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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山坡山泥傾瀉殘痕土壤生物工程措施  

 

主要信息：土壤生物工程措施可以是提供低成本、可持續及促環的修

復天然山坡山泥傾瀉殘痕的有效方法。  

 

引言  

 

 政 府 除 了 致 力 維 持 最 高 的 斜 坡 安 全 標 準 外 ， 並 同 時 儘 量 確 保 斜

坡 外 表 不 會 有 礙 觀 瞻 。 政 府 現 行 的 政 策 是 盡 量 保 留 斜 坡 上 原 有 的 植

物，並 在 新 建 或 經 鞏 固 的 斜 坡 表 面 使 用 植 被 覆 蓋 (參 考 便 覽 第 1 / 2022 號

及 土 力 工 程 處 刊 物 第 1 / 2011 號 )。  

 

 我 們 一 般 不 會 對 天 然 山 坡 山 泥 傾 瀉 殘 痕 進 行 修 復 工 程 ， 因 大 部

分 殘 痕 均 極 難 到 達 而 導 致 費 用 高 昂 ， 而 工 程 亦 會 對 四 周 環 境 造 成 嚴 重

影 響 。 對 個 別 有 必 要 進 行 長 遠 修 復 山 泥 傾 瀉 殘 痕 的 天 然 山 坡 ， 我 們 會

考 慮 採 用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 有 別 於 傳 統 斜 坡 工 程 ，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是 一 項 低 成 本 、 低 熱 和 低 光 反 射 性 、 高 效 益 、 免 保 養 、 可 持 續 及 促

環 保 的 方 法 。  

 

定義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就 是 單 獨 採 用 活 體 植 被 ， 或 同 時 採 用 活 體 植 被 與

非 活 體 植 質 物 料 或 土 木 工 程 結 構 ， 以 鞏 固 斜 坡 或 減 低 水 土 流 失 的 一 種

工 程 技 術 (Mo rgan  &  R icks on ,  1 995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系 統 可 提 供 額 外 的 土

壤 支 撑 ， 阻 止 土 壤 流 動 ， 並 發 揮 疏 水 、 抽 水 、 吸 水 等 功 能 。  

 

不同的土壤生物工程技術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可 分 為 直 接 措 施 及 間 接 措 施 兩 種 ， 直 接 措 施

應 用 在 需 要 修 復 或 鞏 固 的 場 址 ， 間 接 措 施 則 應 用 在 劣 地 的 周 邊 地 區 。  

 

 直 接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由 兩 類 不 同 物 體 組 合 而 成，即 由「 活 體 」

(例 如 種 植 活 體 植 物 )及 「 結 構 」 或 「 非 活 體 」 (例 如 木 板 框 格 式 擋 土 牆

和 級 式 土 柵 )組 合 而 成。實 際 上，這 兩 類 物 體 一 般 都 會 混 合 使 用 (例 如 活

體 框 格 式 擋 土 牆 )， 見 (表 一 )及 (圖 1 )。 殖 入 活 體 植 物 (例 如 莖 和 枝 )後 ，

其 自 然 生 長 的 根 莖 就 會 成 為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系 統 的 主 要 結 構 部 份 ， 其 後

由 周 邊 入 侵 的 植 物 進 一 步 加 固 。 在 大 部 分 實 施 這 技 術 的 天 然 山 坡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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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部 深 度 一 般 介 乎 200 到 1200 毫 米，因 此 直 接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應 可

加 固 深 達 一 米 的 土 壤 ， 這 明 顯 比 一 般 噴 草 或 傳 統 種 植 等 只 能 作 淺 層 加

固 的 綠 化 方 法 更 為 有 效 。  

 

 間 接 措 施 包 括 種 植 活 體 栅 欄 ， 利 用 策 略 性 種 植 的 一 排 排 堅 强 枝

幹 ， 如 樹 和 竹 等 的 植 物 形 成 柵 欄 ， 以 阻 延 山 泥 傾 瀉 引 致 的 泥 石 下 滑 。  

 

香港使用的土壤生物工程措施  

 

 在 2003 年 以 前 ， 香 港 使 用 植 被 修 復 受 侵 蝕 的 天 然 山 坡 地 區 的 方

法 僅 限 於 直 接 種 植 ， 大 部 分 在 郊 野 公 園 及 新 市 鎮 附 近 進 行 。  

 

 2 003 年 4 月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轄 下 的 土 力 工 程 處 開 展 了 一 個 試

點 項 目 ， 針 對 受 近 期 淺 層 山 泥 傾 瀉 及 相 關 的 沖 溝 侵 蝕 的 天 然 山 坡 ， 評

估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是 否 適 用 於 減 緩 山 坡 的 惡 化 程 度 。 該 項 目 有 兩 個

主 要 目 的 ， 其 一 是 揀 選 能 加 固 土 壤 以 增 强 山 坡 抵 受 侵 蝕 的 措 施 ， 其 二

是 找 出 在 坡 面 殘 痕 上 能 促 進 植 被 自 然 恢 復 的 方 法 ， 以 改 善 當 地 的 生 態

系 統 。 在 香 港 多 個 天 然 山 坡 進 行 現 場 試 種 所 得 出 的 結 果 及 建 議 已 在 土

力 工 程 處 報 告 系 列 第 227 號 (2008 年 7 月 )中 發 表 。 另 外 ， 防 止 山 泥 傾

瀉 計 劃 亦 於 一 些 人 造 斜 坡 進 行 現 場 試 種 。  

 

 2 019 年 底 ， 土 力 工 程 處 開 展 了 另 一 個 試 點 項 目 ， 研 究 利 用 無 人

機 在 偏 遠 山 坡 的 山 泥 傾 瀉 殘 痕 上 播 種 ， 恢 復 植 被 。  

 

土壤生物工程措施的應用限制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的 一 個 重 點 是 選 擇 適 當 的 植 物 品 種 和 其 組 合 。 選

擇 品 種 時 須 諮 詢 專 家 的 意 見 ， 並 參 考 現 場 植 被 調 查 報 告 。 一 般 以 灌 木

為 主 的 土 生 品 種 較 為 合 適 ， 因 為 它 們 能 與 當 地 原 有 的 植 被 融 合 ， 並 能

適 應 區 內 氣 候 、 土 質 及 泥 土 所 含 的 水 分 。 至 於 植 物 是 否 能 與 周 邊 的 天

然 植 物 和 諧 共 生 ， 以 至 最 終 發 展 出 一 片 品 種 多 樣 化 及 可 持 續 生 長 的 土

生 或 半 土 生 植 被 ， 亦 是 選 擇 植 物 品 種 的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措 施 不 適 合 應 用 在 斜 坡 緊 急 維 修 工 程 上 ， 但 可 以

在 進 行 長 遠 工 程 時 考 慮 取 代 如 噴 漿 一 類 的 臨 時 工 程 。 在 已 崩 塌 至 露 出

基 岩 的 斜 坡 則 不 宜 採 用 ， 因 其 缺 乏 土 壤 ， 使 植 物 根 部 難 以 生 長 。 如 應

用 於 斜 度 超 過 35 的 陡 坡，亦 可 能 因 施 工 時 須 要 沿 山 徑 及 於 工 地 提 供 安

全 措 施 而 出 現 困 難 。 實 施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技 術 往 往 要 清 除 原 生 植 物 ， 因

此 在 一 些 植 物 能 迅 速 自 然 生 長 繁 殖 的 地 方 ， 並 無 需 要 應 用 土 壤 生 物 工

程 技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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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壤生物工程措施的種類及建議使用的植物品種  

 

 

 

土壤生物工程措施 植物形態 建議使用的植物品種 

 

活體方案 

 

直接種植 連根植物 

Acaia confuse,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is, 

Duranta erecta, Gordonia axillaris, Lophostemon 

confertus, Melastoma candidum, Machilus 

checkiangensis, Melastoma sanquineum, 

Phyllanthus emblica, Rhodomyrtus tomentosa, 

Sterculia lancealate, Schefflera octophylla, 

Schima superba 

 

活體與非活體方案的混合使用 

 

活扦插樁 

活枝扦插 

Ficus microcarpa, Salix babylonica 

活側疏水束 Ficus microcarpa, Gardenia jasminoides 

主疏水束 Ficus microcarpa, Gardenia jasminoides 

掃式排支層 Gardenia jasminoides, Melastoma candidum 

剪枝填塞 Gardenia jasminoides, Melastoma candidum 

活溝修復 Gardenia jasminoides, Melastoma candidum 

籬式排支層 

連根植物 

Duranta erecta, Gardenia jasminoides, 

Melastoma candidum, Melastoma sanguineum, 

Phyllanthus emblica, Raphiolepis indica 

 

活體框格式擋土

牆  

Gardenia jasminoides, Melastoma sanquineum, 

Phyllanthus emblica, Rhodomyrtus tomentosa 

 

級式土栅 

Acaia confuse, Cratoxylum cochinchinensis, 

Duranta erecta, Gordonia axillaris, Lophostemon 

confertus, Melastoma candidum, Machilus 

checkiangensis, Melastoma sanquineum, 

Phyllanthus emblica, Rhodomyrtus tomentosa, 

Sterculia lancealate, Schefflera octophylla, 

Schima super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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