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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城水灾可否不再来？系列4（完结篇）

国立台北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副教授廖桂贤认为，在韧性的水患治理下，应让城市的公共空间

（开放空间，建筑和基本设施）尽可能容纳更多的水，Y好能恢復到城市化前可容纳的水量。

她说，这些方式包括打造更多湿地、生物草沟，让绿地或灰色空间如篮球场也可蓄水。

她解释，城市开发后，会出现许多不透水地面，进而改变雨水径流，但她认为，在设计城市时，

应设法让都市收集的水文，恢復到开发前的状態。

「比如说， 檳城在未开发前，可能是个沼泽地，那个地能吸多少水，能承多少洪？城市开发后肯
定会有很多不透水表面產生，那我们能否稍微改变，让雨水径流减少，让开放空间都能存更多

水？」

她举例，美国有个公园，原本是铺满柏油和水泥的停车场，但当局改造成雨水公园，即让公园下

凹得比路面低，就可让雨水或屋顶流下的水停留，让土壤吸水，並在雨停后慢慢排到河床。



「这公园替城市装了不少水，与其让雨水流到房子去，不如流来这里。下雨时，民眾不会来公园

玩，因此不会造成什么影响。」

她说， 除了公园可兼具治水功能，任何绿地或小空间都可以这么做，包括行人道旁的小绿地，也
能让土壤慢慢吸收雨水。

她补充，即使不是绿地，灰色空间也可充当临时蓄水池，就如荷兰或丹麦有些篮球场或滑板公园

等，也能在下雨时蓄水。

她表示， 至于房屋方面，也可建造现代版的「高脚屋」，就如新加坡的组屋，底楼没人居住，只
是放置一些简单的家具，平时可作为公共空间，因此在淹水时不会產生什么问题。

「另一个方式是建设两棲屋，即房屋会隨著水位上升，但不会像船屋般飘走，而是固定在同一个

地点，水电设施都设在防水管子里，房屋Y高可上涨6公尺，但这仍处于实验阶段，而且未看过
高楼大厦的两棲屋。」

她补充，房屋之间也可建设一条桥互相连接，那淹水时也可来回走动。

双重用途公园蓄水

掌管檳州治水事务的行政议员再里尔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表示，檳城已有一些公园有双重用

途，可在下雨时蓄水，而且这种方式价格便宜。

除了绿地，一些灰色空间如篮球场，也可让其下凹作为蓄水用途。



但他认为，更好的方式是在地底蓄水，即在公园下设立很大的蓄水空间，就如新加坡植物园停车

场下面就有很大的蓄水池，但价格非常昂贵。

宪报保留区  让河流自由流动

理科大学地理系教授陈艺荣建议，政府能回购靠近河流的地段，並宪报为河流保留区，甚至拆除

该处的建筑物等结构，好让河流能自由流动，以减少水灾发生。

他说， 有些发展国家如丹麦已这么做，以让河流遵循自然路线流动，並让河流把水分散出去。他
补充，韩国首尔市也把清溪川上的高架公路拆除，並为该河进行重新修復工程。

他建议，应保留更多空间给水体（如洪泛区、河岸、湿地、河道走廊），並希望这些河岸和洪泛

区不受到入侵。



禁止发展计划

「当局应绘製水灾风险图，並区分出易发生水灾的地区，宪报为河流保留地或河流公园，同时禁

止房屋、高速大道或其他发展计划进行。」

他也认为， 应保留更多绿地、森林和山坡，因此水灾管理必须控制城市化的速度、以及山坡和森
林地的迅速发展，即使那是私人地。

他说， 我国的水灾治理仍非常依赖结构措施（如建精明隧道、水坝、河堤、蓄水池），但这並未
解决水灾的根源，即人类活动，因此必须更注重非结构措施（如立法及执法，土地用途管制、教

育醒觉运动、水灾灾害管理和水灾警报）

「水灾时別怪上天或大自然，要怪人类自己！」

因此，他认为，为了避免河流被垃圾污染，政府必须严格执法如罚款或监禁。

但他也不排斥一些传统的治水工程，並认为当局应继续挖深河床提高排水量、设立洪水闸和拦河

坝控制潮汐、使用导流渠將多余的水引入大海。

环境友善排水指南治水

再里尔表示， 未来会鼓励檳威地方政府进行更多生態友善的的治水工程，同时採用环境友善排水
指南（MSMA）的治水方案。

他提醒，在设计新的治水计划时，也应把气候变迁考量在內。

大马水利灌溉局是于2012 年出版《环境友善排水指南第二版本》（https://goo.gl/ZT2eJL），这
份807页的指南，列出了屋顶、雨水採集、蓄水池、湿地等各方面的治水方案。

陈艺荣认为，所有新发展计划都应採用该指南倡导使用的永续城市排水系统，而这是一种环境敏

感和生態友善的解决方式。

发展商未来可兴建更多现代 版的「高脚屋」，让底楼没 人居住，平时只是作为公共 空间，因此在淹水时不会產 生
什么问题。



他举例，在这系统下，雨水採集系统能保留一些雨水，若每栋建筑物都设有此系统，就可收集大

量雨水，只剩少部分雨水流进沟渠或河流，就可避免水灾。

此外，再里尔不讳言，在山坡开发和进行发展计划等城市化后，肯定会导致更多地表径流，因此

目前不只是思考如何把水排出去，而是如何在上游保留水或让水流放缓。

因此，他说，州政府將探討尽可能在上游保留水，如建立蓄水池，绿色屋顶、绿色公园。

他说，州政府也正在考虑使用绿色科技，如檳城峇都丁宜有採用湿地过滤水质的计划，但局限是

价格较昂贵。

他也分享新加坡的例子说，该国不只用大自然吸收和保留水分，让水流放缓，也会过滤水提升水

质。

总结

我们无法控制雨量，但可控制治水方案，以及山坡开发和发展计划。虽然政府已有许多条例管制

发展计划以避免水灾，但悲剧依然不断重演，问题就出在违例和没严格执法。这种人为因素，几

时才能解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