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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水资源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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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70%的表面被水覆蓋，
總量達13.86亿立方公里，其
中97.5% (135,100万立方公里)
是咸水 

• 只有2.5% (3,500万立方公里) 
是淡水，而当中超过2/3無
法供人類使用，例如冰封在
冰川、雪、冰層、永凍土中 

• 可用水佔其中0.4% (135,000
立方公里) ，地下水佔30% 
(1,060万立方公里) 
 

http://ga.water.usgs.gov/edu/2010/gallery/global-water-volume.html


水的用途 

 



 



人体中的水份 



水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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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用水需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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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每人平均用水量是
350立方尺。到2000年,这
数字己攀升致642立方尺,
即超过80%增長 
 

• 如計算間接用水，即工业、
農业、食品制作等， 按
2000年統計，每年全球用
水量近4,000立方公里，相
当於每人每天用水1,700公
升。 預料到2025年，每年
全球總耗水量将超过5,000
立方公里 
 

 
 
 



区域性缺水情况 

 

8 

• 全球的淡水一直维持在
12,500立方公里，但目前
用量仍不到其中三分之一 

• 全球很多地区處於缺水情
况。目前面臨缺水的人口
約有5亿, 分布在29个国家 

• 主要原因:人口分佈和降雨
区域錯配，在人口密集地
方缺乏可再生水資源，在
乾燥地区發展農业等等 

• 人口膨脹，城市擴張，生
活模式改变，水質污染及
氣候变遷, 加劇缺水情况 

 



 



区域性供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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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15亿人口靠地下水
生存。 

•每年抽取地下水量高達800

立方公里。 

•有些地区的降雨量少，導致
地下水無法再生。 

•大量抽取地下水可導致嚴重
的地層下陷，在沿海地区还
會造成海水入侵，将地下水
变成無法使用的苦鹹水。 

 

 



区域性競爭與衝突 

 

11 

•約有260个流域由两個以
上的國家所擁有，每因爭
相开發河水、截流、分流
而引發鄰國衝突。 

•下流居民对上流污染物的
排放感不滿。 

•上游省份水量釋放不足，
導致下游省份暴亂。 



氣候变化对水資源影响 

• 高温導致水表和植物的蒸發加快，减少供给，增
加需求，特别是灌溉用水 

• 气温上升導致積雪和冰河融化得更快。春天的河
水增加，但夏季的流量可能會減少，長期下來冰
雪的减少會嚴重危及許多流域。印度北部5亿人口
所依賴的印度河和恆河主要水源了是來自冰河融
化的雪水 

• 有些地方的年雨量可能变少，有些地方的雨量則
变得難以預測，季節性雨量变得難以匯集或是雨
勢过大而釀成水災 

• 海平面上升導致沿岸集水層盐化 



中國水資源問題 

• 中国至1949年至2004年, 農业用水量增加了4倍  ̧工
业用水量增加20倍, 城市生活用水量增加10倍 

• 中国的水資源極不平均，降雨量中東南面2,000毫
米雨量遞減至西北面25毫米雨量 

• 整体來說，中國是嚴重缺水 

• 中國的水資源問题在于幾方面： 
– 水資源短缺，導致大量开採地下水及地面沉降 

– 洪澇災害頻繁，導致嚴重经濟及人命損失 

– 水土流失嚴重，泥沙淤積，導致湖泊蓄水減退、加劇
洪澇、土地退化，耕地减少 

– 水污染日益嚴重，影响食水供应 





香港水資源的挑戰 

• 缺乏大型湖泊及河流 

• 有限土地資源興建水塘 

• 山多平地少，造成雨量分佈極不均匀，大帽山通常
錄得最高雨量 

• 位處亚熱帶，受季候风天气影响，造成季節性雨量
極不均匀,。约75%的雨水在5月至9月，而大部份在

暴雨及颱风期間下降，雨水無法有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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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膨脹，從1960年

的3百万人口增加到
2011年的7百万人口，

淡水需求迅速增加 



香港雨量情况 

天文台記錄钉平均每月雨量分佈 

1990-2011年雨水收集情況 



Source: DSD web site 



香港水荒問題 

•1963年及1967年香港鬧水荒，每隔4天供水4小時 



香港水資源的建設 

• 香港共建成17個蓄水水库，總容量5.86亿立方米，
包括: 

–薄扶林水塘建成于1877 

–船湾淡水湖建成于1968年 

–萬宜水庫建成于1978年 

• 香港1/3面積，约300平方公里闢為集水区及引水
道 

• 香港設有9个主要滤水厂，處理所有食用水，後送

到各配水庫，再输入民居使用 

 

 



大潭篤水塘 (1917) 

 



船湾淡水湖 (1968) 

 



万宜水庫 (1978) 

 



香港用水現狀 

• 香港總用水量目前是12亿立方米，其中约2.75亿
立方米是咸水 

• 2011/2012年總淡水用量是9.36亿立方米，平均每
人每天130公升 

• 香港平均降雨量是2,383mm，水塘平均收集2.4亿
立方米，只足夠供25~30%香港用水 

• 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连同冲厠用)是220升，
比星加坡152升，及全球平均用水量120升為高 

 

 



東江供水協議 

• 自1965年，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完成，香港输入
東江水，年供水0.68亿立方米 

• 2010/11年香港輸入7.17亿立方米東江水 

• 香港政府與東深供水有限公司簽訂供水協議，為
期3年 

• 最新一期由2012年1月1日开始生效至2014年12月
31日止 

• 固定金額為: 
– 2012年35.387 亿港元. 
– 2013年37.433亿港元. 
– 2014年39.593亿港元. 

• 總供水量不超过8.2亿立方米，最终不超过11亿立
方米 



東江走綫 

 



東深供水專用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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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江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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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樹壩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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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盆珠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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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供水系统截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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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泵房 

 



供水明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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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可達100 m/s 



供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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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湖抽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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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江水水質 

35 



香港用水展望及未來挑戰 

• 展望到2020年，随着人口增加，淡水用量會增至
9.91亿立方米，而到2030年至11亿立方米 

• 東江水供应广州(部份)、河源、惠州、東莞、深圳
及香港等市，合共超过4千万人口飲用。加上工业、
農业、發電等大量用水，東江承受沉重負荷 

• 随着内地人口增加、工业迅速發展、生活模式改

变，预料需求殷切。現階段广東省水利部負責每
年分配定量東江水给各市 

• 气候变化，導致雨量不隱定及 

    難於預測 

 

 

， 



香港的对策 

• 2008年水務署推行[全面水資源管理理策略 

• 用水需求管理措施 
–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節約用水 

– 提倡使用節約用水的器具 

– 透過更換及修復老化水管計劃，利用新科技改善水壓
管理及滲漏偵 察，從而加強控制滲漏 

– 擴展海水沖廁系統 

• 供水管理措施 
– 加強保護水資源 

– 積極考慮使用再造水 (包括循環再用洗盥污水及雨水) 

– 發展海水化淡的方案 

 



公共教育活勳 

 



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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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講座 

 



水資源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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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以『節約用水』為主題的公眾教育中心 
 



推行自願參與「用水效益標籤計劃」 

• 方便市民選用節水器具 

• 說明器具的耗水量及用水效益級別 

• 用水效益標籤已涵蓋的裝置和器具包括 

–沐浴花灑 (2009年9月) 

–水龍頭 (2010年9月) 

–洗衣機 (2011年3月) 

–小便器用具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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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海水沖廁系統 
• 廸士尼樂園已於2009年底轉用海水沖廁系統 
• 隨著薄扶林、元朗及天水圍的海水供應系統在

2014年前後落成 
• 現已開始規劃工作，以擴展海水沖廁系統至東涌
區，獲得海水沖廁服務的人口將增至八成半 

• 估計以上的海水沖廁系統啟用後每年可以為香港
節省3千萬立方米的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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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老化水管 

• 現正進行更換及修復水管計
劃，更換及修復 3000 公里的
老化水管 

• 分階段在所有供水區推行水
壓管理 

• 採用先進技術，加強偵測和
監察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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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區供應再造水 

 • 於昂坪及石湖墟進行的試驗
計劃已完成，確認了再造水
用於非飲用用途的可行性 

• 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已經
成立，為上水、粉嶺及新界
東北新發展區供應再造水作
出安排 

• 估計這計劃實行後每年可以
為香港節省2千1百萬立方米
的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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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盥污水回用及雨水集蓄 

• 從廚房、洗手盆等地方
(厠所除外)收集及處理污
水作循環再用 

• 從屋頂和地面收集及處理
雨水供循環再用 

• 現正在新建的政府樓宇及
發展計劃進行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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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新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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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海水化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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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委聘顧問進行策劃及勘查研究在將軍澳預留所需
土地 

• 期望利用逆滲透海水化淡技術生產食水，再混和由
傳統食水處理廠所生產的食水，以補充港島東、九
龍東及將軍澳一帶居民的用水所需 

新廠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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