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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業探討 行業生機之

髮網、口罩或手術袍等一次性使用的醫療
衛生用品，在全港醫院與診所每日大量地使用
，丟棄後帶來環境污染的問題，對即將爆滿的
堆填區造成沉重負擔。生產力促進局材料及製
造科技首席顧問林子聰表示，製造這些醫療衛
生用品的無紡布，成分主要是 「聚脂」（PET）
及 「聚乙烯」（PE），而聚脂過去一直不可
以降解，生產力局的五位研發人員於兩、三年
前展開這個研究項目，目標是研發出可降解
PET的複合物或添加劑。

金屬廢料提煉 注膠變環保物
他們研究發現，採用金屬廢料及肥皂提煉

成添加劑，加入聚脂中，便可生產一次性可降
解纖維產品，為紡織業開發創新而低成本的可
降解人造纖維。這個研究項目在早前舉行的 「
第43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 「評審團特
別嘉許金獎」。

添加劑採用的原料，全是沒用的 「爛銅爛
鐵」，林子聰稱： 「最困難是找出一種對環境
、對人類都無害的成分，要用那種金屬材料，
才可以令塑膠分解？其實有好多過渡元素都可
以做到，但毒性較高，而我們用的爛銅爛鐵，
即是一般製作煮食工具的物料，毒性較低。」
五名成員反覆嘗試了百多二百種程式，直至現
在，才得出兩至三個可行的 「降解程式」。

林子聰表示，生廠商使用新技術時，不用
改動任何的生產程序，只需在生產過程中，加
入添加劑，便能製造可降解纖維產品，生產成
本只增加大約3%至5%。由於生產程序毋須大
改，但其他新型可降解PET材料的技術，則比
今次研發的添加劑成本，再高近20倍。他相信
，用增加幅度較少的成本，便可做到環保及綠
色等概念，很多大企業或廠商亦會願意採用。

5000口罩髮網予餐廳試驗
可降解口罩的研發構思源於醫療用品，但

要進入醫療系統實際使用，門檻較高，於是 「

轉戰」試驗場地。生產力促進局與香港餐飲聯
業協會合作，本月推行先導計劃，預計最快今
年底會有試驗結果。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總幹事譚俠聲表示，先
導計劃是將以新技術生產的大約5000個可降解
口罩及髮網，編配到10至20間餐廳或中央工場
試用。餐廳員工每天將用過的口罩，放在 「收
集箱」內，餐廳需每天紀錄所派出的口罩，晚
上回收到口罩的數量，待所有口罩用完後，由
生產力促進局收回，監測 「實戰」使用過的口
罩與髮網，降解效果與實驗室測試是否符合。

飲食業使用口罩的數量其實也不容忽視，
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表示，一些大型食
品製作工場的員工、餐廳的前線員工，上班時
均需戴口罩及髮網，每人平均一日用一至兩個
口罩，以他的飲食集團為例，傳菜員及切燒味
的師傅均需要戴上 「透明膠擋」或口罩，以免
飛沫落到食物。

冀醫管局以及老人院應用
黃傑龍稱，其集團並非參與先導計劃的食

肆，但若成本僅增加3%至5%，而口罩的功能
及效果沒變，並能達到環保效果，認為絕對值
得使用。

他稱集團希望盡社會責任，現時派給客戶
的膠袋都是可降解物料製造。口罩及髮網等物
品只是非常細微的事項，即使採用了可降解技
術製造的產品，客戶未必留意到，但員工若知
道公司的理念，可能會有更大歸屬感。

林子聰稱，長遠希望可降解口罩等產品可
應用到不同地方，例如老人院及醫院管理局轄
下的醫院。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公立醫院現時
使用的外科手術口罩及髮網，由醫管局總辦事
處經公開招標統一採購，採購標準是按醫管局
感染控制要求和相關的安全標準，及指定細菌
或微粒過濾效率而制定。醫管局發言人強調，
會密切留意新科技發展，不時更新感染控制要
求。

「白色污染」垃圾令全球各國飽受困擾，有國家
及城市更開始禁止塑膠入口，以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
，例如阿聯酋立例禁止所有不可降解的塑膠入口；吉
林省今年初亦實施 「禁塑令」，禁止生產、銷售不可
降解塑料購物袋及塑料餐具等，成為中國首個 「禁塑
」城市。

林子聰說，早前曾有客戶要求他們為其產品測試
，證明是否可以降解，好讓產品進口到阿聯酋。 「這
是國際趨勢，阿聯酋今年開始，所有即用即棄的塑膠
，全部都要用可降解材料，如果商家想進入阿聯酋，
產品若不能證明是可降解，基本上是不可以入口」，
此例一開，他相信這趨勢會繼續。

環保議題在全球熱議，採用可降解塑膠亦成了國
際趨勢，部分國家如盧旺達和索馬里，已開始禁止使
用所有不可降解的膠袋。而阿聯酋政府關注到污染可
能影響駱駝等動物生活，今年亦開始禁止不可降解的
塑膠入口。

中國早於七年前，就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了 「限塑
令」，規定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等內容。吉林省
於今年初，更正式施行 「禁塑令」，成為中國首個全
面 「禁塑」的省份。按照規定，在吉林省範圍內，禁
止在商品銷售、商品服務活動中向消費者提供不可降
解塑料購物袋及塑料餐具，違者可被判罰一千元至三
萬元人民幣不等。

▲新技術就是用廢料製成的添加劑，加入塑膠令其分解

（左髮網、右口罩）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今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本港奪13金及五銀，生產力促進
局奪得兩項金獎（左起：生產力促進局材料及製造科技高級
顧問莫崧鷹、首席顧問林子聰）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為解決塑膠產生為解決塑膠產生

的的 「「白色污染白色污染」」問題問題，，各各
國都努力研發可降解技術國都努力研發可降解技術。。
本港的膠袋生產商經營生態本港的膠袋生產商經營生態
愈趨困難愈趨困難，，但與此同時但與此同時，，本本
港在可降解塑膠技術上取得港在可降解塑膠技術上取得
重大突破重大突破，，生產力促進局成功生產力促進局成功
研發可降解人造纖維研發可降解人造纖維，，利用金利用金
屬廢料煉成添加劑屬廢料煉成添加劑，，加入塑膠加入塑膠
PETPET（（聚酯聚酯），），變成可降解的物變成可降解的物
料料，，廠商毋須改動生產程序廠商毋須改動生產程序，，
製造出來的口罩等用完即棄的製造出來的口罩等用完即棄的
衛生用品衛生用品，，最快可於六星期完最快可於六星期完
成降解成降解，，不會永久佔據堆填區不會永久佔據堆填區
。。新技術勇奪國際科學獎後新技術勇奪國際科學獎後，，
近日應用於飲食業近日應用於飲食業，，生產的口生產的口
罩髮網罩髮網，，本月起在多家餐飲機本月起在多家餐飲機
構試驗構試驗，，長遠希望醫療業界也長遠希望醫療業界也
採用採用。。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張月琪張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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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塑料造粒機傳統的塑料造粒機，，
透過機器的冷凍及打碎透過機器的冷凍及打碎
等程序等程序，，將其變成粒狀將其變成粒狀

生產力促進局圖生產力促進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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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膠袋今昔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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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促進局研發之新降解技術，簡言之
就是以廢料原料做添加劑，用廢金屬加入塑膠
令其分解。

林子聰表示，研發人員先熔解金屬，並制
訂金屬 「螫合技術」以穩定金屬氧化劑，從而
控制可降解纖維的保質期，使其達至理想壽命
。由於金屬與膠本身是不能混合，金屬須先以
有機成份包着，這些有機物質都是採用較天然
的，如動植物脂肪或油，亦即是肥皂成份，
發揮催化作用，該成份則促使金屬可與塑膠
混合。

完成混合部分，研發單位便會將混合物加
入傳統的塑料造粒機，透過機器的冷凍及打碎
等程序，將其變成粒狀，俗稱為 「模粒」，而
這些模粒便成為可降解纖維產品的添加劑。林
子聰說，生產商只要購入這些模粒，並用以加
入生產程序中，毋須改動任何生產線，便能生
產可降解的髮網、口罩或手術袍等。無紡布的
主要成份是聚酯及聚乙烯（PE），今次的研
發成果，可令超過九成的無紡布成為可降解物
料。

林子聰表示，由該種添加劑製成的人造纖
維，是以 「氧化生物降解」技術進行降解，在
陽光下的分解時間只需約六星期，而可降解人
造纖維的分解速度，可透過添加劑分量控制。

林子聰解釋，可降解人造纖維主要以兩個
降解方法進行，首先是以紫外線及高溫令其氧
化，若分子量是5000單位以下，即表示分子被
「打散」，成份可讓細菌吃掉，回歸大自然，

完成生物降解。塑膠分子量約為20000多單位
，但細菌要在分子量低於5000單位下才可以進
食。而國際研究所亦驗證了，透過新配方開發
的聚酯纖維，其分子量（MV）可由22000單
位減低至少於5000單位，顯示可有效讓生物降
解。

可降解塑膠技術愈漸普及，林子聰坦言，十年前
可降解塑膠技術推出時，研發人員 「叩門」，亦無塑
膠品生產商願意採用，但近年形勢大逆轉，愈來愈多
生產商找他們測試及驗證產品所採用的原料，是否可
以降解。見證着技術 「爆紅」，亦證明了自己研發方
向正確，林子聰表示非常興奮，亦期望可延續研發出
不同方法，降解其他塑膠成分。

十年大逆轉 得力當局宣傳
林子聰與研發團隊十年前便開始開發降解塑膠的

技術，但當年市場對技術毫不認識，環保議題亦未受
關注，故不為市場接受， 「十年前一推出，大家的反
應是 『這個是什麼？有何用途？我點解要用？』大家
都未認識，市場上也沒有壓力，自然也不會有動力採
用。現在時代轉變，政府趨勢是 『綠色採購』，這就
有 推 動 力 令 好 多 公 司 採 用 綠 色 解 決 方 案 （green
solution）。」

他形容，當年到處 「叩門」，有公司即使想試用
技術，但礙於成本問題，寧願多賺3%至5%，也不願投
資在新技術上。

近年可降解塑膠漸受大眾認識，現在則 「幾乎所
有膠袋都見到有可降解標籤」。

他認為，發展迅速主要由於政府當局近年不斷加
強宣傳，以廣告提醒公眾堆填區快要爆滿，焚化爐又
未完成，環保問題變得更 「貼身」，社會大眾的環保
意識也比以前強烈。廠家看到環保議題受關注，也紛

紛踏出一步，嘗試採用可降解塑膠，於是 「一窩蜂」
使用可降解技術。

林子聰稱，香港現已有近20間廠商採用可降解膠
袋，佔市場七至八成，技術相當成熟。愈來愈多製造
塑膠產品的公司，反過來向他們 「叩門」， 「好多公
司叩門問我，這隻原料可不可以降解？那隻又可不可
以？但由於現行程式有限，不是每一隻（塑膠）都可
以做到，例如塑膠飯盒已經好多人問，但未有技術做
到。」

林子聰直言，能證明自己研發方向可行，感覺非
常開心，亦希望可以延續找出方法令發泡膠等物質也
變成可降解， 「我們做科學家，就是想繼續做些古靈
精怪的事」。

逾九成無紡布變可降解昔叩門推銷 業界反應冷淡

責任編輯：曾明達
美術編輯：劉子康

全球各地陸續禁塑

▲為解決塑膠產生的 「白色污染」 問題，各國都
努力研發可降解技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