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大棠山火燒逾 40 小時 
 

 上週五（4 月 17 日）下午 3 時許，元朗大棠山楊家村附近山頭發生山火。山火

的火勢猛烈，迅速蔓延至其他山頭，出現多條火龍，其中一條更一度長達 2 公里，

現場冒出大量濃煙。消防員連日來帶同火拍和背泵等設備登山撲救。同時，政府飛

行服務隊也派出直升機多次來回投擲水彈。雖然火勢一度減弱，但山火一直未被撲

熄，其後其中一條火龍更再次猛烈燃燒。 

  至昨日（4 月 19 日）凌晨 2 時許，火山仍未救熄，3 條火龍分別長 10 米、20

米和 700 米。屯門藍地一帶的山腰位置仍不時冒出濃煙，火灰飄入附近民居。昨日

早上約 8 時，山火燃燒 40 小時後，現場火頭終於被撲熄，山頭部分草叢被焚毀。

有消息指，由於起火位置相對較高，不排除有遠足人士遺下火種而引致山火。 

 

資料來源 :		

星島日報、東方日報（2020 年 4 月 20 日）、香港 01（2020 年 4 月 19 日） 

 
 
思考與探索  

1. 根據報道，以下哪些部門負責撲滅山火？（答案可多於一個。） 

A. 衞生署 

B. 香港消防處 

C. 政府飛行服務隊 

2. 文中提及的山火在哪裏發生？它對環境和附近民居帶來哪些影響？ 

 

3. 作為市民，有哪些方法可以防止山火？說說看。 

 

 

 



 

參考資料： 

 

山火的主要起因 

• 秋冬兩季雨水稀少、濕度較低，以致郊區植物非常乾旱，因此山火最常於秋

冬發生。 

• 每年雨季，野草迅速生長，使野外的燃料增加，導致日後山火更易發生。 

• 雖然山火或可由自然引發，但大部分卻是由人為疏忽引起： 

o 掃墓人士焚燒冥鏹香燭後，未有將火種完全熄滅。 

o 在非指定位置燒烤或煮食。 

o 農友焚燒田草或村民在山邊田野燒除雜草垃圾。 

山火帶來的影響 

• 山火是大自然的敵人，會破壞美好的自然生態環境。 

• 山火焚毀林木，使野生動物喪命或無處棲身。 

• 山火燒掉草木後，可導致土壤侵蝕，直接威脅人們的生命財產。 

防止山火的方法 

• 只在指定地點生火。 

• 切勿在郊區拋棄可能未完全熄滅的火柴或煙蒂。 

• 不應燃放孔明燈，它們會燒毀樹木和危及人命財產。 

• 掃墓時，在燃點香燭前先將四周雜草清除，並用化寶盆焚燒冥鏹。 

• 切勿焚燒垃圾或田草。 

• 當「火災危險警告訊號」是黃色或紅色時，表示發生火警的危險性頗高或極

高，應特別提高警覺。 

• 如遇山火，應保持冷靜和立刻遠離現場，並致電 999告知有關單位。 

參考資料來源： 

漁農自然護理署──保護郊野，防止山火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untry/cou_lea/hillfir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