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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項水務設施列法定古蹟簡介 

6 個戰前水塘之內的41 項水務設施構築物於2009 年9 月18 日根據《古物及古蹟條例》

列為法定古蹟。6 個戰前水塘包括薄扶林水塘、大潭水塘群、黃泥涌水塘、九龍水塘、香港

仔水塘和城門（銀禧）水塘。這6 個水塘見證着香港食水供應的發展歷史。 

在1860 年代以前，香港的食水主要依靠水井和溪流等原始水源。自十九世紀中葉開始，

香港人口不斷增加，城市面積也隨之不斷擴展，社會面對急需為市民提供穩定食水資源的沉

重壓力，結果促使政府興建水塘。 

港督羅便臣爵士（Sir Hercules Robinson）於1859 至1865年在任期間，首次提出供水

計劃。本港第一個水塘在薄扶林興建，於1863 年落成。其後數十年，市民對食水的需求不

斷增加，為應付所需，政府於1883 至1917 年期間，進行大潭計劃和大潭篤計劃，建造了多

個遠較薄扶林水塘為大的水塘，以及一些更為複雜的供水系統：大潭水塘群。包括大潭上水

塘(1888 年)、大潭副水塘(1904 年)、大潭中水塘(1907)和大潭篤水塘(1917 年)。隨着供水

系統得到改善，都市的發展逐漸從中西區擴展至港島東部，擴大了香港的市區面積。 

黃泥涌水塘是本港現存第三個最古老的水務建築。水塘於1899 年落成後， 成為大潭水

塘群以外的輔助水源，進一步增加了港島的儲水設施。香港仔水塘由上水塘(1931 年)和下水

塘(1932 年)組成，是為了在薄扶林水塘以外增加儲水量以解決港島西區食水短缺的問題而興

建。這是繼薄扶林水塘、大潭水塘群和黃泥涌水塘後，最後一個在港島興建的水塘。 

二十世紀初期，政府決定發展九龍半島，因而興建更多儲水量更大的水塘，以及開展一

項技術複雜的跨海水務設施基建工程，令城市發展的範圍能夠延伸至更遠的地區。九龍水塘

是首個於九龍半島興建的第四個水塘，於1901 至1910 年間興建，是因應九龍半島人口不斷

增加而首個在九龍興建的水塘。 

城門（銀禧）水塘的建造工程始於1923 年，耗時14 年完成。這項工程規模龐大，水塘

除了為九龍半島供水，滿足九龍居民的食水需要外，也通過跨海水管把食水輸往人口密集的

香港島，幫助紓緩港島所面對的食水需求壓力。城門（銀禧）水塘因此是戰前最大和最主要

的水塘，同時為九龍和港島供應食水。本港食水供應的增加速度開始趕上人口增長的速度，

社會對食水的基本需要能夠獲得滿足，市區的整個供水網絡至此基本完成。 

時至今日，上述水塘仍大體上保持完整無缺。黃泥涌水塘完成歷史使命後，於1986 年

經活化利用改建為划艇公園。其餘五個水塘則仍然繼續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