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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察點及學習重點： 
 
 

日期 日程 學習重點 

12月 26日 

上午 

於香港機場集合 

由香港乘飛機往上海 

 從閱讀中學習(i)：上海市至 2035年的城

市及交通運輸的總體規劃 

下午 乘坐磁懸浮列車 

前往參觀磁浮交通科技館 

 上海所採用的特色運輸方式及創新運輸

項目 

 人工智能小 I 機器人公司  上海在資訊科技工業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晚上 乘坐外灘觀光隧道無人駕

駛車廂 

 上海所採用的特色運輸方式及創新運輸

項目 

 

上海中心大廈—上海之巔

觀光廳及展示廳 

 上海的天際線 

 航空照片的闡釋技巧 

 認識上海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及「垂直社

區」的城市發展概念 

12月 27日 

上午 

與華東師範大學地理教育

專家交流 

 專題講座—中國內地

地理課程改革現狀 

(講者：段玉山教授) 

 交流及問答時段 (包

括宣道會陳朱素華紀

念中學地理科科主任

廖學謙先生的交流分

享) 

 校園參觀 

 內地在地理教育方面的最新發展 

下午 通用汽車廠 (包括講座及

導賞) 

 上海在工業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1933老場坊  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個案研

習(i):棄置屠房的活化利用 

 石庫門屋裡廂博物館  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個案研

習(ii): 上海石庫門建築的更新及活化 

晚上 新天地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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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程 學習重點 

思南公館街區  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個案研

習(iii): 上海歷史建築群的保育及活化 

12月 28日 

上午 

崇明島的可持續發展—崇

明島博物館 

 上海的自然及人文環境，以及其可持續

發展措施 

 長江河口地貌的形成及發展 – 河口三角

洲及崇明島 
下午 崇明島上的生態農業 

崇明島東灘濕地公園 (包

括導賞)、長江河口地貌 

遠眺風力發電機及途經前

衛生態村 

晚上 田子坊  上海的城市規劃及可持續發展—個案研

習(iv):上海石庫門建築的活化利用 

12月 29日 

上午 

乘高鐵由上海至蘇州 

下午 蘇州舊城區的保育—七裡

山塘 

 了解高鐵如何改變上海及蘇州間的一小

時生活圈 

 認識蘇州的自然及人文環境，以及其可

持續發展 

 長江河口地貌的形成及發展 – 太湖 

 認識太湖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圍湖造田

及退田還湖等概念 

 

蘇州太湖及太湖濕地公園 

(包括導賞) 

晚上 乘高鐵由蘇州至上海 

12月 30日 

上午 

分享會 

 

 反思和分享如何把本考察團所見所學的

概念及技能應用在香港地理科的學與教

中 

 分享相關的參考及閱讀材料 

下午至晚上 

 

開能環保企業 (包括講座

及導賞) 

 

 
 上海在工業方面的可持續發展  

由上海乘飛機返回香港 

香港機場解散 

 從閱讀中學習(ii)：中國的高速鐵路及磁

懸浮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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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地考察活動(1)—中國的高速鐵路及磁懸浮列車： 
 
 在考察時，就以下各方面，記錄及比較高速鐵路及磁懸浮列車的特點： 

 

磁懸浮列車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至龍陽路) 

 
 地區市場(刪去不適用者)： 本地 / 國內 / 國際 / 其他：_______  

 
 運輸市場(請選)： 客運    貨運  

 
 速度/運輸時間： 

 
 班次密度： 

 
 舒適度及服務水平： 

 
 

 載客量： 

 
 

 可靠性： 

 
 

 安全性： 

 
 

 能源效益及環保方面： 

 
 

 所需場站時間： 

 
 
 場站可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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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鐵路列車 (上海至蘇州) 

 
 地區市場(刪去不適用者)： 本地 / 國內 / 國際 / 其他：_______  

 
 運輸市場(請選)： 客運    貨運  

 
 速度/運輸時間： 

 
 班次密度： 

 
 舒適度及服務水平： 

 
 

 載客量： 

 
 

 可靠性： 

 
 

 安全性： 

 
 

 能源效益及環保方面： 

 
 

 所需場站時間： 

 
 
 場站可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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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地考察活動(2)—上海市中心的發展與上海中心大廈： 
 
在全中國最高及世界第二高的大樓—上海中心大廈考察時，完成以下活動： 

 
 在下圖標示流經上海市中心的主要河流、以及浦東新區及浦東機場的區位。

 
 

 在下圖標示上海中心大廈(浦東)及外灘(浦西)的區位。 

 

外灘觀光隧道 

無人駕駛車廂 

上海地鐵 

上海市

中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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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圖加上上海中心大廈及其各「垂直社區」，並加上註釋(功能/土地利用)。 

       

大
金
山

 

金
茂
大
廈

 

東
方
明
珠

 

上
海
環
球

金
融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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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一幅上海市中心的天際線草圖，並加上註釋，以反映上海目前的城市發展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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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描述上海市中心的城市橫向及縱向擴展情況，亦可與香港的情況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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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地考察活動(3)—上海市區更新案例及可持續發展： 
 
 在下圖標示田子坊、思南公館及新天地三大街區的區位。並加上圖例及標題。 

 

打浦橋地鐵站 

馬當路地鐵站 

新天地地鐵站 

石庫門屋裡

廂博物館 

重
慶
南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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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天地街區考察時，在以下地圖記錄其市區更新策略的要點： 

 

北里 

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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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田子坊街區考察時，在以下地圖記錄其市區更新策略的要點： 

 
 
 
 
 
 
 
 

往思南路 

北 

          往瑞金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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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比較新天地及田子坊街區市區更新策略的異同及根據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比

較各策略的優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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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長江河口地貌研習—上海崇明島及蘇州太湖的形成及發展： 
 
 
 長江沿河湖泊及太湖： 

 
 長江是中國最長的河流，發源自唐古拉山，沿途滙集了 700多條大小河川，全

長 6,300 公里，於上海市注入東海。當中沿河的湖泊，與河流相通，江串湖，湖連

河，是其河流水系的一部分。所謂的「五湖四海」，當中的五湖正是長江中下游地區

的鄱陽湖、洞庭湖、太湖、洪澤湖及巢湖。據統計，單在湘、鄂及贛三省沿長江兩

岸，面積在百畝以上的湖泊已有超過 1200個，可見長江中下游湖泊眾多，雖然當中

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是與長江發育演變過程有關的河迹湖。 

 
 洞庭湖在 1825年時，是中國最大的淡水湖。但因單是長江每年輸入洞庭湖的泥

沙已多達 1.8億噸，相反，由洞庭湖輸入長江的泥沙則只有 0.5億噸，令泥沙積聚湖

底，加上大量圍墾，令面積大為減少，現在變成只是中國的第二大淡水湖。 

 
 相反，鄱陽湖則變為中國最大的淡水湖。原因是長江的泥沙對其影響較少，相

反，鄱陽湖把「五水」帶來的泥沙，大部分轉輸出長江，故其淤積的速度，比洞庭

湖慢得多。 

 
 至於太湖，則是中國的第三大淡水湖，位於長江三角洲平原上。長江三角洲上

湖泊眾多，南部有太湖湖群，包括太湖、淀山湖、陽澄湖等；而北部則有洪澤湖群。 

 
 太湖的形成，與長江的發育過程關係密不可分，它原是在長江河口形成的濱海

潟湖： 

 
1. 長江等河流帶著大量泥沙注入東海 

2. 入海後因水流擴散，流速減慢，加上潮汐等因素，大量泥沙沉積在長江囗 

3. 長江河口及附近的錢塘江河口分別形成「八」字形的沙咀 

4. 若干時日過後，兩條河的沙咀相連，把原來的海濱與海洋相隔開 

5. 形成的潟湖便是太湖 

6. 隨著三角洲向外延伸，太湖與海的距離便越來越遠 

7. 潟湖中的水原是咸的海水，但與海洋相隔後，潟湖周圍的河流河水不斷滙入湖  

    中，使之變為淡水 

8. 古太湖的面積很大，但因著河流帶來的泥沙不斷淤積，令湖面不斷縮小，使古 

    太湖被分割成現在的太湖、淀山湖及陽澄湖等。 

9. 現今的太湖把水通過黃埔江泄入長江，整個太湖水系能減少洪水對上海的威  

    脅，作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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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長江中下游湖泊眾多，就像天然的蓄水庫，對長江支流起了調節作

用，在洪水期更能減低洪峰，於枯水期再慢慢放出，使長江中下游的洪災及旱災減

少。 

 
 
 長江三角洲及上海 

 
 長江的含沙量雖比黃河少，但平均每年輸入海的泥沙也近五憶噸，堆積於長江

口，填海造陸，形成長江三角洲，面積約為三萬平方公里，高程一般為 4-8 米，河

道縱橫，湖泊棋布，土地肥沃。 

 
 現在的長江三角洲，是在過去約 6,000 年以來，由古三角洲的基礎上形成而來

的： 

1. 約在 6,000年以前，長江在鎮江及揚州一帶入海， 由於潮汐的影響，長江帶

來的大部分泥沙被沉積下來，形成八字形沙堤，南岸的沙堤大致從江陰附近向

東南往杭州灣延伸開去，並與錢塘江的沙堤相連，形成古太湖 

2. 由於原沙堤比太湖高，長江口南岸的三角洲地區至目前仍然維持以太湖為中心

的碟形窪地，故太湖平原亦被視為長江三角洲的主體 

3. 同樣地，長江口北岸的另一沙堤亦在揚州附近向東延伸出去，達到南通附近，

加上該沙堤以北是由古淮河及黃河輸出的泥沙冲積而成的里下河平原，形成了

里下河碟形窪地 

4. 於是，長江口南、北岸兩個碟形窪地便構成了長江三角洲的主體 

5. 與此同時，長江的泥沙繼續在沿海一帶不斷堆積，形成新三角洲 

6. 隨著長江流域的植被被人類破壞，令長江的輸沙量大增，加上人類在長江口修

建海堤，令泥沙堆積於海堤之外，加速了長江三角洲的擴展。過去 2,000多年

來，長江三角洲的南北沙堤向外擴展了約 7,500平方公里 

 
 上海是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故此，上海的一般地勢平緩，平均只有

海拔 4米高。由於是長江三角洲沖積平原的一部分，上海區內河道交織，並有眾多

湖泊。上海的河流與湖泊，其上游大多與太湖相通，下游則多匯入上海最大的河流

黃埔江，再經長江口流入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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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習活動： 

 
 在以下長江的剖面，標示上海的區位： 

 

 
 
 在下圖，標示現今長江三角洲、上海崇明島及蘇州太湖的區位： 

 

陽澄湖 

淀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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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完成以下有關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及太湖的形成的註釋圖。 

 
圖 1  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及太湖的形成的註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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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島的形成 

 
 長江河口處江面寬闊，加上海洋潮汐的影響，水流較緩慢，有利泥沙沉積，在

長江口中心形成大大小小面積不同的沙洲，而崇明島、長興島及橫沙島三島便是其

中之例子。崇明島面積超過 700平方公里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沖積島，亦是中

國的第三大島。 

 
 直到現在，崇明島東端以及上海市東部的土地，仍因著長江口泥沙淤積，而不

斷在增長中。此外，在崇明島、長興島及橫沙島三島以南，另再有新沙島形成及露

出水面，那便是上海現今最年輕的沙島—九段沙了。 

 

(i) 約 6,000年前 

(ii) 約公元三世紀 

 (iii) 現今 

圖 2  長江河口三角洲的發展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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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崇明島及長興島現今的區位 

 
 

 
圖 4  長江口不同時期沙洲的發展與崇明島的形成 

 
 
 

崇明島 
長江 

長興島 

唐宋間 

宋朝 

明中葉 

明末清初 

現今的崇明島 

圖例 

不同時期出現的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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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地考察活動—崇明島的東灘濕地公園及農業發展 與 蘇州的舊城區： 

 
 根據於崇明島(特別是東灘濕地公園)及蘇州的七裡山塘實地考察所見，分析崇

明島與蘇州舊城區的地勢與發展，跟河流作用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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