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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個案研究2
 馬鞍山一處戶外 
 公共場所

A2.1 研究範圍

在馬鞍山新市鎮，港鐵馬鞍山站以北吐露港沿岸，建

有綜合康樂消閒區。是項個案研究會探討選定範圍內

的戶外公共場所是否暢道通行。研究範圍位於馬鞍山

市中心，四周建有多個屋苑和一間酒店 (A2.1a)。研究

範圍內有五大設施，深受馬鞍山居民和訪客歡迎，使

用率甚高 (A2.1b)，計有：

馬鞍山體育館 (A2.1c)

馬鞍山公共圖書館 (A2.1d)

馬鞍山公園 (A2.1e)

馬鞍山游泳池 (A2.1f)

馬鞍山海濱長廊 (A2.1g)

■

■

■

■

■

是項個案研究會探討上列五項設施是否互相通達，不

同設施之間和設施與四周交通連接點之間的連結程

度，以及彼此如何連繫貫通，方便馬鞍山居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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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a 研究範圍平面圖 A2.1b 五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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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c 體育館

A2.1d 圖書館 A2.1e 公園

A2.1f 游泳池

A2.1g 海濱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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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區域的公共交通網絡四通八達。除港鐵馬鞍山站

(A2.2a)外，還有鞍駿街沿路的巴士站 (A2.2b)，以及

經鞍駿街行人天橋（設有斜道）前往公園對面屋苑的

巴士總站 (A2.2c及A2.2d)。位於西北面的游泳池和體

育館毗鄰，設有公眾私家車及旅遊車停車場，並有行

人道連接其他三項設施。體育館附近設有兩個通達停

車位 (A2.2e)。公園前面的鞍駿街設有停車處，供的士

落客和旅遊車上落客 (A2.2f)。區內居民可經鞍源街和

鞍駿街的行人過路處或行人天橋徒步前往 (A2.2g)。騎

單車的遊人亦可經海濱長廊前往其他設施 (A2.2h)。

A2.2 通道模式 馬鞍山公園主要從三個方向進出：位於鞍駿街的正

門、從停車場前往側門、以及海濱長廊設有五個入

口，其中兩個完全通達。

圖書館與體育館的入口相對，中間是共用的露天廣

場。露天廣場一端通往鞍駿街的入口，另一端連接通

往停車場、公園及游泳池的行人道。

游泳池的正門位於鞍源街停車場旁。但據觀察所得，

該入口的使用率偏低，使用者大多從鞍駿街經由圖書

館╱體育館的廣場或公園進入游泳池。

A2.2a 鐵路站

A2.2b 巴士站和小巴站

A2.2c 行人天橋的斜道

A2.2d 接駁行人天橋

A2.2e 通達停車位

A.2.2f 旅遊車和的士停車處

A2.2g 行人過路處

A2.2h 單車停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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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 布局

區內通道的整體布局大致明確，並設有標誌指示前往

主要景點。雖然各類設施落成的時間不同，但各項大

型 設 施 均 有 通 達 路 徑 接 駁 (A2.3.1a、A2.3.1b及

A2.3.1c)。前往游泳池、體育館及公共圖書館的通道

直接方便，經由臨街入口前往亦十分方便。公園內的

通道均為曲線型行人徑，貫通園內各處景點

(A2.3.1d)。一些行人徑亦連接海濱長廊 (A2.3.1e)。

A2.3 不同設施之間的連繫
設施之間各條通道的銜接大致規劃完善，地面平坦通

達。海濱長廊與公園之間的三個連接點設有梯級，如

加設斜道可能更佳。加裝充足的標誌有助指示另一個

通達連接點的位置。

圖A2.3.1f顯示前往個別設施的主要幹道及入口。

A2.3.1a 平坦的通道連接圖書館與公園 A2.3.1b 平坦的通道連接圖書館與游泳池 A2.3.1c 通往餐廳的平坦通道 A2.3.1d 公園內主要通道相當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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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2 通道

場地內主要通道均相當寬闊，方便輪椅通過

(A2.3.2a)。不少長者和輪椅使用者都會前往各項設

施，尤其是公園。一般來說，行人道暢通無阻，長

椅、垃圾箱、澆水龍頭和燈柱等路旁設施均與主要路

徑分開 (A2.3.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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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1e 連接海濱長廊的通道 A2.3.1f 場地內主要通道

A2.3.2a 行人徑沿途路面平坦，兼有路緣區分
通道

A2.3.2b 路旁設施和固定裝置與行人徑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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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3 高度變化

大部分行人徑路面平坦。地面高度有變的地方除設有

梯級，還加設斜道，方便輪椅使用 (A2.3.3a)。至於設

有路緣或地面高度輕微轉變的位置，行人徑上鋪有顏

色對比鮮明的警示帶，提醒途人。舉例來說，體育館

和圖書館入口均設有這類警示帶，但在該處大閘附近

如設有下斜路緣，則前往入口會更直接 (A2.3.3b)。

在公園內，迷宮和海洋廣場等主要景點均設有斜道。

迷宮看來特別受兒童（包括坐輪椅者）歡迎 (A2.3.3c)。

迷宮牆身略矮，讓家長可清楚望見子女，易於看顧。

不過，園內有三處地方不太方便輪椅出入。一是花

園，位置稍高，行人徑由100 毫米 X 100 毫米、表面

粗糙的花崗石鋪路磚砌成，高低起伏，輪椅使用者要

通過該處的斜道，可能感到吃力。另外還有海洋廣場

上面加高的眺望台，以及各個休憩亭，全部只設有樓

梯 (A2.3.3d及A2.3.3e)。

A2.3.3a 設有扶手的斜道方便輪椅出入

A2.3.3b 圖書館入口外的行人徑路緣鋪設黃色
警示帶

A2.3.3c 迷宮設有斜道

A2.3.3d 香花園的休憩亭只設有梯級 A2.3.3e 海洋廣場上面的眺望台只設有梯級

A2.3.4a 通往圖書館和體育館入口的通道暢通
無阻，並設有觸覺引路帶

A2.3.4b 場地邊緣鋪設觸覺引路帶，通往觸覺
地圖和建築物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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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4 觸覺引路帶

體育館與圖書館之間的露天廣場設有觸覺引路帶，起

點位於體育館與圖書館在鞍駿街的共用入口

(A2.3.4a)，入口旁大閘外設有觸覺地圖 (A2.3.4b)。請

參閱第A2.4.1節。觸覺警示帶距離觸覺地圖300毫米

的無阻空間，有助防止視障人士撞上觸覺地圖。如觸

覺磚與四周地面終飾的顏色對比更為鮮明，視障人士

會更易察覺。

通往體育館和公共圖書館入口的斜道上，設有觸覺警

示帶，兩旁均有扶手 (A2.3.4c及A2.3.4d)。

早年落成的公園設施，並無觸覺引路帶或警示帶。不

過，公園有些地方也可以找到一些感應提示，包括主

要行人徑兩邊顏色對比鮮明的低矮花槽石壆

(A2.3.4e)， 不 同 功 能 區 域 採 用 不 同 鋪 地 物 料

(A2.3.4f)，以及多種不同的花木布置。這些感應提示

都能為一些使用者導引路向。請參閱第A2.3.5節。

A2.3.4c 通向體育館的斜道兩端設有觸覺警示帶

A2.3.4d 通往圖書館的觸覺引路帶和斜道 A2.3.4e 通道沿途的可感應路緣，與毗連地面
終飾的顏色對比鮮明

A2.3.4f 不同功能區域採用不同鋪地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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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5a 採礦歷史展覽場鋪上天然石塊

A2.3.5 地面處理與物料

各戶外場地採用了多種不同的地面處理方式

(A2.3.4f)。據觀察所得，大部分地面在晴天或雨天時

大致都堅實防滑。

各功能場地採用了不同的鋪地物料。舉例來說，主要

通道採用鋪路磚；遊樂場鋪有安全墊；採礦歷史展覽

場鋪上天然石塊 (A2.3.5a)；廣場使用陶土鋪路磚連混

凝土路帶；車輛通道採用人造花崗石磚 (A2.3.5b)。除

此之外，鋪地物料還有赤陶磚、塗料和草坪

(A2.3.5c)。各式各樣的物料有助遊人感應和辨別不同

通路和區域。

香花園的斜路如鋪設較為平滑的物料，會更方便輪椅

使用者、長者和推嬰兒車的遊人進出。

A2.3.6 地面排水

戶外場地必須有效排走雨水。場地的地面斜度大致適

中，可排走雨水。據實地觀察所得，除海濱長廊有少

量積水外，場地並無嚴重積水。場地採用集水明溝，

以及蓋上金屬柵蓋的地面排水渠。渠蓋大都與毗連行

人道的路面齊平 (A2.3.6a)。部分渠蓋的格縫，以及渠

蓋不同部分之間的罅隙宜縮窄，以免卡着輪椅、手杖

和嬰兒車車輪 (A2.3.6b)。此外，水渠格柵的格縫排列

方向宜與主要行走方向成直角。地面的沙井、欄柵及

排水渠等其他排水設施，大都與地面齊平 (A2.3.6c)。

A2.3.5b 廣場及車輛通道採用不同鋪地物料

A2.3.5c 不同的地面處理方式

A2.3.6a 地面排水渠與毗連地面齊平

A2.3.6b 渠蓋闊逾13毫米的格縫或會卡着輪椅
或手杖

A2.3.6c 沙井蓋與周圍地面齊平。不同地面終
飾的交界亦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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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1 入口標誌

該場地各個入口均設有引路及導向的標誌。鞍駿街的

入口較為顯眼，容易辨認。

圖書館和體育館的正門外設有觸覺地圖，並有點字顯

示該場地的布局 (A2.4.1a)。場地邊緣鋪設觸覺引路

帶，通往觸覺地圖，再經入口大閘直達建築物入口

(A2.4.1b)。場地內多個戶外空間中，只有此處提供觸

覺和點字資訊。

視障人士可從觸覺地圖位置出發，沿觸覺引路帶前往

圖書館和體育館入口。在這兩座建築物之間的廣場

上，可輕易辨認其他設施；各項設施相距不遠，容易

到達。

A2.4 引路與標誌
公園入口設有金屬裝飾屏障，上有公園名稱

(A2.4.1c)，但文字與背板均以不銹鋼材製造，顏色對

比不夠鮮明。金屬屏障前設有矮身標誌座，方便小童

和輪椅使用者閱讀資訊 (A2.4.1d)。公園的主要指南設

於入口廣場。大型指南色彩繽紛，以圖像顯示園內各

項康樂設施 (A2.4.1e)。不過，其中一塊標誌板與主要

標誌排成直角，部分使用者可能難以閱讀。

A2.4.1a 位於入口的地圖以觸覺圖像顯示場內布
局，附設點字資訊

A2.4.1b 公共圖書館和體育館入口設有觸覺地
圖和觸覺引路帶

A2.4.1c 位於鞍駿街的公園入口

A2.4.1d 公園入口的矮身地圖 A2.4.1e 公園入口裏的大型指南



210
暢道通行 — 戶外環境建設 建築署A2 個案研究2 — 馬鞍山一處戶外公共場所

A2.4.2 導向與引路

場地內四周的建築物和各項設施有助使用者尋覓路

向，周圍的屋苑和海濱亦有助定向 (A2.4.2a及

A2.4.2b)。公園內有數個地標，可作為參考點，例如

有樹叢環繞、面積廣闊的中央草坪 (A2.4.2c)，通達的

矮牆迷宮 (A2.4.2d)，以及前臨吐露港的海洋廣場內船

桅狀的雕塑 (A2.4.2e)。這類元素可作為有效的視覺標

誌，方便覓路。部分地標晚上會亮燈，有助途人辨認

這些區域，方便定向 (A2.4.2f)。此外，通道清晰易

辨，方便覓路 (A2.4.2g)。

公園內的主要路口設有方向標誌，特別是多條行人徑

交界處；行人徑分別通往不同特色設施、遊樂場地和

休憩處 (A2.4.2h)。這些標誌圖文兼備，指示園內各項

設施的位置，例如公園辦事處、廁所及休憩亭。方向

標誌以深綠底色襯托黃色文字，效果顯眼 (A2.4.2i)。

如能加強標誌顏色與四周綠樹的對比，則整體上會更

鮮明。

大部分標誌杆均設於園境區內，並無突出至行人徑。

晚上標誌有燈光照射，從遠處也清晰可見。

A2.4.2a 附近住宅大廈成為定向的參考點

A2.4.2b 場地北面的海濱長廊和吐露港成為定向
的參考點

A2.4.2c 廣闊的中央草坪成為主要聚集地點和
參考點

A2.4.2d 公園近中央位置的大型迷宮成為主要
地標

A2.4.2e 海洋廣場是公園一大特色

A2.4.2f 海洋廣場會在晚上亮燈

A2.4.2g 清晰的通道方便覓路

A2.4.2h 主要路口的方向標誌指示各項設施的
位置，方便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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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3 標誌

場地內有不同種類和功能的標誌，包括設於入口的地

圖和指南、康樂設施（例如健身設備）的使用指示、

導引前往不同服務和主要地區的方向指示牌、公園辦

事處和厠所等識別標誌，以及警告和規管標誌

(A2.4.3a至A2.4.3e)。

標誌提供的資料大致清晰易明。不過，有些規管標誌

可加大字體，並加強資料與背景的顏色對比。一般來

說，國際通達標誌應為藍底白色圖像。戶外標誌不宜

使用反光終飾的金屬，以免產生眩光。雙向獨立標誌

不應使用透明玻璃或其他透明物料，以防反光。關於

圖書館入口專為視障人士而設的觸覺地圖，可考慮為

觸覺和點字資訊增加互動聲效元素，以便更多能力不

同的人士可運用其他感官取得資訊。

A2.4.2i 顏色對比鮮明的方向標誌

A2.4.3a 健身設備的使用指示 A2.4.3b 體育館附近的指南 A2.4.3c 健身站及健身徑標誌，建議使用健身
設備的次序

A2.4.3d 設施識別標誌

A2.4.3e 規管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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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遍植花木，有樹木、灌木、剪形植物、草本植

物及地被植物，色彩繽紛，綠意盎然，不但賞心悅

目，還讓遊人感受花草氣息 (A2.5a)。園境設計層次分

明，加強視覺效果。場地內其他地方的通道沿途種植

的花木則較少。

公園的迷宮、通往眺望台的斜道，以及海洋廣場的雕

塑等建築特色，與花木巧妙融合。

一些花木成為公園的焦點，例如種於路徑交界的桃花

林，標示通往迷宮入口的中軸線 (A2.5b)；廣植時花的

香花園；擺放剪形植物為遊人提供拍照景點等。多種

多樣的艷麗花卉，為公園增添大自然氣息。

除了美化環境外，有些樹木亦為閒坐處提供天然遮

蔭。樹木和灌木大多經過悉心修剪和保養，不會侵佔

通道或遮擋開揚景觀 (A2.5c)。伸手可及的植物均屬可

以安全觸碰的品種和質地；這些植物都沒有針刺或硬

邊，不會傷害遊人。

A2.5 園境空間

A2.5a 種類繁多的植物

A2.5b 路徑上種有桃花林

A2.5c 通道兩旁悉心修剪的樹木和灌木



213
建築署 暢道通行 — 戶外環境建設 A2 個案研究2 — 馬鞍山一處戶外公共場所

場地內路旁設施和裝置基本上包括長椅、垃圾箱、告

示板、公眾電話、飲水器、還書箱、單車架、遊樂設

備等。

A2.6.1 座椅

休憩用地必須有足夠的憩坐處。總體來說，場地內座

椅充足，亦與周圍環境頗為配合。通道沿途、休憩亭

內，以及圖書館和體育館外的廣場，均設有長椅。不

少地點更在長椅旁增設輪椅停放位。長椅和其他很多

裝置，例如圾垃箱，都與行人徑分開。

不少長椅設於花棚、玻璃簷篷或樹蔭下 (A2.6.1a)，少

數長椅沒有遮蔭 (A2.6.1b)。長椅特別受長者和幼童歡

迎。他們長時間步行後，都喜歡坐下休息。

如海濱長廊能加設融入園境建築和花木設計的憩坐

處，可為遊人增添樂趣。海濱長廊和沿岸一帶十分適

合進行戶外活動，可深入探究這方面的潛力。

A2.6.2 垃圾箱

垃圾箱的開口相當大，而且位置較低，方便使用。不

同區域會因應實際情況設置不同類型的垃圾箱，有些

會固定在離開行人徑的花木區 (A2.6.2a)，有些是流動

的，並採用兒童喜愛的動物造型 (A2.6.2b)。

A2.6 路旁設施和裝置

A2.6.1a 每組長椅既有遮蔭和靠背，亦有輪椅停放位 A2.6.1b 不同類別、沒有遮蔭的長椅

A2.6.2a 固定垃圾箱

A2.6.2b 兒童遊樂場的流動垃圾箱，開口位置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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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3 扶手

斜道多數設有大小適中的易握扶手，但某些斜道並非

兩旁都有扶手，有些扶手則應在斜道兩端各延伸300

毫米。在夏日曝曬下，不銹鋼扶手可能會燙手

(A2.6.3a)。

A2.6.4 防護欄障和防撞柱

行人徑路緣水平出現落差處，均設有防護欄障。

海濱長廊與公園的交界處豎設防撞柱，以防遊人騎單

車進入公園。每根防撞柱頂部都有清晰易讀的圖示標

誌，提醒遊人遵守公園規則 (A2.6.4a)。

A2.6.5 植物資料手冊

公園的中央草坪廣植樹叢，形成翠綠的背景，緩和周

圍大廈林立對景觀的影響。草坪旁邊擺放了一本防水

的資料手冊，詳細介紹各種植物。手冊固定在矮身金

屬托架上，方便閱覽 (A2.6.5a)。

A2.6.3a 斜道的扶手 A2.6.4a 公園與海濱長廊之間豎立附有標誌的防撞柱 A2.6.5a 中央草坪的植物資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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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1 收費電話

雖然流動電話普及令收費電話需求減少，但公園辦事處

外裝設了一部收費電話機，位置較低，方便輪椅使用者

(A2.7.1a)。為確保電話機從遠處可以望見，宜在較高位

置展示國際通達符號標誌，指示電話機的位置。

A2.7.2 飲水器

公園辦事處外設有標準高度的飲水器 (A2.7.2a)。為切

合所有使用者（包括輪椅使用者和幼童）的需要，宜

在高低位置均設置飲水器。

A2.7.3 還書箱

圖書館外設有通達還書箱，借書者不用進入館內，或

於圖書館關門後也可還書 (A2.7.3a)。

A2.7.4 停車位

體育館旁設有通達停車位 (A2.7.4a)，另有旅遊車停車

位，方便到訪的旅行團。該處西北面也設有私家車停

車位，但只限職員使用。如增設公眾私家車停車位，

扶老攜幼的家庭可以駕車前來，更感方便。

A2.7.5 單車停放處

公園毗連的海濱長廊設有單車停放處 (A2.7.5a)。海濱

長廊長逾7公里，北至烏溪沙，南達沙田市中心。遊

人停放單車後，可在附近散步，十分方便。單車停放

處多數設於樹蔭下，免受陽光直射。

A2.7 服務設施

A2.7.1a 公園辦事處外位置較低的收費電話機 A2.7.2a 公園辦事處外的飲水器 A2.7.3a 設於廣場入口的還書箱

A2.7.4a 體育館附近的通達停車位

A2.7.5a 海濱長廊沿路的單車停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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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通達的休憩區和 
 教育活動區

休憩區和教育活動區大都設有斜道或平坦地面，老幼

傷健都可通行無阻 (A2.8b至A2.8f)。相關景點見圖

A2.8a。

如第A2.3節所述，圖書館入口亦暢通易達。

A2.8a 通達的景點

A2.8b 中央草坪的植物資料手冊

A2.8c 通往眺望台的斜道 A2.8d 採礦歷史展覽場

A2.8e 設有斜道的海洋廣場

A2.8f 香花園

吐露港

海濱長廊

馬鞍山
游泳池

馬鞍山
公園

馬鞍山 
 公共圖書館馬鞍山 

體育館
鞍駿
街

兒童 
遊樂場

馬鞍山 
採礦歷史 
展覽場

健身站

長者
健身站

海洋廣場

剪形植物
植物資料手冊

迷宮

通往眺望
台的斜道

種有桃花的小徑

0 50 100米

鞍
源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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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內的運動及康樂設施同樣暢通易達。園內為成人

和長者設置健身站和其他設備 (A2.9a及A2.9b)，兒童

遊樂場亦有不少遊樂設備 (A2.9c)。這些運動及遊樂場

地一律鋪上安全橡膠地墊，地墊亦有助區分這些場

地。場內設備多半是色彩鮮艷的現成產品，設備旁邊

附有使用說明。

A2.9 通達的康樂及 
 運動場地

迷宮是另一個受歡迎的遊樂場地。園內有樓梯和斜道

通往迷宮，坐輪椅的兒童也可到迷宮探索遊玩

(A2.9d)。園內另有一條通達的優質健行徑，遊人可依

照沿途檢查站以不同顏色標示的三條路線，在公園四

處蹓躂 (A2.9e)。

第A2.3節論及前往游泳池和體育館等其他康樂設施的
途徑。

A2.9a 通達的健身站

A2.9b 長者健身站

A2.9c 兒童遊樂場

A2.9d 通往迷宮的斜道 A2.9e 優質健行徑沿途檢查站以不同顏色標示不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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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1 照明

圖A2.10.1a顯示晚間徒步前往該場地的體驗。圖片展示行程次序：首先由馬鞍

山市中心的連接天橋（ 1 ）出發，途經馬鞍山公園、休憩亭、海洋廣場、圖書

館、廣場、體育館、鞍駿街行人路（ 22 ），再折返連接天橋。

圖片顯示不同照明安排營造的視覺效果，讀者可以感受不同地點晚上的氣氛。

場地內燈柱或高或低，照明裝置多種多樣，看來照明充足。現場光暗適中、色調

柔和、氣氛怡人。在視覺上整段行程大致舒適。雖然部分標誌的照明略嫌不足，

但絕少有黑漆兼有危險暗角的地帶。由於場地光線充足，安排妥善，夜遊人士大

體上感覺安全。晚間場地的氣氛大致舒適怡人。

A2.10 照明與顏色

A2.10.1a 晚間前往研究場地視察

馬鞍山市中心的
連接天橋

鞍駿街行人路

1 2 3 4 5 6 7

18 17 16 15 14 13 12

22

21

20

19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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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2 地面顏色處理

戶外各處的地面物料，在顏色對比及防滑方面看來都

經過周詳考慮。一般來說，不同區域的地面採用不同

終飾物料，以便區分。

 (a) 海濱長廊
公園與海濱長廊交界處的陶土鋪路磚與毗連行人

路的顏色對比鮮明，兩處地面的防滑程度並不相

同 (A2.10.2a)。路徑兩旁的白色花槽石壆也有助
劃分通道範圍。地面鋪上不同的終飾物料，加強

視覺效果。

海濱長廊內不同區域的交界處，亦採用對比的顏

色和物料。

 (b) 圖書館及體育館外的廣場
廣場地面的防滑陶土鋪路磚，採用黃、灰兩色，

對比鮮明 (A2.10.2b)。西北面入口的行人徑通往
公園，路面鋪上紅色仿花崗石磚。行人徑與廣場

之間是一道弧形黑色渠柵，與毗連鋪砌的地面齊

平。這個廣場的設計意念顯而易見：消除實際障

礙，同時鋪砌顏色對比鮮明的地面，藉以劃分不

同區域。

 (c) 公園的健體場地
公園的鋪地物料同樣顏色對比鮮明，例如健體場

地鋪上安全地墊，地墊四周鋪上淺灰色的防滑陶

土鋪路磚 (A2.10.2c)。不同物料和顏色對比，有
助區分不同場地，方便遊人辨別。不同區域的交

界處，地面並無障礙物，加上地面平坦，遊人可

以安心隨意走動。

A2.10.2a 公園與海濱長廊交界處的通道 A2.10.2b 圖書館及體育館外的廣場 A2.10.2c 公園的健體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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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公園行人徑

公園一律採用花槽石壆，代替高牆花槽。花槽石

壆塗上白漆，與行人徑的顏色對比鮮明，讓公園

遊人容易辨別通道 (A2.10.2d)。石壆邊緣清晰易

見，加上地面物料顏色對比鮮明，亦令遊人行走

時更為安全。此外，石壆把花木地帶與其他區域

清楚劃分。這個整體設計巧妙運用顏色和物料，

規劃周詳，令休憩用地更顯特色。

 (e) 公園迷宮

矮牆迷宮設有通達斜道 (A2.10.2e)。斜道塗上淺

綠漆，矮牆塗上白漆。迷宮外圍矮牆裝有淺藍色

金屬欄杆。迷宮內種有與矮牆高度相若的灌木，

藉以美化環境。迷宮營造富有趣味的視覺及觸覺

環境，讓兒童入內歷奇嬉戲。

A2.10.2d 行人徑沿途的白色花槽石壆 A2.10.2e 公園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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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同的人，對各種感官刺激的敏感程度並不相

同。場地內戶外空間充裕，市民可以暫別石屎森林，

親近大自然，體驗該處形形色色的感官元素。

A2.11.1 視覺體驗

場地內所有通道沿途種滿花卉。四季時花爭芳吐艷，

賞心悅目 (A2.11.1a)。

眺望寧謐的吐露港，令人心曠神怡。海濱長廊、海洋

廣場和公園內的眺望台，都是極佳的觀賞地點。

A2.11 感官體驗

A2.11.1a 四季時花色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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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2 聽覺體驗

遊人可以在較為寧謐的休憩場地靜聽天籟之聲。例如

在海濱長廊或公園的海洋廣場細聽浪聲。花草樹葉在

風中沙沙作響，亦能刺激聽覺 (A2.11.2a)。

A2.11.3 嗅覺體驗

公園內，特別是香花園的花香四時不同，在不同季節

都可刺激嗅覺。

A2.11.4 觸覺體驗

園境建築和花木元素，為遊人帶來不同觸覺體驗。舉

例來說，採礦歷史展覽場利用觸覺圖像作為教育展品

(A2.11.4a)；海洋廣場的海豚雕塑和石景都觸手可及

(A2.11.4b)；天然物料如岩石、青草及某些植物，提

供豐富的觸覺體驗 (A2.11.4c)。中央草坪讓遊人在軟

綿綿的草地閒坐或散步，而堅硬的鋪路磚表面粗糙，

觸覺感受截然不同 (A2.11.4d)。

戶外場地伸手可及的植物全都可以放心觸摸。遊人可

靠近植物細嗅香氣或體驗不同質感 (A2.11.4e)。

A2.11.2a 在遊人不多的日子，草地是細聽風聲
葉聲的好地方

A2.11.4a 採礦歷史展覽場的觸覺圖像

A2.11.4b 海洋廣場的海豚雕塑、石景和花草

A2.11.4c 石頭和花木觸手可及 A2.11.4d 草坪和堅硬的路面讓遊人有不同的觸
覺感受

A2.11.4e 剪形植物為遊人提供視覺和觸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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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1 安全

據觀察所得，在維修和改善工程進行期間，已充分顧

及公眾安全。若公園行人徑進行維修工程，施工範圍

均會妥善圍封，並會採取預防措施，例如設置臨時圍

欄和警告標誌。建築物料和廢物亦會放在圍封範圍內

(A2.12.1a)。

此外，上文提及的設計考慮因素，例如通道暢通無

阻、顏色對比鮮明、警告標誌充足，均有助確保遊人

安全。

A2.12 安全、管理與 
 維修保養

A2.12.2 管理

多年來，戶外場地多處雖曾進行一些加建及翻新工

程，但對不同使用者來說，大致上仍能保持暢通無

阻，吸引力不減，主要因為場地管理和保養完善。

除了一般設施保養外，還有一些細微但有效的管理措

施，使該區的使用率得以提升。舉例來說，在開放時

間內，多個出入口的保安閘周圍行人徑均暢通無阻

(A2.12.2a)。

公園實施多項防止蚊蟲滋生的措施，預防登革熱和日

本腦炎傳播 (A2.12.2b)。一些花木地帶安裝了防蚊

器，經常啓動。其他措施包括在椅腳貼上誘蟲紙

(A2.12.2c及2.12.2d)。

A2.12.1a 維修期間以臨時欄障圍封

A2.12.2a 海濱長廊附近設置保安閘，通往公
園的路徑保持暢通

A2.12.2b 草地上的防蚊設備

A2.12.2c 椅腳貼上誘蟲紙

A2.12.2d 公園辦事處有關誘蟲紙的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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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2.3 維修保養

任何設施均需維修和管理完善，才能保持高質素，令

其廣受歡迎。假如設施日久失修，會令市民卻步，不

願使用。

公園遍植花木的地方必須妥為料理，保持美觀。草坪

不時有孩童玩耍和野餐，園方會定時剪草。桃花等時

令植物亦有護理妥善。不同動物造型的植物亦會定時

修剪，保持原先的形狀和高度 (A2.12.3a)。

公園其他設備，例如燈柱、長椅和指示牌，同樣維修

妥善。園方定期添置新設施，維持公園的吸引力。健

體場地附近新設的卵石徑便是一例 (A2.12.3b)，該卵

石徑可用於足部反射治療。增添新設施時，應注意設

置地點和布局，以免造成阻礙，確保遊人安全。據觀

察所得，不少遊人，包括長者和兒童都喜歡卵石徑。

新增設施可令公園保持新鮮感，繼續吸引不同使

用者。

A2.12.3a 公園的剪形植物 A2.12.3b 公園新設的卵石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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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內的康樂設施由九十年代起建設，游泳池、公

園、圖書館、體育館先後落成。雖然各項設施並非同

期規劃和落成，但各項設施與周圍建築物之間的連繫

均悉心規劃。場地內基建配套完善，特別是馬鞍山鐵

路通車後，人流大為增加。

場地內各項設施廣受歡迎，它的成功因素之一，是有

關部門不斷精益求精。體育館和圖書館相繼落成後，

更吸引其他地區不同需要的市民使用。

部門可透過策略規劃，深入研究海濱長廊與北面烏溪

沙一帶的發展潛力，相信能夠吸引更多遊人，特別是

參與水上活動的青少年。落實以兒童為本的設計概

念，亦能建造足以吸引更多家庭到訪的好去處。

過去十年，有關規劃建築物以方便殘疾人士使用的法

例曾經修訂，所以原本符合標準的設計細節或需改

良，以達到新訂標準。各項設施如能定期改善，當可

締造更和諧的環境，向公眾展示該區的優良形象。

在馬鞍山這個研究地區，戶外公共地方四通八達，為

不同需要的使用者提供稱心安全、暢通易達的環境。

這個範例足以說明，精心設計規劃的設施，能令鄰近

居民的生活質素大為提升。通行無阻的建造環境，讓

社會各界都有平等機會，充分享用各項設施。

A2.13 總結

A2.13a 戶外場地暢通易達，人人均可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