「U形聚水器」內
用作隔絕病毒的積水。針對世衛有關報
告，屋宇署當年稱會對抽氣扇進行研
究，並就不同單位面積釐定不同馬力的
抽氣扇類型，讓公眾選購時有適當指
引。然而，17年過去屋宇署只有針對從
業員的作業備考，未有兌現向公眾提供
一個簡易的選購抽氣扇指引或評級。
市民購買浴室抽氣扇時，要考慮抽氣

扇的馬力，馬力太小會使浴室通風不
足，馬力過大則會令「U形聚水器」容
易「乾塘」。香港測量師協會前會長何
鉅業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
長期使用抽氣馬力過大的抽氣扇可致
「U形聚水器」乾涸，「尤其有浴缸或
企缸的廁所，地台去水位可能長期無
水，更容易乾涸。」

未依世衛報告 至今無規管
世衛當年在報告中亦指出，浴室抽氣
扇的風力過強，病毒傳播的風險愈高，
因為當抽氣扇啟動時，強風使帶有病毒
的污水液滴經排污渠從乾涸的「U形聚
水器」及地面排水口倒流浴室內，甚至
經天井進入其他單位。
時任屋宇署副署長張孝威2003年表

示，署方將就不同單位釐定所應當安裝
的抽氣扇類型，讓市民得到適當指引。
但記者查閱資料顯示，目前香港並無條
例規管浴室抽氣扇抽氣量，也沒有供公

眾參考的選購指引。
坊間的抽氣扇，根據國際廣泛標準

ASHRAE62-2001來計算抽氣量，一般
住宅廁所抽氣量只需達到每秒25公升
（即每小時抽走90立方米的空氣）即
可。一般4吋抽氣扇的抽氣量為每小時
77立方米；6吋抽氣扇的抽氣量則達每
小時220立方米至290立方米；8吋的抽
氣扇每小時抽氣量更高達420立方米以
上。這些數值都相當技術化，普羅市民
不易理解，何鉅業建議一般家庭有窗的
浴室，籠統地選用4吋至6吋的抽氣扇
已足夠，切勿選擇抽氣量過大的抽氣
扇。

無窗廁所更易抽乾更危
至於無窗的廁所、即俗稱的「黑

廁」，屋宇署在1997年規定，「黑廁」
只要抽氣量達到每小時5次以上即可，
但所謂「每小時5次」是如何換算為抽
氣扇的每小時立方米？何鉅業表示屋宇
署卻未有給出指引。而對於「黑廁」而
言，何鉅業表示過高的抽氣量可能有更
大的安全風險，「因為黑廁無窗，如廁
所門緊閉的話，地台去水位將更容易被
抽乾。」
屋宇署發言人表示，2004年3月向業
界發出作業備考ADV-25，建議認可人
士為浴室和洗手間設置開口，以減輕因
抽氣扇作通風時減少負壓的形成，例如
門的底切或在門或牆上加設百葉窗等。
發言人又指，世衛轄下的環境衛生組建
議，浴室最佳通風量是每平方英尺以每
分鐘兩立方英尺運送（每平方米以每秒
10.2升運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