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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市面將動物脂肪提煉生物
柴油的原料，傳統方式是用電能或明
火加熱，就好似煲湯一樣，將物料慢
慢煲熔煲爛，溫度高達120度以上，
除了消耗更多的能量外，還會散發出
濃烈的氣味，嚴重污染環境和空
氣。」 提煉生物柴油的倡威科技有限
公司營運總監黃耀光接受大公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為了降低這種高耗能、
高污染的煉油方式，公司在年半前出
資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研發一
種在低溫無毒害的環境下加工原材料
的煉油新科技。

較傳統方法節能逾半
「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努力，成

千上萬次的不斷調試，研發團隊終於
成功研究該項 『低溫輻射技術』 ，在
80度左右的溫度下，利用獨特技術的
穿透性，由內到外全方位對物料（動
物脂肪）進行一次性加熱，從而達到
提取油脂目的。」

黃耀光表示，新技術的優點是在
較低溫的環境下提取動物油脂， 「相
比傳統方法節省了最少一半的耗能，
又不會對環境和空氣造成污染。新技
術在公司已落地實操半年，運作良
好。」

不過，讓黃耀光憂慮原材料嚴重
短缺， 「公司的設計產能是月產1500
噸，但因原料供應嚴重不足，實際上
每個月只能生產500至700噸生物柴
油，年產量約7000噸左右，遠遠未能
滿足公司的產能需求。」

回收商寧願出口廢油
「公司當初的意願是希望回收本

地食肆廢棄的萬年油和隔油池的廢
油，但有許多萬年油回收商（因自身
利益）將萬年油出口到其他國家。」

黃耀光無奈道， 「公司面臨的難度不
是同行業的競爭，反而是與出口萬年
油的公司去競爭原材料。」

為解決原料不足問題，該公司除
成立專門的回收隊伍外，還想法從其
他的廢棄物中提取原料， 「例如隔油
池廢物，基本上全港的隔油池廢物現
在均交給我們處理，我們可以將隔油
池廢物中的油脂提煉出來，成為生物
柴油原料來源之一，剩餘的殘渣和廢
水經過妥善處理，不會對環境造成破
壞。」

生產力促進局智能製造部總經理
孫國偉強調，搞研發要從企業的角度
出發，需要掌握生產技術和工藝，包
括成本效益、真實的運用等，才可以
幫助到相關企業。

「很多科研項目，在研發前都是
未知之數，面臨不同的挑戰和困難。
不過，如果有可行性就要去試、去攻
克。」 孫國偉表示，從研發到落地再
到大量生產，不可能一步登天，在廠
方的配合支持下，經過對機器設計及
輻射能量的調節等反覆測試和調整，
不斷優化研發參數，最終獲得成功。

獲日內瓦發明展金獎
新技術經過生產力局測試，不屬

厭惡性行業，產生的臭味也控制在可
接受的水平以下，不需拿厭惡性工作
牌照，達到設計目標，證明了 「炸豬
油」 可以是好乾淨、包含科技元素，
變廢為寶的行業。

「概念成功都只是幅圖，畫得再
好再靚都沒意義，要真正能投入生產
變現才重要。」 孫國偉工程師開心地
說，生產力局在今年日內瓦國際發明
展中有28個發明項目獲獎， 「這項利
用低溫輻射提取動物油脂的技術，連
同另外三項發明，同時獲得發明展的
最高榮譽 『評審團嘉許金獎』 ，證明
香港是得嘅！」

孫國偉小檔案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能製造部總經理職 銜

主要負責督導顧問、工程師和技術主任，進行先進技術和機械等研發項目，主要領導跨行業的技術團隊
開發不同的新技術和服務，例如新材料、智能製造、表面塗層、先進機械等

研究興趣

過去20年間積極參與各商會和專業學會，包括隸屬於香港工業總會轄下的香港模具協會、香港塑膠機械協
會和香港工程師學會等簡 歷

「保護地球 人人有責」 ，本港一間
再生能源企業變廢為寶，把餐廳廢棄油和
肉菜市場的豬油膏回收後，加工成生物柴
油，以紓緩能源危機。為降低原料加工過
程中對環境的污染，企業出資與香港生產
力促進局合作，經過一年時間的努力，研
發出 「應用於生物

柴油生產的微波輔助提取動物油脂技術」 ，
並於上月底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榮獲最高榮
譽的評審團嘉許金獎。

「生命不息，環保理念永不停歇。」 公
司負責人堅信，憑藉國家推動高質量發展之
東風，企業可抓住機遇積極融入大灣區，並
為環保事業多出一分力。

大公報記者 黃山、盛德文（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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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取動物油脂的傳統工藝是通過
（明火或電）加熱提煉，但今次獲獎的技術，

令到提煉更有效，品質更有保證，生產安全性更高，更好地為業
界提升了產能和效益，是實質應用而不是學術理論，好值得研發
團隊驕傲，更鼓勵了我們用科研提升產能的動力」 ，生產力促進
局智能製造部總經理孫國偉激動地表示，這正是生產力促進局和
業界合作的真正目的。

生產力局與業界合作
對於獲獎感想，他表示雖然對參賽有期望，但壓力也大，因

為參展對手實在太強了，僅是本地大學的參展團隊已經很強，還
有來自全球不同的科研團隊，而每個團隊都有獨特之處，事前完
全無把握會勝出， 「原以為渺茫但卻得獎，感覺很奇妙開心，就
好像中了六合彩一樣令人興奮！」

難忘的還有為了測試在街市搜購肥肉的研發團隊成員梁姍，
她表示到街市 「買肉」 都不容易， 「因為在街市直接買新鮮豬肉
來做測試是睇不到效果，要買到類似工廠回收的肥肉遠非想像中
容易，是比較難的，要四圍去找。」 梁姍說道。

「獲獎是榮譽，更是動力！」 倡威科技營運總監黃耀光表
示，新技術還有殺菌作用，可應用到各方面，現正申請中國專
利。公司遠景是除了生產生物柴油外，希望在處理動物屍體上發
揮積極作用， 「如突發性的大型豬瘟、禽流感等，進行疫區動物
屍體殺菌和脂肪處理，減少堆填區壓力。」

黃耀光希望借助國家發展東風，融入大灣區發展，將企業做
大做強，為環保事業出力，造福下一代。

生物柴油是可再
生能源，有助減排、

減碳，不過，香港的應用明顯落後於歐
美等國家，提煉廠數年內由3間減至現
時2間。

香港出產的生物柴油主要以本地食
肆和其他食物業處所收集的廢置食油和
動物脂肪加工而成，不經種植及長途運
輸，既減少利用土地資源及燃料成本，
亦減少廢油對環境的損害，非常環保。

據環境保護署2016年資料顯示，
本港每年消耗約1440000噸傳統柴油，
其中大部分用於道路交通和建造業，
2014年至2015年，本港只生產了約900
噸純生物柴油，主要使用者為政府、私
營建築公司和香港機場管理局，生物柴
油的應用在香港並不普及。

2019年時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就推廣生物柴油回應立法會時
指，近年政府部門及醫管局

生物柴油總使用量有上升趨勢，由
2012年的約260萬公升，大幅增加至
2018年的約1450萬公升。儘管政府近
年積極應用生物柴油，惟環保署資料顯
示，生物柴油廠商由2016年的3間減至
現時的2間，反映行業生存困難，行業
發展停滯不前，可能同社會需求不足有
關。

市場不夠大 行業生存困難
停滯原因

▲為解決原料不足的問題，黃耀光成立
了專門的回收隊伍收集廢油。

掃一掃 有片睇

學術理論獲應用，好驕傲！
喜獲認同

生物柴油是可再生能源，目前在歐美等國
家已獲廣泛應用。歐洲是全球第一大生物柴油

生產和消費地區，在上世紀90年代已開始發展生物燃料產業，重
點發展生物柴油。

據USDA（美國農業部）的評估，2022年歐盟生物柴油消費
量達到176.1億升，產量達到154.6億升，是全球第一的生物柴油
生產和消費地區，佔全球產需的3成以上。由於產能不足，歐盟
生物柴油的消費缺口主要依靠進口滿足。

美國政府為提高生物燃料利用量，制定了《可再生燃料標
準》（RFS）的強制指令。2022年美國可再生柴油產量為26億加
侖（約984萬噸），2023年美國可再生柴油產量預計將同比增加
15億加侖，達到41億加侖（約1552萬噸）。

生產力促進局智能製造部總經理孫偉光表示，目前在歐洲、
香港生物柴油都貴過傳統柴油，但環保不能單從市場價格上去衡
量，要從生態環境去考慮。歐盟有立法規限每個國家需用一定比
例的再生能源，而生物柴油的油站更比比皆是。

外地早已立法推廣生物柴油
他山之石

生物柴油屬生物燃料，是從植物油、回收廚用廢油或動物脂
肪中提取的長鏈脂肪酸烷基酯。生產過程通常是通過酯化反應，
在催化劑的作用下，利用甲醇把有機油作出化學性的改變。在酯
化反應過程中，油分子中的甘油部分被酒精取代並最終在清洗／
乾燥過程中去除，形成生物柴油。

話你知

廢油動物脂肪皆可製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優點多（部分）

降低30%的
排煙水平

1
降低70%-75%
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

2 減少45%-50%
的一氧化碳
排放量

3

不含硫和多苯環，
比傳統柴油
更環保

6
減少60%-90%
未燃燒的

碳氫化合物的
排放量

5

減少50%-60%
的微粒排放量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