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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香港半山馬己仙峽道  
雅賓利食水配水庫  

 
雅賓利食水配水庫 (前稱雅賓利配水庫 )建於一八八八至一八

八九年，為大潭水務工程的一部分。工程於一八八三至一八八九年

在柯寧 1(1857 – 1927 年 )的監督下進行，是繼薄扶林水塘於一八六

三年及其擴建部分於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七年期間落成後的第二個

供水計劃。計劃旨在把大潭谷的食水輸送至維多利亞城，即現時中

環及灣仔一帶 2，以應付當時的用水需求。為達到此計劃的目標，

有關工程包括四大主要項目：  
 

(a) 在大潭谷修建跨谷水壩，以興建水塘；  
(b) 鑽挖輸水隧道來貫穿水塘與黃泥涌峽之間的山丘； 
(c) 由隧道出口至雅賓利谷的沙濾池之間築砌有蓋磚

石輸水管和修建道路；以及  
(d) 在雅賓利谷輸水管末端興建沙濾池及配水庫。  

 
大潭水塘在此計劃下得以興建，食水藉著重力自流，從水塘水

壩輸送至大潭隧道入口的量水站。隧道由大潭谷一直伸延至黃泥涌

或跑馬地谷。在黃泥涌的隧道出口建有大潭輸水道 (後稱寶雲輸水

道 )。輸水道依山蜿蜒而建，連接位於雅賓利谷的沙濾池，即近現

今紅棉路頂端。食水經過濾後，會貯存在毗鄰的雅賓利配水庫。大

潭水塘於一八八三年動工興建 3，而寶雲輸水道則於一八八五年一

月開始興建，並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完工。同年 (一八八七年 )五月，

雅賓利沙濾池及配水庫進行招標，工程於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進

行。  

歷史價值  
 

                                                 
1 根據政府記錄，柯寧 於一八 八二至一 八八九 年擔任 工務 局助理工 程師。他隨後 在一 八九零年

加入利安 顧問有 限公司 (以 下稱「 利安」 )，並擔任合 伙人。該公 司最初 於一八 七 四年在香 港

由 Granville Sharp 及 William Danby 成立 ，原名 為 Sharp & Danby 事務所 。 Sharp 於一八八 零年退出

公司，其 後 Robert K. Leigh 及柯寧分別 於一八 八二年 及一 八九零年 加入。 本港很 多著 名歷史建

築 皆 為利 安 的 作 品 ，包 括 舊 牛 奶 公司 倉 庫 (一 級 歷史 建 築 )、 猶太 教 莉 亞 堂 (一級 歷 史 建 築 )、
舊病理學 院 (法定古 蹟 )、香 港大學主 樓 (外部列 為法定 古蹟 )、梅夫人 婦女 會主樓 (外部列為 法

定古蹟 )及聖 安德烈 堂 (一 級 歷史建築 )。  
 
2 山頂區及 維多利 亞城的 人 口 (平 民 )如 下 :  
 

年 份  山 頂區 (平 民 )  維 多利 亞城  (平民 )  合 計人 口  
1897 2 008 166 970 168 978 
1901 2 224 181 918 184 142 
1906 2 249 180 977 183 226 
1911 2 304 225 521 227 825 

 
由於供水 情況改 善，市區範 圍逐漸擴 展至港 島東面。大 潭水務工 程 紓 緩 了 中 區 的 用 水 需 求 ，

把城市範 圍伸延 至港島 東面 ，擴大了 本港的 市區範 圍。  
 
3 大潭水務 工程竣 工後，薄 扶林谷及 大潭谷 成為兩 大主 要供水來 源。根據 一八 九六 年的《香港

維多利亞 城及山 頂區供 水情 況報告書 》（ 報告書第 9 1 段 ），大 潭水務 工程完 成後， 薄扶林及

大潭兩個 水塘的 容量分 別為 6  8 0 0 萬加侖及 3 億 9   00 0 萬加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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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賓利配水庫原為露天配水庫，闊 150 呎、深 30 呎，並跨越

雅賓利明渠。該明渠用以疏導溪水和洪水，由花崗石拱券組成，拱

券頂部於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鋪上混凝土。配水庫容量為 570
萬加侖 (約 25 912 立方米 )，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383.5 呎 (約
116.9 米 )。來自大潭水塘的原水先流經寶雲輸水道，在雅賓利沙濾

池過濾後進入配水庫。經過濾的食水會藉著重力自流由鑄鐵水管輸

送，流經當時的花園道抽水站及亞畢諾道抽水站，然後輸送至維多

利亞城低地地區的樓房。該兩個抽水站會由流經的食水產生液壓動

力，把食水分別輸往當時的山頂道配水庫及位於羅便臣道庇理羅士

臺以南的配水庫。 4 
 
跨海水管於一九三零年代鋪設。城門谷收集的原水於石梨貝過

濾後，經跨海水管輸送至香港島，以增加港島的食水供應。 5 食水

經花園道抽水站輸送至雅賓利配水庫。自始，雅賓利配水庫便可同

時接收兩個供水來源的過濾水。一方面，原水經寶雲輸水道輸送到

雅賓利沙濾池過濾，然後貯存在毗鄰的雅賓利配水庫。另一方面，

經過濾的食水由城門谷經花園道抽水站輸往雅賓利配水庫，在進入

雅賓利配水庫前，雅賓利抽水站內的量水站會量度食水的流量。該

抽水站建於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後稱為雅賓利食水抽水站。  
 
現時，由雅賓利配水庫供應的食水，可以是由大埔濾水廠或沙

田濾水廠過濾，然後通過跨海水管輸送，再經多重抽水站輸往雅賓

利配水庫。配水庫現時仍然運作，主要供水給部分上環、中環及半

山一帶的地區。  
 
多年以來，上環、中環及半山一帶的供水來源及配水系統已有

所改變。現存的大潭水塘建築群、寶雲輸水道及雅賓利配水庫在歷

史上是緊緊連繫的水務建築群，見證了上環、中環及半山地區的發

展和供水歷史。  
 

雅賓利配水庫原為露天配水庫，於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才加

建頂蓋。一九四八年進行有關香港水務設施的研究載述： 6 
 

建築價值  

                                                 
4 山頂道配水庫 (又 稱山頂 道 食水缸 )，位 於半山 ，主要 供應食水 給維多 利亞城 東部 而並非山 頂

區；它並 不是建 於一九 三九 年的山頂 道配水 庫。另 外，根據一九 零一年 的地圖，庇 理羅士臺

是位於羅 便臣道 ，它其 後亦 被拆卸。  
 
5 雅賓利沙 濾池的 功能， 因 城門水塘 食水會 被過濾 後才 輸往香港 島而逐 漸減退 。  
 
6 Leonard JACKSON 《香 港水 務》，一 九四 八至一 九四九 年香港工 程協會，一九 四八 年十二月 (第

3 號第 I I 冊 ) (香港： 樂古印 務有限公 司，一 九四九 年 )，頁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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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雅賓利配水庫外，所有配水庫皆有頂蓋密封。由於食水

已經過濾和加有氯氣，可供飲用，因此密封的設計非常重要，

可確保食水供應的安全，免受污染。早期的頂蓋由石柱支撐

磚砌平拱，但較近期的則全以鋼筋混凝土建成。頂蓋一般屬

樑板建築。」  

 

雅賓利配水庫原為單間構築物，呈直角梯形，佔地約 3 496 平

方米，容量則約為 25 912 立方米。這配水庫是香港現存五個百年

配水庫中，以面積及容量計算最大的一個。  
 

 水務設施名稱  面積  
(平方

米 ) 

容量  
(立方米 ) 

落成年

分  

(i)  雅賓利食水配水庫  3 496 25 912 1888 至

1889 年  
(ii)  前油蔴地配水庫  163 740 1894 年  
(iii )  山頂食水配水庫  360 1 859 1897 年  
(iv) 歌賦山食水配水庫  200 961 1903 年  
(v) 
 

前深水埗配水庫  1 600 9 900 
(於 1951 至 1952 年減

至 4 800 立方米 ) 

1904 年  

 
雅賓利配水庫以混凝土建成 7，混凝土圍牆以毛石作飾面。配

水庫於一九二九年加建一道分隔牆，食水供應因而不會受維修保養

的影響而中斷。但配水庫運作時，水位亦可超越分隔牆的高度。一

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間，頂蓋以鋼筋混凝土樑板建成。大部分鋼筋

混凝土支柱的切面分別為 15 吋乘 15 吋，部分為 16 吋乘 16 吋或

18 吋乘 18 吋，每條支柱均有四方錐台柱頭及四方錐台基座。 8 此

外，排氣管、通風井、靜水井及進出水管、溢流管及排水管 (在維

修工程開展前，排水管會把所有食水排走 )等重要的功能性構件仍

然可見。  

 

 
從雅賓利食水配水庫徒步可至的歷史建築，包括舊域多利軍營

蒙高瑪利樓 (一級歷史建築 )、聖保羅男女中學及基督科學教會香港

第一分會 (同為二級歷史建築 )等。  

組合價值  

                                                 
7 堅固的結構使 配水庫 和相 鄰的沙濾 池能抵 受 1 8 8 9 年的大暴雨 。 1 8 8 9 年 5 月 2 9 日至 3 0 日，

約有 1 8  0 0 0  立方碼（約 1 3  7 6 1  立方米）的泥 土從配 水庫和沙 濾池的 斜坡沖 走。 此外，大

約 2 1  00 0 立方碼（約 1 6  0 55 立方米）的 碎屑沉 積在配 水庫中。 儘管如 此，配 水庫 的混凝土

結構仍然 非常堅 固。  
 
8  ( i )支 撐內托 板的支 柱切面 為 1 5 吋乘 1 5 吋；  

( i i )支撐 橫跨明 渠橫 樑的支 柱切面為 1 8 吋乘 1 8 吋；以 及  
( i i i )餘下 的支柱 ，包括 位於 明渠與西 面牆之 間，沿 北面 、東面及 南面牆 而建的 外圍 支柱，其

切面均為 1 6 吋乘 1 6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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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賓利配水庫曾為大潭供水系統重要的一環。截至二零二一

年，配水庫在過去 133 年一直為上環、中環及半山一帶供應可安全

飲用的食水，並為改善衞生而發揮重大作用，因此對該地區的居民

有重大社會價值。此外，配水庫的頂部自一九五零年代起用作婦女

遊樂會的網球場，網球場上的通風井顯示該處地底有水務設施。對

當地社區及遊樂會會員來說，配水庫具一定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

值  
 

配水庫較重大的改動是於一九二九年加建分隔牆，以及於一九

五三至一九五四年興建鋼筋混凝土頂蓋，亦曾更換通風井，惟沒有

對於一八八八至一八八九年落成時的原貌構成影響。  
 

保持原貌

程度  

    雅賓利食水配水庫曾是大潭水塘建築群供水系統的一部分，

為本港現存歷史最悠久並仍然運作的配水庫，也是現存五個百年配

水庫之中容量及面積最大。配水庫見證了上環、中環及半山一帶的

發展和供水歷史。以毛石作飾面的混凝土圍牆，展示了十九世紀末

至二十世紀初傳統與現代建築技術和物料的融合。此外，排氣管、

靜水井、進出水管，以及排水管等重要的功能性構件，均仍然狀況

良好。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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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香港山頂柯士甸山道  

山頂食水配水庫  
 

    山頂食水配水庫  (前稱山頂配水庫 ) 是山頂首個配水庫，

於一八九七年落成。一八九零年，當局首次建議為山頂區 1 興
建以水塘為本的供水系統，而山頂配水庫曾是該系統的一部分。

當時 (一八九零年 )，建於一八六三年的薄扶林水塘在一八六六至

一八七七年期間已進行多次擴建，容量亦由 200 萬加侖增加至 6 
800 萬加侖，每天最高可供應達 200 萬加侖食水量。此外，當局

於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興建薄扶林輸水管 (18 吋乘 18 吋 )以取

代原有只有 10 吋直徑的水管。薄扶林輸水管在山坡上的高度約

為法定基準線上 500 呎 (約 152 米 )，一端連接薄扶林水塘舊石壩

(二級歷史建築 )旁的量水站 (法定古蹟 )，另一端則連接半山己連

拿利谷東面的雅賓利貯水缸。輸水管建成後，可藉著重力自流把

食水從薄扶林輸送到羅便臣道或更高的地方。然而，這些食水只

限於供應西營盤、上環及中環地區，位於高處的山頂區則只能依

靠水井供水。     
 
儘管如此，山頂纜車於一八八八年啟用，促使山頂區人口逐

漸增加。一八九零年一月三十日，英國皇家代理人顧問工程師查

維克 2 (1844-1913 年 )提交建議書，並提議為山頂區供應已過濾

的食水。計劃內容如下：   
(a)  從薄扶林配水庫輸水至山頂；  
(b)  把位於己連拿利谷的鑄鐵貯水缸遷移至山頂區；   
(c)  從抽水站鋪設三吋直徑水管至山頂；以及  
(d)  在整個山頂區鋪設輸水管。   
 
根據政府記錄，查維克建議的工程於一八九零年代初期開始

進行。工程包括在花園道、亞畢諾道及般咸道興建抽水站，供水

歷史價值  

                                                 
1 山頂區的英文 為 Peak District 或  Hill District。根據《一九 零四年山 頂區保 留條例 》，「 山頂區 」

指「位於 香港島 內 7 8 8 呎等高線以上 ，並貫 穿中峽 或墳 場峽的南 北等高 線之西 邊所 有地

區，包括 金馬倫 山、歌 賦山 、奇力山 及扯旗 山」。  
 
2 查維克在 胡列治 皇家 軍事 學院就 讀， 接受培 訓成 為土 木工程 師後 ，於一 八六 四至 一八七 三

年間隸屬 皇家工 程師。他辭 去職務後 出任英 國皇家 代理 人顧問工 程師，於一 八八一 年獲委

派到香港 擔任特 別專員。 在 香港逗留 數月期 間，負責 研 究香港的 衞生及 公共健 康問 題。殖

民 地 部 於 一 八 八 二 年 發 表 「 查 維 克 香 港 衞 生 情 況 報 告 書 」。 該 報 告 建 議 推 出 改 善 衞 生 的 措

施，包括建 立食水 供應和 污 水處理系 統、改善 渠務設 施 、提供公廁、 公共浴 室及清 潔的市

場 等 ， 並 建 議 成 立 潔 淨 局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成 立 )。 查 維克 於 一 八 九 零 年 回 港 跟 進其在 一 八 八

二 年 提 出 的 建 議 。 他 在 馬 爾 他 興 建 水 務 設 施 有 功 ， 於 一 八 八 六 年 獲 授 勳 銜 (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 (CMG))。由於香 港於一 八九四 年起爆發 鼠疫，政府 決心加 快改善

香港的衞 生狀況。 因此，查 維克於一 九零二 年第三 度獲 委派到香 港，就如 何改善 香 港的衞

生狀況提 供意見。 當時他 集 中處理街 道污水 渠、排水 渠 及明渠設 施。查維 克對制 訂 一九零

三年的《 公共衞 生及建 築物 條例》作 出莫大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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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至薄扶林輸水管所處的高度及更高地勢的地方。般咸道抽水

站於一八九一年興建 3，並把已經過濾的薄扶林食水輸往山頂

區。自此山頂區便可依靠該抽水站供水。惟抽水站出現機械故障

或需要維修時，該區食水供應便會中斷。一八九六年，山頂區人

口約二千人，每天耗水量為 40 000 加侖。時任公務局局長谷巴

建議興建有蓋的配水庫，為整個地區貯存十天供水，即 400 000
加侖。    

 
一八九六年十一月，當局為在扯旗山興建配水庫及宿舍進行

招標。山頂配水庫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落成，可貯存 409 000 加

侖 (約 1 859 立方米 )食水，相當於山頂區人口約十天供水量，最

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1 751 呎 (約 533 米 )。配水庫建築大部分

以水泥混凝土建造。由於大量石料可就地取材，牆身外露部分以

毛石鋪面，頂蓋為「水泥砂漿建成的磚砌拱部，以磚柱及拱券支

撐」4。為看守此配水庫及附近水管而建造的看守員及工人宿舍，

亦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落成。   
 
薄扶林水塘的食水經薄扶林濾水池過濾後，便由般咸道抽水

站輸往山頂配水庫。抽水站所處地其後於一九一四年移交香港大

學。新薄扶林道抽水站於同年落成，並取代般咸道抽水站，自一

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輸水至山頂 5。    
 
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五年間，維多利亞城及山頂區人口每人每

天耗水量為 14.6 加侖至 16.8 加侖不等。根據《一八九七年公務

局局長年報》，該年輸往山頂區的總水量為 15 318 000 加侖，相

當於約 2 023 人平均每天耗水量 41 967 加侖，亦即每人 20.74 加

侖。一八九八年，總水量為 18 180 000 加侖，相當於估計人口     
2 500 人平均每天耗水量 50 000 加侖，亦即每人 20 加侖。   

 
於一八九七年建成的山頂配水庫，連同一九零三年建成的歌

賦山配水庫，有助於保障生命與財產免受火災損害。根據《一九

零五年公務局局長年報》，由於山頂及歌賦山配水庫相繼落成，

以及抽水及輸水設施得到改善，山頂區得以在該年首獲安裝消防

                                                 
3 抽水站位於 現時香 港大學 東閘，即 本部大 樓與馮 平山 樓 (兩 者皆為 法定古 蹟 )之 間 。  
 
4 一八九八年五 月二十 八日 刊登於《 香港政 府憲報 》 第 2 4 1 號政府公告， R.D. ORMSY《一八

九七年公 務局局 長年報 》， 頁 4 7 5。  
 
5 一九八零年代，薄 扶林道 抽 水站因道 路擴闊 工程而 被清 拆，由西區食 水及海 水抽水 站取代。

西區食水 及海水 抽水站 的英 文名稱為 Elliot Fresh Water and Salt Water Pumping Station，其後更名為

Western Fresh Water and Salt Water Pumping Station，中文名稱不 變。該抽 水站位 於薄扶 林道抽 水站部

分舊址， 香港潮 商學校 對面 ，現時香 港大學 周亦卿 樓西 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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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山頂在該年內一共安裝了 57 個消防栓。 6  
 
現時，配水庫供應的食水可以是由大埔濾水廠或沙田濾水廠

過濾，然後通過跨海水管輸送，再經多重抽水站輸送至山頂食水

配水庫。配水庫仍然運作，藉著重力自流供水與位處山頂區地勢

最高一帶 (包括扯旗山的柯士甸山道和盧吉道，以及奇力山 )的住

宅。 7   
 
多年以來，山頂供水來源及配水系統已有所改變。現存的薄

扶林水塘、薄扶林輸水管及山頂食水配水庫是歷史上緊緊連繫的

水務建築群，見證了山頂的發展和供水歷史。  
 
山頂食水配水庫為有蓋的單間構築物，容量約為 1 859 立方

米，最高水位約為法定基準線上 533 米。配水庫呈長方形，佔地

約 360 平方米 (約 24 米乘 15 米 )。山頂食水配水庫以磚、石材及

混凝土建成，是一項糅合傳統與現代建築技術和物料的土木工

程。  
 
配水庫北立面牆身的外部被回填土覆蓋至頂部，使該處地平

升高。餘下三面的混凝土圍牆周圍有填土坡及向外的砌石擋土

牆，東南角的兩面均有砌石扶壁。混凝土圍牆外面以毛石舖面，

向內一面則以層砌石舖面。拱形天花由一層混凝土橫樑、多排磚

拱及磚柱支撐。頂部的紅磚以順磚式築砌。配水庫內共有 24 條

切面為 690 毫米乘 460 毫米的支柱 :  東、西面圍牆較長，排列成

六行；南、北面牆較短，則有四行。每條支柱的頂部均有一斜頂

混凝土塊，支撐兩邊拱券的末端。南面立面較短，西面立面則較

長，由地面至拱形天花 (或拱券 )中央的最高點，高度分別約為 5.5
米及 4.3 米。  

 
除混凝土圍牆、拱券、支柱、拱形天花外，內部還可看見其

他與配水庫運作相關的構件，包括配水庫頂的排氣管及通風井、

北牆的進水管，以及連接至西牆外面隧道入口的出水管及排水管

建築價值  
 

                                                 
6 根 據 報 告 所 載 ， 當 局 就 於 山 頂 區 各 處 安 裝 消 防 栓 系 統 的 問 題 已 考 慮 數 年 ， 其 困 難 在 於 抽

水 及 貯 水 設 施 不 足 。 假 如 把 水 用 作 消 防 用 途 ， 一 般 用 途 的 供 水 便可 能 會 因 而 中 斷 。 當 局

其 後 安 裝 了 三 吋 上 行 輸 水 管 至 歌 賦 山 配 水 庫 ， 再 置 一 台 新 的 蒸 氣 抽 水 發 動 機 ， 並 擴大 上

行輸水管 連接山 頂配水 庫， 最終克服 困難。 山頂在 一九 零五年合 共安裝 5 7 個消防 栓。   
 
7 山頂配水庫的 最高水 位為 法定基準 線上約 5 3 3 米。這 些建有住 宅的地 方最高 點載 列如下，

以供參考 ：  
( i )  柯士甸山 道：主 水平基 準以 上約 4 7 0 米；  
( i i )  盧吉道： 主水平 基準以 上約 4 1 0 米；  
( i i i )  種植道： 主水平 基準以 上約 4 5 5 米；以及  
( i v )  奇力山： 主水平 基準以 上約 5 0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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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修工程開展前排水管會把所有食水排走 )。  
 
山頂食水配水庫與山頂其他歷史建築物具有組合價值，當中

包括水務署的山頂倉庫 (二級歷史建築 )、明德醫院的歷史建築 (一
幢二級和三幢三級歷史建築 )、爐峰峽電力分站 (三級歷史建築 )，
以及盧吉道 27 號 (一級歷史建築 )等住宅。    
 

組合價值  

山頂食水配水庫屬地下水務設施，配水庫本身的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有限。惟配水庫曾是薄扶林供水系統的伸延部分，為山

頂居民供應可安全飲用的食水，並為保障衞生一直發揮重大作

用。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多年以來，山頂食水配水庫雖然就其地面、牆身及支柱加

上防水塗層，但無損於一八九七年落成時的原貌。  
 

保持原貌程

度  
 

山頂食水配水庫是薄扶林水塘供水系統的一部分，為現存歷

史最悠久的配水庫之一，也是山頂首個配水庫。山頂食水配水庫

見證了山頂的歷史發展，更是山頂供水系統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配水庫位於扯旗山頂峰近最高處，其重力自流供水區覆蓋山頂區

大部分人居住的地方。配水庫現時仍然運作，為山頂居民供應安

全食水發揮重大作用。以毛石鋪面及石砌扶壁支撐的混凝土圍

牆、磚拱及磚柱，展示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傳統與現代的

建築技術和物料的融合。此外，排氣管、通風井、進出水管、排

水管，以及連接的隧道入口等重要的功能性構件，均狀況良好。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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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香港山頂普樂道  

歌賦山食水配水庫  

 
    歌賦山食水配水庫 (前稱歌賦山配水庫 )位於山頂，於一九零三

年落成。 1 這是繼一八九七年落成的山頂食水配水庫後，在山頂區

興建的第二個配水庫。山頂配水庫位於扯旗山頂峯，藉著重力自流

為山頂區最高一帶的住宅供水。  然而，隨著山頂人口不斷增加 2，

夏季的食水供應難以維持，並不時停止供水。當局為應付用水需求，

便採取措施，鋪設由般咸道至扯旗山的第二條上行輸水管。可是，

山頂供水情況仍然欠佳，直至歌賦山配水庫落成後，可從寶雲道抽

水站輸水，情況才得以改善。  
 
    一九零一年七月，當局為歌賦山配水庫的建造工程招標。地盤

平整工程的挖掘工作於一九零二年年底完成。工程期間挖到大量岩

石。此外，從寶雲道抽水站連接歌賦山配水庫的三吋直徑鍛鐵水管

亦已鋪設。歌賦山配水庫於一九零三年十月投入運作，為山頂區東

部供應食水，包括供水給白加道及馬己仙峽一帶的房屋。  
 
    原水從大潭水塘的水壩，藉著重力自流輸送至大潭隧道入口的

量水站。該隧道由大潭谷伸延至黃泥涌或跑馬地谷，在黃泥涌的隧

道出口建有大潭輸水管 (後稱寶雲輸水道 )，輸水管依山蜿蜒而建，

連接位於雅賓利谷的沙濾池，即近現今紅棉路頂端。大潭水塘於一

八八三年動工興建，而寶雲輸水道則於一八八五年一月開始興建，

並於一八八七年五月完工。部分經大潭隧道和寶雲輸水道輸送的原

水，在寶雲道沙濾池經過濾後，由寶雲道抽水站輸送至歌賦山配水

庫。該配水庫的最高水位為法定基準線上 1 518.25 呎 (約 462 米 )，
容量為 211 500 加侖 (約 961.5 立方米 )。 3     
 

於一九零三年建成的歌賦山配水庫，連同一八九七年建成的山

頂配水庫，有助於保障生命和財產免受火災損害。根據《一九零五

歷史價值  

                                                 
1 山頂食水配水 庫 (前稱山 頂 配水庫 )於一 八九七 年落成 ，是山頂 首個配 水庫。  
 
2 山頂區及維多 利亞城 的平 民人口：  
 

年 份  山 頂區 (平 民 )  維 多利 亞城 (平民 )  總 人口 (平 民 )  
1897 2 008 166 970 168,978 
1901 2 224 181 918 184,142 
1906 2 249 180 977 183,226 
1911 2 304 225 521 227,825 

 
3 原 水 並 不 輸 送 至 輸 水 道 末 端 的 雅 賓 利 谷 ， 而 是 經 寶 雲 道 沙 濾 池 過 濾 。 然 而 ， 原 水 在 寶 雲 輸 水

道 輸 往 雅 賓 利 谷 前 這 個 過 程 ， 並 非 一 八 八 八 年 大 潭 水 務 設 施 原 先 的 設 計 。 寶 雲 道 沙 濾 池 、 配

水庫及抽 水站建 於一九 零零 年左右， 而當時 大潭水 塘的 水壩加高 工程已 經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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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務局局長年報》，由於山頂及歌賦山配水庫相繼落成，以及抽水

及輸水設施得到改善，山頂區得以在該年安裝 57 個消防栓。 4     
 

現時，歌賦山配水庫供應的食水是由大埔濾水廠或沙田濾水廠

過濾，然後通過跨海水管輸送，再經多重抽水站輸送至歌賦山食水

配水庫。配水庫仍然運作，藉著重力自流供水給附近地區，包括白

加道、施勳道、山頂道及歌賦山道等地方。 5   
 
多年以來，山頂區的供水來源及配水系統已有所改變。現存的

大潭水塘建築群、寶雲輸水道及歌賦山食水配水庫是歷史上緊緊連

繫的水務建築群，見證了山頂區一帶，特別是歌賦山附近地方的發

展和供水歷史。  
 

    配水庫為單間構築物，呈長方形，面積約 200 平方米 (25 米乘

8 米 )，容量約為 961.5 立方米。配水庫南面牆身的外部被回填土覆

蓋至頂部，而北面大部分外露的圍牆則以層砌石鋪面。拱形天花以

混凝土建成，較短一邊嵌有 13 根輾鋼工字樑，並以 26 條磚柱支撐，

分別兩排各 13 條，配以花崗石墊石作柱頂支撐。每條磚柱的切面約

為 14 吋乘 19 吋，並經批灰。配水庫建築糅合傳統與現代的建築技

術和物料。出水、進水及排水口集合於一處，位於北面中間位置。

溢流管則設於配水庫東面牆的中央。管道和通風井曾於一九七三、

二零零八及二零二零年改建。  
 

建築價值  
 

從歌賦山食水配水庫徒步可至的歷史建築，包括政務司司長公

館 (二級歷史建築 )、舊域多利醫院產科大樓、山頂警署和歌賦山變

壓站 (同為三級歷史建築 )等。    
 

組合價值  

自一九零三年起，歌賦山食水配水庫屬地下水務設施，本身的

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有限。惟配水庫曾是大潭供水系統的伸延部

分。時至今日，配水庫仍然為附近一帶居民供應安全食水，並為改

善衞生發揮重大作用。因此，配水庫對該區居民有重大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

值  
 

雖然沒有維修記錄，但是配水庫內 100 毫米厚度的混凝土地板

相信是於一九七零年代覆蓋在原地板上，通風井亦曾於二零二零年

更換。惟以上工程皆無損配水庫於一九零三年落成時的原貌。   

保持原貌

程度  
 

                                                 
4 根 據 報 告 所 載 ， 當 局 就 於 山 頂 區 各 處 安 裝 消 防 栓 系 統 的 問 題 已 考 慮 數 年 ， 其 困 難 在 於 抽 水 及

貯水設施 不足。假如 把水用 作消防用 途，一般用 途的供 水便可能 會因而 中斷。當局 其後安裝 了

三吋直徑 的上行 輸水管 至歌 賦山配水 庫，再 置一台 新的 蒸氣抽水 發動機，並擴 大上 行輸水管 連

接山頂配 水庫， 最終克 服困 難。山頂 在一九 零五年 合共 安裝 5 7 個消防栓。  
 
5 位於歌賦山配 水庫更 高位 置的房屋 ，則由 山頂食 水配 水庫利用 重力自 流供應 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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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賦山食水配水庫曾是大潭水塘建築群供水系統的一部分，現

時仍然運作，在為山頂地區包括白加道、施勳道、山頂道及歌賦山

道一帶居民供應安全食水上扮演重要角色。配水庫見證了該地區的

發展和水務歷史。混凝土圍牆以毛石鋪面，展示了十九世紀末至二

十世紀初本港傳統與現代的建築技術和物料的融合。此外，排氣管、

進出水管，以及排水口等重要的功能性構件，均狀況良好。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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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九龍深水埗巴域街 2 號  
石硤尾健康院  

 
 

石硤尾健康院 (下稱「健康院」 )樓高兩層，以分科診所規格

設計和建造，內有普通科門診診所、胸肺科診所連 X 光部、母嬰

健康院及助產士宿舍 1。健康院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

幕，由深水埔街坊會會長黃伯芹 2主禮。 3建築物座落石硤尾徙置

區內，即現今的石硤尾邨。  
 

健康院的興建與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大火有關，因獲得石硤尾

六村火災急賑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4捐資興建。大火後成立的

委員會由黃伯芹擔任主席。當時，委員會向大火災民提供緊急援

助後，剩餘 267 830 元捐款。 5 委員會遂呈請政府批地建校，但

被有關政府部門拒絕，並反建議在新落成的石硤尾徙置區開設診

所，讓當區居民受惠。這項建議於一九五四年獲社會局長及醫務

衛生總監支持，並由醫務衛生署 6 (自一九八九年起重組為衞生

署 ) 營運。   
 
直至一九五四年，政府在災場已清理的土地上合共興建了

98 幢兩至三層高的臨時平房及八幢六層高的徙置大廈，以安置

大批災民。 7 隨後八年，當局在當時稱為石硤尾徙置區的位置再

興建 21 幢七層高的徙置大廈。直至一九五七年四月，即健康院

開幕前，該徙置區人口已達 37 000 人。 8 由於政府預見該區日

歷史價值  

                                                 
1  HKRS156-1-4407，《九 龍 石硤 尾擬 建 診 所》，一 九 五 四年 四月 二 十 日至 一九 六 九 年六 月十 三 日，

附 件 3 7。  

2   「 石 硤 尾健 康院，開幕 典 禮紀 盛 」，《 華 僑日 報 》，一九五 七 年 十一 月三 十 日。黃 伯芹 為 深 水

埗 有 名 鄉 紳 。 他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成 立 深 水 埔 街 坊 會 ， 成 為 本 港 其 他 地 區 街 坊 福 利 會 的 典 範。

政 府 為 表揚 黃伯 芹 慈 善為 懷， 於 一 九五 五年 向 他 頒授 OB E 勳 銜。  

3  “New Health Centre in Kowloon”，《 南 華早 報》，一 九 五 七年 十一 月 三 十日 。  

4  石 硤 尾 六村 由石 硤 尾 上村、石 硤 尾 下村、白 田 上 村、白田 下 村、窩仔上 村 及 窩仔 下村 組 成。  

5  HKRS156-1-4407，《九 龍 石硤 尾擬 建 診 所》，一 九 五 四年 四月 二 十 日至 一九 六 九 年六 月十 三 日，

附 件 8。  

6  HKRS156-1-4407，《九 龍 石硤 尾擬 建 診 所》，一 九 五 四年 四月 二 十 日至 一九 六 九 年六 月十 三 日，

附 件 6。  

7  政 府 檔 案處，「 同 一屋 簷 下」，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utsr/part2/tc/f.htm#ad-image-2>，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五月 三日 存 取 。  

8  「徙 置 屋 邨 的人 口 分 布」，《一 九 四 七至 一九 六 七 年香 港統 計 》，香 港：香 港 政 府統計 處，一

九 六 九 年，第 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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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口越趨稠密，對醫療服務有殷切需要，因此認為應在石硤尾

徙置區內或附近提供醫療設施。 9 此外，醫務衛生總監於一九五

四年曾建議該醫療設施應以分科診所形式提供多元化服務，除普

通科門診設施，還應設有母嬰健康院、胸肺科診所、學校健康診

所、牙科診所，以及生死登記處。10 健康院設有普通科門診診所、

胸肺科診所連 X 光部、母嬰健康院及助產士宿舍。 11  
 
石硤尾區缺乏可使用的土地，主教山西北山腳的地方雖然建

有一幢兩層高的臨時平房，但由於它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地盤平

整工程，又鄰近石硤尾區，方便當區居民；加上考慮到健康院大

部分的建築費用是來自賑濟石硤尾大火災民的捐款，它似乎是唯

一興建健康院的合理選址。臨時平房被拆卸後，工務局於一九五

七年三月開展建造工程，並於同年十一月完工。12 健康院的實際

建築費用為 380 378 元，當中 267 830 元由委員會籌集的捐款支

付。13 鑑於委員會於興建健康院的重要貢獻，建築物的名稱因此

省去「政府」一詞，命名為「石硤尾健康院」。 14  
  
位於健康院南面部分地下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社區為本

的基層醫護服務，過去的服務對象主要為石硤尾徙置區居民，現

今則為區內長者、低收入人士及長期病患者。15 此外，普通科門

診診所亦提供藥物注射及傷口包紮等護理服務。   
 
位於健康院北面部分的胸肺科診所，是自一九四七年以來由

政府抗癆服務設立的第四間同類型專科設施，亦是繼一九五一年

啟用的九龍胸肺科診所及一九五四年啟用的灣仔胸肺科診所後，

第三間成立及仍然運作的診所。16 戰後初年，結核病在本港是嚴

                                                 
9   HKRS156-1-4407，《 九 龍 石硤尾 擬 建 診所 》，一 九 五 四 年四 月 二 十日 至一 九 六 九年 六月 十 三 日，

附 件 7。  

10  HKRS156-1-4407，《 九 龍 石硤尾 擬 建 診所 》，一 九 五 四 年四 月 二 十日 至一 九 六 九年 六月 十 三 日，

附 件 8。  

11  HKRS156-1-4407，《 九 龍 石硤尾 擬 建 診所 》，一 九 五 四 年四 月 二 十日 至一 九 六 九年 六月 十 三 日，

附 件 28 及 37。  

12  工 務 局 局長，《 一 九五 六 至一 九 五 七財 政年 度 部 門年 報》第 8 頁 及《一 九 五 七至 一九 五 八 財

政 年 度 部門 年報 》 第 9 頁 ，香 港 ： 政府 印務 局 。  

13  HKRS156-1-4407，《 九 龍 石硤尾 擬 建 診所 》，一 九 五 四 年四 月 二 十日 至一 九 六 九年 六月 十 三 日，

附 件 52 及 54。  

14  HKRS156-1-4407，《 九 龍 石硤尾 擬 建 診所 》，一 九 五 四 年四 月 二 十日 至一 九 六 九年 六月 十 三 日，

附 件 4 4。  
15  HKRS156-1-4784，《 有 關 徙 置 屋 邨 診 所 的 一 般 問 題 》，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至 一 九 七 零 年

六 月 十 日 ， 附 件 18 ； 醫 院 管 理 局 ， 「 普 通 科 門 診 」 ，

<https://www.ha.org.hk/visitor/ha_visitor_index.asp?Content_ID=10052&Lang=CHIB5&Dimension=100&Parent_ID=1
0042&Ver=HTML >， 於 二 零 二一 年 五 月二 日存 取 。  

16  首 個 治 療 結 核 病 的 公 共 診 所 設 於 夏 慤 健 康 中 心 。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的結 核 病 控 制 」， 摘 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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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健康問題。難民大批湧入，再加上隨之而來的環境擠迫問題，

令社區的結核病感染率較世界其他地方為高。由於理想的家居隔

離並不可行，而且醫院亦因病牀短缺而不可能採取醫院隔離安

排。因此，自一九五零年起，政府胸肺科診所提供的免費非卧床

化學療法 17便迅速成為治療結核病的首要方法。此外，放射科的

工作對診斷結核病至為重要，因此健康院的胸肺科診所在地下設

有專門的 X 光部。經一樓的醫生診斷後，病人便按指示前往樓

下接受 X 光檢查。   
 
胸肺科診所曾設有專責結核病的施賑員服務，負責處理所有

關於就診患者的社會福利工作。施賑員的工作包括與患者會面，

記錄他們的社會和經濟背景、派發藥物，以及為接受治療而放棄

工作的患者提供資助或實物援助。 18  以往診所一樓曾設置施賑

員的工作室，但至今服務已終止。現時設於同一樓層的公共衞生

組內有經訓練的醫護人員負責提供全監督結核病治療、以及進行

有關結核病控制、肺病及一般健康知識的教育及宣傳活動。   
 
位於健康院南面部分一樓的母嬰健康院，是根據「香港母嬰

福利項目行動計劃」協議在徙置區新建的四間母嬰健康院之一。

該項協議由香港政府、世界衞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於一九

五四年簽訂，19 旨在通過擴充母嬰健康服務，減少母親及兒童的

可預防死亡和疾病，以及利用擴充的設施應付徙置區人口的需

要。健康院內的母嬰健康院全日運作，提供為母親而設的產前及

產後護理健康服務，涵蓋嬰幼兒福利、防疫注射及提供營養補充

品的兒童健康服務，並通過講座、小組討論、示範及展覽，邀請

母親及兒童積極參與健康教育服務。自二零零一年西九龍母嬰健

康院落成啟用後，母嬰健康院便停止運作。 20 

                                                 
《 二 零 零 零 年 政 府 胸 肺 科 年 報 》， <https://www.chp.gov.hk/en/resources/29/86.html>，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六日 存取 。  
17  根 據《一 九 五七 至 一 九五 八年 醫 務 署年 報》，非 卧 床化學 療 法 分多 個療 程 進 行，每次 為 期 三

個 月 ， 最 短 持 續 六 個 月 至 超 過 兩 年 半 不 等 。 這 個 療 法 通 常 混 合 使 用 兩 種 或 三 種 標 準 藥 物：

PAS、 INAH 及 鏈 霉 素。然 而，由 於 大 約 四分 之 三 的結 核病 患 者 沒有 完成 整 個 治療結核 病 的 療

程 ， 全 監 督 治 療 遂 於 一 九 七 零 年 起 開 始 實 施 。 結 核 病 逐 漸 受 控 ， 感 染 數 字 逐漸 下 降 。 一九

七 九 年 ，當 局實 施 為 期六 個月 的 短 期治 療計 劃 ， 治療 結核 病 患 者。  

18  醫 務 衛 生 總 監 ，《 一 九 五 七至 一 九 五 八 財 政 年 度 部 門 年 報 》， 香 港 ：政 府 印 務 局 ， 一 九 五 八

年 ， 第 41 頁。  

19  行 動 計 劃包 括在 寮 屋 徙置 區 (即 灣 仔、牛頭 角、何 文 田及 石 硤 尾 )新建 四 間 健康 中心。世 界 衞

生 組 織 承諾 提供 對 項 目有 用的 技 術 建議 及協 助，而聯 合國 兒 童 基金 會則 承 諾 提供 總值 達 4 1  
0 00 美 元 的 設備 及 物 資 供 項 目 使 用 。 香 港 政 府 亦 承 諾 提 供 項 目 所 需 的 所 有 人 員 、 建 築 物 、

物 料、物 資 及設 備。資 料 來源： HKRS1394-1-34，《 母嬰 健康 計 劃》，一九 五 四 年二 月二 十 三 日

至 一 九 七九 年五 月 十 六日 ，附 件 26 及 80。  

20  衞 生 署 ，《 衞生 署 年 報》，一 九 九 九至 二零 零 零 年， 香港 ： 政 府新 聞， 二 零 零零 年， 第 1 83
頁 。  

   衞生 署 ，《 衞 生 署 年報 》， 二 零 零零 至二 零 零 一年 ，香 港 ： 政府 新聞 ， 二 零零 一年 ， 第 1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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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院是提供免費家居助產服務的中心之一，協助抒緩一九

五零年代孕婦長時間排隊輪候醫院產科服務的情況。 21  健康院

有三名駐院助產士，並設助產士宿舍。自旺角鴉蘭街李寶椿健康

院於一九六五年開始為當區提供產科病牀後，政府便終止家居助

產服務；健康院內的助產士宿舍其後改建為母嬰健康院，提供額

外空間。隨著母嬰健康院停止運作後，南面一樓改用作職員設施

及不同部門的儲存空間。  
 

健康院位於主教山西北面山腳，可經巴域街的兩道樓梯前往

西面入口。健康院樓高兩層，以鋼筋混凝土建造，外形呈扁 T 字

型。北面部分 (包括 T 字型中間延伸的部分 )是胸肺科診所，地下

設有 X 光部。南面部分地下為普通科門診診所，一樓則為母嬰健

康院。  

 

建築物線條簡潔，外貌帶有現代主義和具功能性表現，以橫

直面互相襯托，如簷篷延伸至南端附有幼細邊框的分隔牆，以增

加線條感。一張於一九五七年從巴域街拍攝的照片展示建築物的

簡潔設計。 22 東及西立面的大窗戶加強了空氣流通及自然採光，

樓梯及建築物南端附屬房間的窗戶則採用方形邊框小窗設計。母

嬰健康院凹入的西立面突出了深闊的簷篷，為建築物內部遮蔭及

降溫，令室內更為舒適。普通科門診診所入口處設有有蓋行人通

道，旁邊有幾何圖案水泥漏窗；健康院入口有花崗石矮牆連鐵柵，

這些石飾面是戰後初期常見的建築元素。診所側門入口立面上的

九個通風孔和診所名稱的鑲字仍然保留。  

 

在空間規劃上，健康院設有獨立入口以分流訪客到不同診

所；而診所的布局以單向流程設計，以應付大量訪客、保持人流

暢順及方便管理；並設有寬敞的候診區，房間則設於走廊兩旁，

廁所主要設於每層的中央及末端。普通科門診診所的診症室、配

藥房及收費處皆設於候診區旁，以便人流管理。至於胸肺科診所，

半開放式的入口兩側設有配藥房、X 光部等候區及通往一樓的樓

梯。放射室、X 光片整理室、乾燥室、黑房、X 光片貯存室及大

型 X 光片檔案室等放射造影設施仍然保持一字排列布局，以令

運作順暢。健康院是現存兩間仍然使用傳統沖印 X 光片技術的

 
建築價值  
 

                                                 
頁 。  

21  醫 務 衛 生總 監，《 一九 五 七至 一 九 五八 財政 年 度 部門 年報 》，香 港 ：政 府 印 務局 ，一 九 五 八

年 ， 第 52 頁。  

22  政 府 檔 案處 ，「 同 一屋 簷 下」，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utsr/part2/tc/f.htm#ad-image-8>， 於 二

零 二 一 年五 月三 日 存 取。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utsr/part2/tc/f.htm#ad-imag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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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肺科診所之一。 23 黑房與 X 光檢查室之間有鐵製雙格小艙門，

作傳送已曝光及未曝光的 X 光片。一樓設有候診區兩處、抽血及

治療室、登記處、診症室、公共衞生組、職員辦公室及職員室。

較大的候診區旁立有矮牆一道，旁置固定木長椅，原為昔日病人

等候施賑員的地方。  

 

在母嬰健康院停止運作前，健康院設有會面室、示範室、治

療室、育嬰室、綜合觀察室、職員辦公室，以及母乳餵哺室等。 

 

健康院的布局及所提供的設施均反映了實用性的考慮，但多

年來卻因應運作需要而有所改變。  

 

診症室和職員室裝有水平中心樞軸的楣窗，以加強自然通

風，但設於普通科門診診所內的楣窗已被拆除。昔日除了黑房、

X 光片貯存室及放射室已裝設冷氣外，整幢健康院是以吊扇調節

溫度。時至今日，整幢建築物已裝置冷氣。內部牆壁設有凹槽，

放置滅火筒。部分家俱如木櫥櫃、層架及長椅相信是原有的設施。

原來的鐵窗戶，有部分已加裝了鐵窗花，一些則換上鋁窗。其他

改動包括安裝於一樓和屋頂平台的鐵欄和窗戶上的冷氣機和鐵

籠。此外，普通科門診診所入口的有蓋行人通道亦曾經擴建。   

 
石硤尾公營房屋區人口稠密，健康院作為區內的政府分科診

所，對該區居民有社會和地區價值。自一九五七年底啟用以來，

健康院不但服務石硤尾徙置區的居民，還惠及鄰近社區，例如大

坑東徙置區、白田邨，以及沿大埔道的唐樓的居民。這些社區均

缺乏就近而且設備完善的政府診所。健康院亦見證了戰後時期政

府與當地社區合作，促進徙置區社會福利的政策，並增強公眾對

草根階層醫療衞生服務的關注。    
 
超過半世紀以來，健康院是深水埗區公共醫療服務網絡的一

環，對石硤尾區內長者尤為重要。24 區內年長的居民，仍記得健

康院提供的家居助產服務。 25 
 

社會價值  
和地區價值  
 

健康院與鄰近的歷史建築，包括擬議一級歷史建築前深水埗 組合價值  

                                                 
23  另 一 間 是位 於堅 尼 地 道的 灣仔 胸 肺 科診 所。  

24  建 築 署 ，《 在石 硤 尾 興 建 社 區 健 康 中 心 大 樓 的 可 行 性 技 術 研 究 綱 領 》， 二 零 一 五 年 八 月 ， 第

1 頁。  

25  美 荷 樓 生活 館，「 生 子如 闖鬼 門 關：彼時此 刻 的 產科 服務 」，《 四 十一報 》，第 11 期，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至 四月 ， 第 4 至 5 頁 ＜https://www.yha.org.hk/wp-content/uploads/post41/HMHH_Post-41_11.pdf＞
於 二 零 二一 年五 月 三 日存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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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水庫；二級歷史建築美荷樓、前北九龍裁判法院和嘉頓有限公

司建築；以及聖方濟各堂及英文小學等。  
 

 

樓高兩層的健康院，由鋼筋混凝土建造，結合現代主義及功

能性設計，是繼九龍胸肺科診所 (一九五一年 )、李基紀念醫局 (一
九五二年 )、灣仔分科診所 (一九五四年 )、北南丫普通科門診診所

及大埔賽馬會診所 (同為一九五七年 )之後興建的政府醫療及社

會衞生福利建築。多年來，由於健康院內部曾進行改建和翻新，

外牆立面又缺乏保養，並進行加建及加裝工程，以致建築物的原

貌受損。   
 
 

 

罕有程度、

歷史建築價

值及保持原

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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