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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消防安全（建築
物）條例》，所有在1987
年3月1日或之前建成或批
出圖則的商住樓宇，必須符
合條例要求，提供合適的消

防安全裝置，而肇事唐樓於1951年落
成，也受《條例》監管。全港有1.35萬幢
舊樓需根據《條例》規定提升消防裝置，
但截至上月底，消防處和屋宇署只完成當

中9,702幢目標樓宇的巡查，尚未向肇事
唐樓展開聯合巡查，故此並未向相關業主
發出「消防安全指示」。

着令業主復原防火門
消防處表示，由2016年1月至今未有
接獲有關肇事唐樓阻塞逃生通道或消防安
全的投訴。另外，機電工程署稱初步調查
顯示肇事唐樓的起火原因，不涉及電力故

障。
屋宇署表示，昨日派人視察肇事唐樓後
確定結構安全，由於該唐樓閣樓、2樓及
3樓單位入口的防火門被移除，該署會向
有關業主發出法定命令，着令其糾正，而
該署事前並無接獲起火單位更改用途或違
反建築物條例的舉報。
另外，屋宇署曾於2018年9月10日向
肇事唐樓業主發出強制驗樓及強制驗窗通

知，但相關通知仍未獲遵從。

加裝水箱未必能承托
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副主席聶元風指

出，「1973年或之前落成的樓宇，因為
當年沒有規定要加裝消防設備，現在需要
逐步加裝，尤其有些唐樓的劏房間隔都採
用木材，木材抗火能力較低，一旦火勢全
面燃燒時，會加快蔓延速度。」不過，他

指加裝水箱或消防設備，亦要視乎大廈樓
層與天台的承托力是否足夠，要與政府相
關部門商討。
香港工程師學會消防分部發言人林振

敏亦指出，加裝喉轆與警鐘等並不困
難，但水缸容量大不能輕易加裝，「舊
樓當時的設計，結構上可否容納現時的
水缸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舊樓巡查未查到失火唐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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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的油麻地唐樓1951年落成，本身是住
宅用途，大廈建造時根據住宅人流不多的特徵
設計，故只有一個出入口及逃生門；亦因為沒
有預料到有大量人群聚集，所以該唐樓也沒有
安裝自動灑水系統。
據悉，涉事的尼泊爾無牌餐廳是一個5米乘

15米的開放式單位，事發時門外的蠟燭燒着
隔音板，這個門口正是餐廳唯一的出入口，卻
瞬間深陷火海中，使屋內約20人失去唯一逃
生門，有人臨急生智逃到洗手間，從洗手間的
窗口從一樓跳到後巷逃生。

溫度速飆升 呼救瞬靜默
由於沒有自動灑水系統的緣故，屋內溫度迅
速飆升，濃煙湧入屋，不少人被濃煙焗暈，有
目擊者表示，「最初聽到有屋內人士不斷叫救
命，但叫了數句之後便沒有聲音，可能係暈
咗。」
專家指出，油麻地、深水埗一帶的舊唐樓，
不少均與前晚起火的大廈一樣，均在上世紀五
十年代落成，大廈樓梯只有滅火筒，並無其他
防火設備，並不符合現時的消防標準。金科消
防顧問技術總監梁錦得指出，若只有一條樓梯
而改成商業用途，便有機會出現逃生通道不足
的情況。他續說，若加裝消防泵會增加電力供
應負荷，電燈公司會因應樓宇已有數十年歷史
而要求業主提升整座大廈的供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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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樓火煙奪七命
消防監管揭三弊

本港油麻地一座唐樓

前晚發生奪命火災造成7死11

傷，事後證實涉事唐樓缺乏消防裝

置、劏房林立，涉事單位更是無牌經

營的尼泊爾裔會所餐廳，有人在餐廳門

口點燃蠟燭慶祝「排燈節」（尼泊

爾新年），火種燃着隔音

板，最初只是一級火，後

來因為火勢迅速蔓延，

升為二級火，消防員花

8分鐘將火撲熄，惟火

災已釀成 7 死 11 傷慘

劇。火警級別低、火燒

時間短，卻釀成如此慘重

的死傷，揭示現場三大肇因，

包括零消防設施、走火通道不足、劏房

亂改間格加速濃煙蔓延。

油麻地大火現場附近不少
唐樓是「三無大廈」，無業
主立案法團、無任何形式的居
民組織，也無聘用物業管理公

司，有沒有安裝消防設施、有沒有
清理走火通道也無人管。據政府數
據，全港約有5,300幢「三無大
廈」，當中油尖旺區佔725幢。立法
會議員鄭泳舜昨日回應油麻地大火時
表示，政府雖然有資助舊樓安裝消防
設施計劃，但整幢大廈動工，工程費
隨時逾百萬元，每戶仍需負擔數以十
萬元計的工程費。這些舊樓住戶以低
收入人群為主，無力負擔，因此改建
工程進展十分不理想。
政府分別於2009年資助30億

元推出「樓宇更新大行動」，
2018年下半年再預備30億元推
出為期5年的「樓宇更新大行動
2.0」，資助較高風險的樓宇業
主進行所需的檢驗及修葺，期望
可以惠及 2,500幢舊樓。但由於
舊區「三無大廈」住戶大都為退
休長者，積蓄只希望用於安度晚
年，無力承擔巨額維修款，因此
申請加入復修計劃的舊樓極少。

鄭泳舜倡先維修後講錢
鄭泳舜建議政府檢視舊樓復修

計劃進度，普查有重大消防隱患的
舊樓，先行進行維修，之後再與全
幢大廈業主商量如何解決工程費。
他強調：「火災一單都嫌多，這些
舊廈劏房普遍，一旦火災會很嚴
重，大批住戶將無處逃生。」

三
無
大
廈
無
王
管

改
善
消
防
難
負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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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火災除了涉及無牌食肆，肇事
大廈劏房交錯也增加失火風險。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火災現場附近唐
樓，發現幾乎全部沒有安裝消防設施，

逾八成有非法劏房，走廊遍布易燃雜物，沒
有走火通道，不少天台門被反鎖，天台頂亦
建成天台屋租出。一旦發生火災，很容易整
幢大廈居民無路可走，釀成重大死傷慘劇。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各火警附近唐樓，其
中油麻地炮台街一個唐樓內，幾乎家家戶戶
門口都擺放鞋櫃等易燃雜物，天台上亦被蓋
成天台屋出租，天台門被反鎖，一旦低層發
生火警，樓上住戶將被困在當中無處可逃。

住戶：屋細雜物被迫擺走廊
居住在該唐樓一樓的劏房住

戶Bhazam表示，附近很多
少數族裔聚居，房租便宜，
因此他們全家也搬到這裏居
住。他也覺得住唐樓劏房有
很大消防隱患，但無可奈何。
「屋企過於狹窄，大家都把雜
物堆在走廊等公共通道節省居
住空間，以前我唔覺得有什麼
問題，現在也很擔心，但想不
出任何改善方法，只能自己多
加小心。」
住樓上的業主劉先生表示，他住這裏逾30

年，現在這附近成為少數族裔聚居地，幾乎
沒什麼消防意識，雜物亂擺、任意用火。天
台門也被人反鎖出租很久，但投訴無門，一
旦火災便不堪設想。整幢大廈大部分業主都
已搬出，將所擁有單位「一劏三」或「一劏
四」出租牟利，亂拉水電，「真係分分鐘漏
電火燭」，他雖然感到害怕，但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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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劏房住戶
Bhazam 亦對
唐樓消防隱患
感到害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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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唐樓走廊上甚至隨處堆放燃氣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唐樓後巷遍布火災隱患唐樓後巷遍布火災隱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消防員昨日在火災現場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市民昨日獻花哀
悼火災罹難者。紅
框為失火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油尖旺一帶舊廈
無牌食肆林立，很
難符合消防條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油麻地
一座唐樓前
晚發生奪命
火災造成7
死11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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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發生火災的無牌食肆只是冰
山一角，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巡查
多個少數族裔人士經常光顧的食
肆，發現大部分沒有領取食肆牌
照。根據香港的食肆牌照申請，處
所除了要符合衞生水平，還要符合
消防走火條例，以免一旦食肆有大
批食客聚集時失火，也有完備的走
火及消防設施，將傷亡減至最少。
不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到少數族

裔人士經常光顧的尖沙咀重慶大廈、
美麗都大廈等食肆巡查，發現大部分
是無牌經營，其中約三成餐廳的天花
都未見安裝消防花灑，除此之外，部
分走火通道的出入口也堆滿雜物和垃
圾，火災隱患令人擔憂。

失火恐釀人踩人慘劇
記者所見的無牌食肆非常狹窄，

個別餐廳更是生意火爆，一旦發生
火警，隨時釀成人踩人慘劇。另外
走火通道入口處也塞滿推車、紙
箱、膠凳，甚至音響，各式各樣的
雜物堆放，記者行經踩到紙皮險些
滑倒。也有大廈的地面走火通道口
擠滿大型垃圾桶及垃圾堆，原本狹
窄、骯髒的走火通道如此堆放垃
圾，多人逃生將會變得更困難。
附近居民張小姐表示，對大廈消

防安全隱患已擔憂多年，「我跟你
說，這裏的商戶想買火險，很多保
險公司來考察後都不受理，原因就
是太雜亂了！」張小姐稱雖然已向
管理處反應後巷衞生及消防問題，
但管理處均稱管不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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