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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纏炸彈劫7仔：轉萬五元入WeChat Pay
【大公報訊】記者周慶邦報道：長沙

灣一間便利店發生全港首宗電子貨幣劫案
，一名戴口罩男子昨晨闖進店內亮出字條
聲稱打劫，並向女職員展露身上電線，威
嚇有 「炸彈」，他遞上手機要求將一萬五

千元轉到他的微信支付（WeChat Pay）
，女職員以轉帳數目超出微信支付上限為
理由，表示辦不到，同時暗中按動警鐘，
賊人見事敗奪門而逃。

首宗電子貨幣劫案
該宗本港首宗電子貨幣劫案發生在昨

晨九時許，該名賊人闖進順寧道一間
7-Eleven便利店，向姓黃（33歲）女職員
亮出數張寫上 「打劫」字樣的字條，要求
黃女以店內系統將一萬五千元轉到他的微
信支付。黃女鎮定地回應說，由於微信支
付金額超出上限五千元，無法增值，她趁
賊人分神，按動警鐘報警。賊人見無法增
值，落荒而逃，警員接報到場在附近兜截
，未有發現。

警方將案件列作企圖行劫案處理，由
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正追
緝一名年約30至40歲的男子，中等身材，
蓄啡色和金色短髮，案發時身穿灰色長袖
上衣和黑色短褲。7-Eleven發言人稱，事
發時店員在安全情況下啟動警鐘，賊人事
敗離開。事件中無人受傷，店舖沒損失。

微信支付（WeChat Pay）為騰訊旗
下的電子支付系統，與支付寶同是內地兩
大電子支付巨頭，用戶可通過手機快速完
成支付，官方指目前用戶達6億。2015年
底，WeChat Pay增設海外支付功能，香
港逾200個品牌共1500間店舖接受微信跨
境支付。自2016年12月，全港7-Eleven便
利店提供WeChat Pay電子轉帳服務，用
戶可於便利店以現金增值 「電子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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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公報讀者早前收到朋友從台灣送來
曾拌麵作手信，放在家中。數日後，外傭做
麵給女少主吃，誤以為 「隨麵附送」的乾燥
劑是黑椒，撈入麵內。女少主吃後嘔吐大作
，要入院治理。

台灣亦有類似個案
男戶主及後細看該拌麵，發現乾燥劑包

裝酷似即食麵調味粉，包裝 「不可食用」的
字眼不夠明顯，紅色中文字夾雜粉藍色日文
字和英文字，容易令人眼花，且外傭和長者
未必懂看。加上曾拌麵標榜麻椒味，由鐵粉
炭粉製成的乾燥劑是黑色粉粒，更易令人誤
吃。

大公報記者電郵曾拌麵查詢，曾拌麵回

覆表示，對有小女孩誤食感到相當惋惜，衷
心希望小女孩早日康復，及希望能聯絡女孩
家長了解。

曾拌麵指出，拌麵是沒有防腐劑及化學
添加劑，為避免麵的品質受到溫度及濕度影
響，於2017年5月起在包裝內，放置由日本
公司研發的乾燥劑。在台灣亦曾發生誤吃個
案，曾拌麵遂在同年9月，改良乾燥劑的包
裝，放大 「不可食用」等警示字樣。2018年
9月，公司又進一步改良包裝機器，將乾燥
劑與醬包分開放置，加強避免誤食的可能性。

該公司續指出，乾燥劑的包裝經過兩次
改變後，誤食投訴比例已降低70%。該公司
過去未收過有關香港及內地誤食乾燥劑的
報告。

台灣著名藝人曾國城聲稱親自研製的 「曾拌麵」 ，在港台兩地
爆紅，但撈麵食用時要小心。該種麵的包裝內附一小包不可食用的
乾燥劑，雖印上 「不可食用」 的中英文字樣，但因外形酷似一般即
食麵的調味粉，稍一不慎易誤當 「黑椒調味料」 。日前本港發生誤
食事件，一名外傭誤以為是 「黑椒粉」 ，撈麵給十歲女少主吃，女
少主吃後嘔吐，需入院治理，猶幸無大礙。

曾拌麵附乾燥劑易誤吃
似黑椒調味粉包 女童食到嘔入院

行飛鵝山困自殺崖 六少女由直升機救下
【大公報訊】記者周慶邦報道：六

名就讀國際學校的少女，趁前日學校假
期登上飛鵝山，詎料迷路被困自殺崖附
近，一人失足跌傷，需由政府飛行服務
隊直升機救走，由於地勢險峻及已經入
黑，其餘五名少女由消防員陪同，於山
嶺露宿一宵，至昨早上再由政府飛行服
務隊直升機分批救走，送院檢查幸無大
礙。一名少女的家長稱： 「佢哋可能經

驗唔夠出事。」

由消防員陪同露宿一宵
六名年齡介乎16至17歲的少女，前

日早上十時許於扎山道出發，約兩小時
後抵達飛鵝山山頂。受傷的方姓女生表
示，她們在中午下山，在互聯網上的地
圖看見有一條小路，遂決定由小路下山
，她們沿途綁絲帶為記，詎料兩小時後

，絲帶所剩無幾，仍然不見大路。到下
午四時許，更發現前無去路，方又失足
跌傷膝蓋，無法步行，遂報警求助。

入夜後，她們終被搜索的消防員發
現，傷者先由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救
走，其餘五人則在12名消防員陪同下，
露宿一宵。至昨早上八時許，各人都感
到身體不適，由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
送院。

【大公報訊】就曾拌麵乾燥劑的包
裝問題，大公報記者日前向多名購買曾
拌麵的市民了解，有人認為乾燥劑太花
巧，單靠外表，令人難以分辨小包的黑
色粉末是不可食用的。

曾拌麵在港熱賣，一間大型連鎖超
市的職員表示，一上貨架不消半日即沽
清。喜歡吃的林小姐認為，它不是油炸
，而是天然曬製，較為健康，但她認為
，乾燥劑的包裝字眼太花巧，令人容易
誤當是配料，所以，她每次食曾拌麵時
，都會立即將乾燥劑及醬油分開。

此外，退休的陳伯表示，乾燥劑的
字體太細小及不明顯，他完全不清楚乾

燥劑包外寫了什麼字，很容易將它當成
「黑椒」，他建議用白底紅字的大字體

，寫上中、英、日語等警告字眼，讓長
者、小童及外傭都能清楚看到，減少誤
食機會。

據中毒諮詢中心的資料
，由2017至今，有14名市民
誤食脫氧劑，39名市民誤食
乾燥劑。香港急症醫學院、

臨床毒理專科委員會主席劉飛龍醫生稱，
包裝食物中附有的脫氧劑或乾燥劑，雖有
說法兩者並非有毒，但如果大量食用，對
人體一樣有害無益，輕則導致腸胃不適，
重則傷及內臟。

劉飛龍表示，脫氧劑成分主要是鐵粉
及炭粉，作用是除去包裝食物內的氧，令

細菌無法生長，保持食物的新鮮，多數用
於蛋糕或高級食品內，進食大量鐵粉，有
機會灼傷消化道。

另外，乾燥劑含有矽膠或生石灰等物
質，主要是抑制霉菌等生長，及保持食物
乾燥，在油炸等包裝食物常用；而矽膠
外形為白色小圓珠，進食少量對人不會
有壞影響；至於生石灰，則是白色粉末
，它與水分接觸後會產生腐蝕性，誤食
生石灰，可能會出現灼熱感覺、胃痙攣及
腹瀉。

台灣綜合節目藝人曾國
城主持美食節目十多年，有
美食型男之稱，惟多年來投
資過的七間餐館及夜總會等

，全部虧本收場。他在2015年推出 「曾拌麵
」即食撈麵，主攻網購市場，推出後第2年
，營業額已有八千萬元台幣（約兩千萬港元
），他靠這包麵在商界 「大翻身」。

曾國城宣傳撈麵時曾說： 「一個人可以
吃得很簡單，但絕對不隨便。」他表示，曾

拌麵創立時，團隊只有20人，第一年營業額
已進帳三千萬元台幣，淨利潤三成。第二年
的營業額有八千萬元台幣，至2017年，營業
額達億元台幣，並被網絡推為2017年台灣十
大手信品之一。

對於製麵秘訣，曾國城毫不收藏，他指
出： 「曾拌麵改良於台南的關廟麵，它特殊
的波浪形狀，令吸收湯汁和嚼勁與眾不同，
麵條做好後，採用手工日曬，自然風乾，每
一條麵都是陽光精華。」

乾燥劑可灼傷消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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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11調查WeChat Pay劫案
大公報記者周慶邦攝▲

遇劫女職員接受探員調查

WeChat Pay有多項保安措施
•便利店每次只可為客戶微信支付作上
限5千元的增值（每日限增值一萬元）。

•賊人即使成功劫得五千元並轉帳至手
機戶口，他的微信戶口很快會遭凍結
，無法盜款。

•微信支付已採用實名制，賊人很快會
被警方追查到身份。

•賊人如使用俗稱的 「太空卡」 開設未
作實名登記的微信支付，但未有實名
登記的香港微信支付戶口，每次在便
利店增值上限僅500元。

•溫馨提示：市民把電子錢包連結到信
用卡或銀行卡，應為每日轉帳設一個
較低的上限，以減低遇劫時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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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曾拌麵時務必分清楚調味包
與乾燥劑包

▲曾拌麵的乾
燥劑包裝酷似
即食麵調味粉
，內裏的鐵粉
及炭粉看似黑
椒粉

⬇乾燥劑

⬇調味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