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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在大嶼》是我今年的得意之作，我很希望把香港每一處

都化身成 STEM 小教室，讓大家能夠從周邊環境開始學習 STEM 小

知識。在過往不同的作品中，包括《玩轉 STEM ──拆解 12 款玩具

的科學原理》、《STEM 嘉年華──發掘遊樂場中的趣味科學》、《兒

童地方誌》、《STEM 少年偵探團》，以及電視節目《STEM 精讀班》

和《區區都有 STEM 》，都是希望讀者和觀眾能夠體會從生活、玩樂

及社區中學習 STEM 的樂趣。

本次新作選擇由大嶼山出發開始遊歷學習，是因為我的人生就是

在大嶼山開始。我的父親是一名懲教署職員，他曾在大嶼山對面的小

島喜靈洲工作，因此我在嬰孩時期曾經在大嶼山的蔴埔坪居住。然

而，嬰兒時候的記憶畢竟十分模糊，只是對父親去沙灘捉魚歸家「煮

粥仔」的情境有點印象，其餘就只記得當時出入也要走一段大斜坡。

而且，當時蔴埔坪的交通非常不便，大型家具和電器的搬運費用相當

昂貴，印象之中父親曾經試過前面揹着兒子，背後揹負大雪櫃步行上

山，相當厲害！

在幼稚園時期，我已經搬離大嶼山了。直至中學的宿營活動，才

有機會再次踏足大嶼山。中學時期，要前往大嶼山就只能乘坐渡海小

輪，船程要一個多小時。要在船上消磨時間，撲克、大富翁和 UNO

等桌上遊戲一定少不了；也總會有好幾位同學會來碗餐蛋麵，令整個

船艙都充滿着濃烈的香味。我自己不太喜歡在船上進食，因為印象中

船上的洗手間是極度恐怖的，如廁時要閉氣和步步為營，所以不進食

就可以減少使用洗手間的需要 ……

STEM Sir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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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進梅窩碼頭，就會看見巴士站。巴士是紅黃色單層的，的士

車身是藍色的，遠望見到水清沙幼的銀礦灣，充滿鄉郊的大自然氣

息，感覺有如與城市隔絕的渡假區。從梅窩前往貝澳、大澳、石壁、

昂坪等地，都是一條巴士路線就能去到。

直至香港國際機場遷至赤鱲角，港鐵東涌線列車開通，以及香港

迪士尼樂園建成，令前往大嶼山變得更方便，讓市民及遊客能夠更快

捷的與大自然連繫。

近年，政府大力推動大嶼山的發展，隨着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大

嶼山變成與世界及內地的連接點，加上填海工程及城市發展，將會為

大嶼山帶來全新的景象。雖然如此，大嶼山各個地方仍然蘊藏着大量

的天然資源，在古蹟中也盛載着不少歷史故事，而且當中更包含了不

少古今的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 STEM 元素。

《STEM 在大嶼》一書希望透過遊歷大嶼山的昂坪、大澳、東涌

及梅窩 4 個景點，本着「邊走邊學 STEM」的精神，帶領讀者從另一

個角度欣賞大嶼山的自然

美，以及探索大嶼山所隱

藏 的 S T E M 學 術 美 。 大

家可以從書本中走進大嶼

山 4 個 景 點 ， 齊 來 發 掘

大 嶼 山 海 量 的 S T E M 知

識，由此發現其實 STEM

已經在你身邊！



007006



香港迪士尼樂園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
人工島

赤鱲角

銀礦灣

昂坪

石壁水塘

梅窩

東涌

大澳

大嶼山

港珠澳大橋香
港連
接路

第三章：東涌

3.1  港珠澳大橋中的 STEM 106

3.2  從東涌炮台看 STEM 138

3.3  機場運輸中的 STEM 156

3.4  鐵路運輸系統的 STEM 182

第四章：梅窩

4.1  銀礦瀑布的形成與 STEM 206

4.2  銀礦洞中的神秘 STEM 222

4.3  從伍仙橋探索橋之 STEM 238

大嶼山地圖



009008 009

昂坪位於大嶼山的西南部，屬於鳳
凰山山腰之上的一個高地，是一個清靜
的地方。早在 1924 年，寶蓮禪寺（又
稱寶蓮寺）已座落於昂坪此地，以往要
前往昂坪就要在梅窩碼頭乘坐巴士，並
要經過迂迴曲折的山路才能到達。
2006 年，連接大嶼山東涌及昂坪的

架空索道系統─昂坪 360 落成，前往
昂坪就變得方便得多了。

昂坪纜車的

建造與 STEM

第一章

1.1

心經簡林
天壇大佛

昂坪棧道

逸東村

東涌
港珠澳大橋連接路

昂坪纜車東涌站

昂坪纜車昂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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纜車是上山、下山或在山丘間移動最好的交通
工具，因為纜車是直線無障礙地移動行走，不用依
照迂迴曲折的山路繞來繞去，在運輸傳送上能夠節
省很多時間。

另一方面，纜車利用電力來驅動，不會污染山
區及郊外的清新空氣；若大眾都選擇使用纜車作為
運輸工具上下山，可減少開車，有助節省能源消耗。

建
造
纜
車
的
好
處

東涌

昂坪

港珠
澳大
橋香
港連
接路

昂坪市集

1小時17分鐘

大浪灣村

伯公坳
心經簡林

貝澳泳灘

沙螺灣村

牛牯塱
映灣園

北大嶼山
郊野公園
（擴建部分）

大嶼山

約30分鐘

昂坪纜車是由纜繩和
車廂組成。透過纜繩與位
於山上及山下的纜車站連
接，而車廂依靠握索器來
緊緊吊掛在可移動的纜繩
上，跟隨纜繩的移動同步
前進，接載乘客來回往返
昂坪及東涌。在東涌及昂
坪纜車站內分別設置大型
驅動輪，纜繩兩端各掛在
這橫置的大型驅動輪上，
透過這大型驅動輪的旋轉
來拉動纜繩，而其旋轉動
力由強力摩打提供。

由於纜車靠同一條纜
索移動來回兩個方向，纜
車來回的速度一定相同。

Science

昂坪纜車中的科學 

位於山上的昂坪纜車站

位於山下的東涌纜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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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坪 360 的纜車一直採用再生能源，每個纜車車廂都設置
兩塊太陽能充電板，負責儲電及供電給車廂內部使用，例如車
廂內的 LED 燈、音訊裝置、無線接收器及喇叭等。太陽能充電
板在日照時間會進行儲電，陰天和雨天就會供電，有助保護自
然環境，減少碳排放。

昂坪 360 採用雙纜索的架空行車設計，是亞洲最長的雙纜
索纜車系統。雙纜索分別是承托纜和牽引纜。承托纜是主要支
撐纜車總重量的纜索，包括車廂重量及乘客重量。牽引纜則負
責拉動車廂和「煞車」，使車廂在承托纜上運行。兩條纜索分
工合作，最大優點是降低能源消耗以及減少纜塔數目，以保存
沿途自然景觀。

Technology Engineering

昂坪纜車中的科技
昂坪纜車中的工程

車廂內的 LED 燈和音訊裝置

牽引纜 承托攬

車廂上方的太陽能充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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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在開埠之前，只不過是一個小漁港，居民
大多數過着「靠山食山、靠海食海」的生活，居住
在內陸地區的居民務農維生，而靠近海邊地區的居
民就從事漁業，當時他們分佈在香港仔、筲箕灣、
大澳、長洲、青山灣、大埔、沙頭角及西貢市，組
成不同的漁村，香港這八個地方在當年有「八大漁
港」的美譽。

隨着時代變遷、經濟起飛及科技發展迅速，香
港現已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雖然如此，但是這些
漁村仍然健在，部分仍保留着昔日樸素和迷人的風
情，當中位於大嶼山西部的大澳，就是香港現存
最著名的一條漁村。

水鄉中的 STEM

棚屋結構

2.1

觀音山

石壁水塘

大澳

石壁

昂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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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與地球之間的距離變化也影響到潮汐的高度，當月球
在 近 地 點 ， 潮 汐 的 潮 差 會 增 加 ， 在 遠 地 點 時 潮 汐 的 潮 差 會 減
少。而香港的潮汐屬於不正規半日潮，是指在一個月大部分時
間內，每日有兩個漲潮和兩個退潮。每日的兩個漲潮的潮高都
不相等，較高的漲潮，通常在冬季時會在夜間出現，而在夏季
時則會在日間出現。

因為每天都要面對潮汐漲退問題，所以大澳居民才要把棚
屋架空建築在水上，免受影響。

 運用潮汐數據
到香港天文台網站劉覽「香港各地點的潮汐預報」資訊，

市民就能得知本港 12 個地點每日最高及最低潮位的預測。天
文台透過數據發現，在香港水域潮差和漲退潮出現的時間，有
一個自東南至西北逐漸變化的現象。

「香港潮汐預報」及
「香港實時潮汐資料」會
顯 示 每 日 最 高 及 最 低 潮
位 的 預 測 的 信 息 ， 潮 漲
潮 退 時 間 一 目 了 然 ， 有
助 為 棚 屋 居 民 找 出 出 海
工作的最佳時機。

Technology

棚屋中的科技

潮漲時的情況

潮退時的情況
香港實時潮汐資料（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

香港潮汐預報（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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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澳 設 有 潮 汐
測 量 儀 ， 利 用 聲 納
回 波 的 反 射 來 計 算
海 面 與 測 量 儀 器 之
間 的 距 離 ， 從 而 推
算海面的實際高度。

潮 汐 預 測 是 由
香 港 天 文 台 利 用 調
和 法 ， 分 析 各 地 點
潮汐數據後所得。在潮汐表中，只列出每日漲潮和退潮出現的
時間和高度。由於預測漲退潮出現的時間及高度只適用作平均
氣象情況，故此實際氣象情況有機會與平均情況有距離，潮汐
觀測與預測之間可能出現分別。如果出現極端天氣，例如熱帶氣
旋，差別就會較大。

香港實時潮汐資料（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

大澳潮汐站

潮汐預測

潮汐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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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建築可以簡單定義為「沒有建築師的建築物」，而大澳
棚屋則是熟知當地需要的本地人把建築融入環境中。棚屋的設
計簡單，並富有多功能元素，滿足了當地人最基本的需要，同
時又能適應大澳當地的氣候。

 棚屋的四個時期
大澳棚屋的演變可分成四個時期，可從棚屋結構來劃分。
第一代棚屋：以竹製拱頂，形成圓桶型棚屋，並以木製結

構造成框架，使用圓形石基座；室內空間以單層長方型間隔，
洗手間、廚房和寢室都集合於一起，牆壁以鋁板覆蓋。

第二代棚屋：以木製桁條製成屋頂，亦是木製結構造成框
架，使用修長的石基，以減低水浸風險。與第一代棚屋同是單
層長方型間隔為主，牆壁也以鋁板覆蓋。

第三代棚屋：屋頂框架及結構框架都是木製，基座由坤甸
木木柱取代。擴大了居住空間，加建一層作為寢室之用，設有
半開放式平台，用作醃製蝦醬、曬鹹蛋等。

第四代棚屋：兩層建築，木製
屋頂框架及木製結構框架，棚屋室
內 細 分 不 同 房 間 ， 平 台 上 建 有 露
台，增加休閒和工作空間。露台下
是分隔出來的廚房和洗手間。棚屋
的基座木柱被混凝土包裹來支撐房
屋，避免因漁船碰撞影響基座。

Engineering

棚屋中的工程

第一代

第三代

第四代基座木柱被混凝土包裹

第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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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運輸系統的

STEM

對於要往來東涌新市鎮的市民，以及往來香港迪
士尼樂園或香港國際機場的旅客來說，鐵路是相當重
要的交通工具。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東涌線主要來往大嶼山東涌
站與中環香港站，途經欣澳、青衣、荔景、南昌、奧
運 及 九 龍 站 ， 全 長 3 1 . 1 公 里 ， 車 程 約 2 9 分 鐘 ， 大
部分路段和機場快線並行或共用軌道。而機場快線是
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及香港商業中心區最快捷的交通工
具，途經機場、青衣、及九龍站，全長 35.3 公里，由
機場前往中環市中心約需 24 分鐘。機場快線更接駁博
覽館站，車程只需約 2 分鐘，是旅客及參展商前往亞
洲國際博覽館最直接和方便的途徑。

至於迪士尼線，列車穿梭來往欣澳站及位於竹篙
灣的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是全球首個專為迪士尼
樂園而設的列車專線，同時亦是香港第一條採用無人
駕駛系統的路線，全長 3.5 公里，車程少於 4 分鐘。

荃灣 葵興

欣澳

青衣

東涌

機場

葵芳 荔景 美孚

南昌

奧運

九龍

香港

上環 中環
金鐘

大窩口

大嶼山

迪士尼

博覽館

荔枝角

西營盤

柯士甸

長沙灣

香港西九龍

香港大學堅尼地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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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形的美學
在迪士尼線列車上的吊

環或窗戶，甚至連車站裝飾
都採用了米奇老鼠的外形圖
案，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
個圖案是由三個圓形所組合
而成，而且當中還暗藏一些
數學知識？

Mathematics

鐵路中的數學

認識了米奇老鼠標誌的圓形關係，大家就能夠動手畫出一
個接近標準比例的米奇老鼠圖案。

米 奇 老 鼠 面 部 的 大 圓 形 與 兩 隻 圓 形 耳 朵 的 比 例 大 約 是
1:0.65，兩隻圓形耳朵的圓心與面部大圓形的圓心所形成的角
是 90 度的直角，而圓形耳朵的半徑距離，與面部大圓形圓心
到圓形耳朵的圓周位置的距離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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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車的載客量
東涌線列車每列有 8 個車廂，每個車廂有 48 個座位，企位

約 270 人（以每平方米站立 6 人的乘客密度計算），繁忙時間
列車班次為每 4 分鐘一班，每小時每個方向的載客量有多少？
 

東涌線列車每小時每個方向的載客量
= 每個車廂的載客量 × 車廂數量 × 每小時的班次
=（48 + 270）× 8 ×（60÷4）
= 318 × 8 × 15
= 38,160 名乘客

迪士尼線列車是由 4 個車卡所組成，每日都會為乘客提供
服 務 ， 繁 忙 時 間 列 車 班 次 為 每 4 分 鐘 一 班 ， 設 計 載 客 量 為 每
小時每個方向 7,200 名乘客，最高載客量為每小時每個方向
10,800 名乘客。

如迪士尼線需求增加，車站月台可予擴展至容納 8 個車卡
的列車，設計載客量為每小時每個方向 14,400 名乘客；最高
載客量為每小時每個方向 21,600 名乘客。

 鐵路列車的速率
鐵路列車裏的數學元素還

有 很 多 ， 例 如 路 軌 是 平 行 線
的 設 計 ， 是 要 確 保 路 軌 之 間
的 距 離 是 相 同 才 可 使 鐵 路 列
車 平 穩 地 行 走 。 此 外 ， 利 用
鐵 路 列 車 行 駛 的 平 均 車 速 ，
可 以 預 算 到 達 目 的 地 的 抵 達
時 間 ， 以 機 場 快 線 由 博 覽 館
站往香港站為例，全程 35.3
公里，約需 28 分鐘。

利用「時速 = 距離 / 時間」的公式計算，
機場快線的平均時速可達 35.3 /（28÷60）
= 76 公里 / 小時。

而東涌線列車由東涌站往香港站，全長 31.1 公里，
車程約 29 分鐘，東涌線列車的平均時速可達 31.1 /（29÷60）
= 64 公里 / 小時。

至於迪士尼線全長 3.5 公里，由欣澳站到迪士尼站，
車程少於 4 分鐘，迪士尼線列車的平均時速可達 3.5 /（4÷60）
= 52 公里 /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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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伍仙橋

探索橋之 STEM

梅窩在未填海之前分為南北兩岸，
梅窩碼頭在梅窩的南岸，銀礦灣在梅窩
的北岸，南北兩岸被一條銀河隔開，居
民或旅客由梅窩碼頭步行到銀礦灣，必
定要經過伍仙橋才能過河。為何梅窩居
民會稱呼這道位於梅窩涌口街附近的行
人橋為「伍仙橋」？

這道伍仙橋是怎樣由一條小小的木
橋演變成活動橋，再轉變成為現在的石
屎橋呢？這一切都要由伍仙橋的歷史開
始說起。

4.3

銀礦灣觀景台

伍仙橋

梅窩北岸

梅窩南岸
梅窩渡輪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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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 30 至 40 年代初，梅窩南北兩岸有一
河相隔，此河名叫「銀河」，又名「梅窩河」。梅
窩村民聚居在銀河的下游位置，要由碼頭到市集就
要過河。當時村民若要過河就只能撐艇，靠一條
繩索把載人的小艇拉過河，但是每次過河需要付
費 — 港幣「伍仙」（俗稱「斗令」，十仙為一毫
子），因此村民稱之為「伍仙」橋。所以「伍仙」
之名，與神仙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伍
仙
橋
探
索
橋
的
歷
史 

可以想像到，這樣的過河方式一旦遇上大風時，就會較為
危險，以致往來變得不方便。戰後時期，曾氏家族的三利號公
司建造了伍仙木橋。伍仙木橋所採用的材料很簡單，只利用木
樁和木板搭建而成。由於在潮漲的時候有漁船需要進出銀河，
所以伍仙木橋的橋板是可以收起的。其建造方法是南北兩岸先
有固定的木橋台，中間約 15 呎 （約 4.5 米） 的距離就是用活動
式又長又窄的木板作為行人橋板。在漁船出入時會把活動木板
收起，沒有漁船就把活動木板放下供村民過橋。

此木橋是由三利號公司建造及專利營運，村民每次過橋仍
要繳付伍仙作為過橋費用。

銀河

梅窩街市
銀礦廣場

梅窩消防局

梅窩游泳池

梅窩郵政局

拉繩讓木筏讓人前進
有如當年村民過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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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50 年代，梅窩人口急增，狹窄的伍仙橋已經未能滿足村
民需要，遂在 1955 年聘請了「阮興」木店搭建新橋。同樣是
用木建造，而中間的活動木板就加入了拉繩設計，來控制活動
木板的拉起及放下。至 60 年代中期，木橋被颱風摧毀，災後
木橋須要重建，木橋墩改用三合土，以加強橋墩的鞏固度。

直至 70 年代，隨着居住梅窩的人越來越多，加上假日入梅
窩的旅客增加，伍仙橋已經不能應付日常所需，香港政府遂出
資重新興建伍仙橋，並採用鋼筋加混凝土築橋，以及改用電動
方式控制橋的開合，同時政府更取消了伍仙的收費。

伍仙橋舊貌（攝於麥生記冰室）

Science

從伍仙橋探索橋的科學

 橋的力學
橋樑是一種複雜的受力結構，當中包含了不少力學原理，

現以最簡單的承受力來分析橋的結構。橋樑的承受力，除了看
建造材料的強度，還有橋所使用的幾何形狀，我們可以利用紙
張當作橋面來分析幾何對承受力的影響。

1 利用紙盒當成橋台，把紙張摺成 W 形，並把 W 形紙張放
在紙盒橋台上構成紙橋。

在 W 形紙張上面擺放物件，物件的重量會均勻地分佈在皺褶中，而不會集中在紙張
的中央，增加了紙張的承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