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中銀正是
因為食品

安全而生，公司
創辦人陳子翔畢
業於香港城市大
學製造工程及工
程管理學系，
2008年受到內地三
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的
刺激，於2010年創辦

了水中銀，
致力建
設一個
提供世
界 領
先檢測
認證的
平台，
加強食
品、化
妝品與

水體環境的
安全。公司目前希望

發展具國際標準的同
時，亦想建設一個產品安全

的入口與平台。

兩日可驗逾千毒物
杜偉樑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人類第

一大災害是上世紀80年代的臭氧層穿
窿，第二大災害是全球暖化。接下來的將
會是荷爾蒙干擾，現時每7對年輕夫妻
中，就有1對不育，較20年前25對夫妻

僅1對不育嚴重得多。精子質量過去50
年下跌了50%，子宮頸癌等患病人數逐
漸上升……這一切一切問題皆源於我們
日常生活用了太多化學物質。然而政府
對檢測方法卻沒有很好的規定，讓愈來
愈多有害產品流入市面，侵害我們的身
體。
水中銀這個名字在香港科技界絕對是

響噹噹，憑藉其全球獨家首創的「轉基
因鯖鱂魚」及「斑馬魚」胚胎毒性測試
技術，能在24小時至48小時內檢測逾
千種對人類有害的化學物質。傳統化學
檢測法每次一般針對測試5種至10種常
見有毒物質，包括重金屬、黃麴毒素、
雌激素等，但更多未知的毒素成為「漏
網之魚」。水中銀的技術除了用於檢測
食物食水外，更可以用於檢測藥物、塑
膠產品及化妝品等日常生活用品。

冀「落地」為民所用
公司2015年勇奪日內瓦國際發明展

全球最高榮譽大獎，然而杜偉樑卻慨
嘆，不少市民仍視水中銀為很高深的科
技公司，他們最想做的是「落地」。
水中銀雖然在2010年成立，杜偉樑

指真正市場化是在兩年前：「市民很多
時只當我們是一間檢測公司，其實我們
想做的是更具意義的事。」他解釋，現
時發生的食品及產品安全事件如地溝
油、鉛水事件等，大家往往是事後孔
明，因法規是採用化學分析法，無可能
所有成分皆查得到。此外即使是地溝油
亦是符合法規的，即是捉到卻不能檢

控，反映現時的法規存在極大漏洞：
「商人下了什麼有毒物質，通常是線人
爆料出來的。」
杜偉樑指，魚的胚胎小且還在初期的

發育階段，在歐盟動物保護法例上不被
歸類為實驗動物；由於其基因同人有
90%以上的相似，因此可以代替人類試
毒。如果魚胚胎發光或者死亡，則說明
存在問題。魚胚胎每次在24小時之內能
夠檢測出千種有害物質，這種方式效率
高且成本低。「我自己好好彩，平時我
會將家中的用品、食品等帶回公司驗一
驗，看看沒有問題才繼續使用。」
不過，市民大眾可能就沒有這樣幸

運了。他表示，其實市面上很多正在
售賣的產品皆不達標，只因其通過法
規就能在市場上生存。其實在我們而
言，法規只是最低的標準，加上新世
代有很多以前未曾想過的污染物出
現，以往的法規亦沒有為這些新污染
物進行測試，故即使通過現行法規，
並不代表適合人類使用。他認為，沒
有了動物測試，變相我們就成了產品
的「白老鼠」。
他續指：「很多商家太着重產品的

功用，卻忽略了產品帶來的禍害。」
如防曬產品，其實含有很多荷爾蒙干
擾物質，人們平日將防曬乳洗掉，化
學物質在濾水廠過濾不到，通過喉管
排入大海，被魚類吸入後，間接進入
了我們的食物鏈。所以，水中銀想做
的，就是成為一個終極的食品及產品
安全把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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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馳的電影經典台詞中有一句：「你快點回火星吧，地球是很危險

的。」這說法當然有點誇張，但各方面污染正慢慢影響着我們的生活卻是

無可置疑的。近年鉛水、網購三文治中毒、二噁英大閘蟹等，令港人食不

安心。本地初創生物科技公司水中銀以魚胚胎的全新測毒技術，能在24至

48小時內檢測逾千種對人類有害的化學物質，比傳統化學分析法更加全

面。公司董事總經理及首席執行官杜偉樑說，他有一個希望，就是成為終

極的食品及產品安全把關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圖：莫雪芝

杜偉樑表示，生物科技是在所有創業中風險最高
的，首3年有95%或以上的公司會失敗，能生存3
年或以上的只有1%，因此經營成本很高。然而，
水中銀有幸成為那稀有的1%。他坦言公司之前曾
經財困，一開始很辛苦，堅持下去為的是要實現那
偉大的願景──改善人類生活。至今，水中銀的融
資金額接近億元數字，有很多投資者排隊輪着想投
資，主要是看到公司的發展潛力。

經營初期一度財困
水中銀兩年前才真正市場化，去年收入按年增加
50%。杜偉樑指出，水中銀雖然能夠以非動物方式測試
出多種有害物質，但畢竟仍不在法規之內，業界不急於
將其產品委託檢驗，主要是依賴其自發性。的確，對商
家而言，過了海便是神仙，不會自投羅網將產品通過多
種測試。
目前水中銀主要與歐洲護膚及化妝品品牌、科研機構

合作，中國內地近來亦開始起步，如奶製品行業，惟香
港代理商較多，故合作較少。不過，水中銀去年與一間
非牟利機構世界綠色組織合作，將市面上的兒童潤膚乳
作一系列檢測，並列出產品正面清單，結果有很大回
響，反映市民其實是有這方面的需求。他相信這是一個
很好的合作方向，希望未來可繼續深入發展，先向嬰兒
產品、食品（如食油）方面入手。
談到未來發展，杜偉樑指水中銀有意將其檢驗的有害
物質申請為法規，亦會用20%資金投入科研，主要有兩
大方向：一是增加魚類品種去覆蓋更多不同的毒性；二
是將其便利化，如變做一個盒或變做一個箱，讓檢驗更
便利、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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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胚胎如何檢測毒素？
鯖魚將魚
應用轉基因鯖魚將魚自由胚胎檢測雌激素內分泌干擾
素技術，當這些自由胚胎接觸雌激素時，會發出
不同強度的綠色熒光。化學物質愈強，光線就愈
強。這些化學品擾亂雌激素內分泌系統，已證實
與癌症、不育、過早發育、精神錯亂有關。

斑馬魚
斑馬魚胚胎可用作急性毒理測試，能檢測過千種

有毒化學物質，如接觸到毒素後，會於48小時至

72小時使胚胎發育畸形。斑馬魚與人類對疾病有

關的基因相似度高達84%。對斑馬魚有害的物

質，對人類也極有可能有害。

簡化普及檢驗技術

杜偉樑指出，其實香港有一個很好
的品牌及信心優勢，可惜沒有好好運
用。說的就是「Made in China，
Trust in Hong Kong（中國製造，香
港信心認證），只要是香港人認可的
品牌，在內地必定會受歡迎。
他認為企業應主動將產品送往檢

驗，既能更了解自己的產品，及早作
出改良，亦可提升市民對產品的信
心。他強調，為企業進行的產品測試

結果屬於高度機密，因測試結果一旦
流出，對上市公司客戶的業務及股價
將會造成很大影響。
他笑言，經營水中銀需懂得中庸之

道，既不能「踩到」客戶，亦要保護
好自己公司。
杜偉樑透露，目前正與內地民企洽

談合作，相信未來內地的發展潛力很
大；此舉同時可間接協助內地社會更
加和諧，因食品問題已在內地激起很

多民怨。內地政府雖然支持，但不會
出錢，公司計劃先與行業龍頭合作，
料其他企業會跟隨。

杜偉樑簡歷
■水中銀首席執行官

■曾於10年間，創辦5間公司

■香港多間大學的客座講師

■曼徹斯特理工大學理學學士

■劍橋大學工程碩士

善用香港信心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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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胚胎處於初期發育階段，在歐盟動物
保護法例上不被歸類為實驗動物。

■■水中銀的技術可用於檢測食水中銀的技術可用於檢測食
物物、、食水食水、、藥物及化妝品等藥物及化妝品等。。

■■杜偉樑希望能成為終極的杜偉樑希望能成為終極的
食品及產品安全把關者食品及產品安全把關者。。

百度裁減醫療業務奇華囍帖街開舖賣集體回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俗稱「囍帖
街」的灣仔利東街是港人集體回憶之一，同樣有
近80年歷史的老字號奇華餅家昨於囍帖街三級
歷史建築物的旗艦店正式開張。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錫祥表示，整間旗艦店共有3層，每層面積逾
千呎，僅地下餅舖投資額已達7位數字，未來仍
會拓展一樓及二樓。他透露租金水平合理。對於
此店的生意額不太在意，主要希望讓香港人及遊
客透過此店了解老香港情懷。

擬辦工作坊宣揚傳統手藝
黃錫祥表示，很榮幸能在這座上世紀30年代

興建的3幢相連陽台長廊式唐樓開設旗艦店；要
符合開店條件並不容易，除了要與婚嫁有關，裝
潢亦要具有本地特色。旗艦店地舖設有烤房，提
供新鮮糕點如雞批、咖喱批及老婆餅等；另亦擺
放了奇華老店的微雕模型，以及一幅石板街的壁
畫。他預告，餅舖一樓將會發展為富有懷舊特色

的冰室；至於二樓則會提供多用途活動
空間，希望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工作
坊，以宣揚傳統製餅手藝，預計在今年
5月至6月可開幕。

開店步伐以審慎穩健為主
執行董事黃嘉信指出，奇華去年的整

體生意額仍逆市上升，升幅達雙位數，
當中手信及禮品產品的銷售額有中雙位
數的升幅，預計今年業務仍會持平或有
增長。黃錫祥補充，奇華早前致力塑造
為「香港手信」的形象，故很着重產品
品質，坦言「唔可以失禮香港」；目前
機場分店有五成客人是香港人，相信是
買來送贈親友。
黃錫祥又指，公司約有60多間分店需於今年

續租，坦言租金水平偏高，故今年開店步伐仍以
審慎穩健為主，部分店舖亦會按租金水平調遷。

公司在內地約有10間分店，分別位於上海、廣
州及深圳等地，內地的開店步伐同樣會以審慎態
度。

香港文匯報
訊 百 度 昨 表
示，將關閉部分
醫療業務，部分
醫療團隊將轉入
人工智能和搜索
團隊。人工智能
團隊將尋求開發
可用於醫療領域
的應用，比如藥
品研發、測試、
基因測序和病人
診斷等。其他健
康業務部門將被關閉，員工將根
據公司發展需要內部轉崗。
去年百度坐上了風口浪尖，因

一名患癌大學生指責百度的廣告
把他引向資質有問題的治療機
構。隨後監管機構限制了該公司

的醫療廣告業務。百度在內地去
年打擊醫療廣告之後，重新調整
業務策略。醫療廣告是百度利潤
豐厚的一塊業務，但政府的打擊
導致2016年下半年該項業務營收
急劇下滑。

■黃錫祥（右）希望遊客能透過旗艦店了解老香港情懷。
代言人曾志偉到場祝賀。 莊程敏 攝

■百度部分醫療團隊將轉入人工智能和搜索團隊。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