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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站3招讓供水「生生不息」

智慧標籤辨好壞
及時警示過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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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質的食品，例如肉類、海鮮和豆製品，當
它們腐壞時，內裏的蛋白質會漸漸給細菌分

解，產生高揮發性的含氮化合物生物胺，生物胺的
濃度愈高，反映食物的含菌量愈高，人類進食生物
胺後，有機會出現嘔吐、頭痛或昏迷等過敏反應。

檢測花錢耗時 城大研發新招
目前，食品監測人員或消費者可能要單憑肉眼、
觸覺或嗅覺，以食物的外觀、顏色來判斷其新鮮程
度。而市面上檢測生物胺的方案，普遍依賴其酸鹼

度所引發的反應為檢測基準，容易受到食品生產過
程中不同因素，包括酸性添加劑或其他化學物質所
影響。另一方案是要將食物送往實驗室進行細菌檢
測，動輒牽涉數千元的費用。
早年，時任香港城市大學（城大）化學系特約教

授林漢華的研究團隊，曾研發出一種「化學傳感技
術」檢測食物中生物胺的濃度，更已獲得相關專
利。
筆者當時是林教授研究團隊的其中一員，於2022
年與他及另外兩名成員，成立了初創「ZenxTag
Technology Limited」。為了將科研轉化落地，我
們將原有的專利技術，與一種對生物胺有快速反應
的金屬配合物結合，進而設計出今天的「智慧食品
標籤」。
用家只要在食品包裝，貼上我們的智慧食品標

籤，標籤便會因應食物揮發生物胺的濃度而改變顏
色，顯示食物的新鮮程度——綠色代表食物仍然新
鮮，適宜食用；灰啡色代表要盡快食用；橙色代表
食物已變壞，避免食用。無論食物生熟，標籤同樣
適用。
研究團隊使用的化學分子傳感技術，可直接針對
生物胺產生反應，精確度更高、更可靠，而我們的
智慧食品標籤可以大規模生產、使用便利，成本遠

低於實驗室的檢測。

從科研到商業 創業不簡單
團隊的成員以研究人員為主，過往都埋首讀書和
實驗研究，但營運一間初創公司，則需要對會計、
稅務和合約等有一定的了解。
成立ZenxTag初期，我們得到香港城市大學HK

Tech 300創新創業計劃的支持，先後批出10萬港
元種子基金和100萬港元天使基金，令產品原型得
以面世，也增加了我們與不同業界聯繫的機會，並
獲入選香港科技園公司的Ideation計劃。
計劃為初創提供的培訓和導師諮詢，讓我們了解
如何撰寫商業計劃，令投資者更易明白我們的技術
和產品，促使科研成果得以商業化，甚至量產。

我們研發的食品標籤早前獲酒店、大學食堂及非
政府機構的中央廚房試用，得到正面反應。未來，
團隊會繼續研究，將技術拓展至其他食品，例如可
反映水果成熟程度的標籤，預料今年第二季便會推
出試驗。團隊也計劃配合物聯網技術，協助食品物
流管理，即時提供食品新鮮度和庫存資訊。
半年後，我們會跟其他地區的生產商合作，希望
將智慧食品標籤的產量提升至每月十萬張，讓技術
能更廣泛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周子詠
ZenxTag Technology Limited共同創辦人之一

上回跟大家分享了航天員在中
國空間站的部分生活，談過了
「住」，今次跟大家談談航天員
在空間站的「食」。未談食，先
談喝，地球上兩種最重要的資源
是空氣和水，取之不盡又不可或
缺，但偏偏太空上就沒有這兩種
生存的資源，所以談食之前，先
要談水和空氣。
地球上的空氣和水能夠用之不竭，主要是靠大自然的循環再
造，人類吸收氧氣，呼出二氧化碳，相反植物吸收陽光和二氧
化碳，排出氧氣，一來一回，取長補短，使氧氣不斷供應；而
水流入大海，太陽把它蒸發上天，雨水落下來變成可使用的
水，這種生生不息的過濾，令地球上的水循環再造，令萬物得
以生存。在空間站的航天員要有足夠的空氣和水，也得靠「循
環再造、生生不息」這道金科玉律。
春秋時代的思想家老子對水特別欣賞，他在《道德經》中提

出「上善若水」，意思是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的品性一
樣，惠澤萬物而不爭名利。在太空來說，水也是上善和寶貴
的。
在空間站，水的其中一個用處是用來製造氧氣。你知道水的
化學代名詞是「H2O」嗎？水又名氧化二氫，即是由氫（Hy-
drogen）和氧（Oxygen) 組成，而一个成年人一天大約要呼吸2
萬到次2.8萬次，既然太空沒有氧，我們便只好收集空間站的
水，然後把水的氫和氧分解，那便有氧了。這種以電解水的方
法十分耗電，但太空站擁有巨型的太陽能電池板，以電解水便
變成一種很好的方法。
我們剛剛強調「循環再造，生生不息」，所以航太員呼出
的二氧化碳也會收集，與水和其他氣體一併處理，循環再
用。有人會問為什麼不用壓縮氧氣筒？一來運上太空的成本
很高，二來美國的阿波羅13號在1970年起航，曾因壓縮氧氣

罐在太空發生爆炸，差點釀成災難，所以以電解水是較方便
和安全的方法。氧氣的問題好像靠「水」解決了，但水從哪
裏來？

天舟運水成最貴「物流」
第一個方法是往空間站運水，中國載人的飛船是「神舟系
列」，載貨的是「天舟系列」貨運飛船。每20升水會被包裝成
一個水包，供給航天員們日常使用，但這方法的成本太高。在
神舟十三號的太空任務裏，翟志剛、王亞平和葉光富在「天
宮」駐守了180天，用水超過1,600公升，他們要的水是直接從
地球由天舟十三號運過去的，估計每升成本高達14萬至35萬元
人民幣。
第二個方法是在太空站「造水」，就是通過氫氧燃料電池，

讓氫和氧於催化劑的作用下，在兩個電極上氧化成水，這方法
難度不算大，惟涉及能源和成本等問題，未成主流。
第三個方法是最主要的太空水來源，就是把航天員的尿液、

汗液、空氣的水蒸氣等收集及循環再造，變成「再造水」，這
個過程很複雜，需要通過一系列的淨化和蒸餾來把這些廢水變
成可以飲用的水。篇幅所限，下次再和大家談談太空的「再造
水」，看看如何「循環再造、生生不息」吧！

● 蔡世鴻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校長，
教育評議會、航天教育學校聯網主席

2022年，國家教育部頒布了《義務教育課
程方案和課程標準》，從當年秋季開始，勞
動教育便成為內地學校的必修課程，值得香
港參考。

為什麼要培養學生愛勞動？
首先，勞動是獨立生存和健全人格的基礎。就拿最基本的家務
勞動來說，洗菜、炒菜、煮麵、洗碗、收拾餐具、洗衣服和打掃
衞生等，無一不是我們獨立生活所需的技能。沒有勞動技能，空
談學術成功，生命是有缺陷的。一個沒有做過家務的孩子很難懂
得感恩，更不會珍惜別人的勞動付出。誠如俄國教育家康斯坦丁．
烏申斯基所言，勞動是人類存在的基礎和手段，是一個人在體格、
智慧和道德上臻於完善的源泉。

勞動是醫治病痛最好「良藥」
其次，勞動是磨煉身心和消除惡習的有效方法。勞動能強健體
魄，這點毋庸贅述，適當的勞動還有助於療癒精神。俄國作家尼
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過，醫治一切病痛最好的、最寶貴的藥
品就是勞動。
困擾現代學生的大多心理問題，如焦慮、抑鬱、網絡成癮、負
面情緒等，其實都可以通過勞動習慣或勞動愛好的養成得到紓緩
甚至消除。在荷蘭和英國，他們設立了針對心理問題和特殊需要
人群的康復農場。康復農場活動通常包括種植農作物、使用機械
或照顧牲畜等，目的是促進身心健康和社會福祉。
最後，勞動能促進精神健康，也能豐富物質生活。德國著名的
思想家、作家和科學家歌德曾經說過，勞動可以使我們擺脫三大
災禍：寂寞、惡習和貧困。因為通過勞動，我們的身心可以得到
磨煉和淨化，同時能夠創造出生活所需的財富，讓自己更有機會
經濟獨立，過着更有尊嚴的生活。

如何培養學生愛勞動？
第一，學校要為學生創造勞動教育的機會。要是社會重視勞動
的話，學校的教育觀念就要改變，應把勞動教育融入日常的學校
生活中。例如讓學生自己處理教室衞生，我們需要完善值日生制
度，採用評比優秀值日生、優秀值日組等方式鼓勵學生積極勞
動。校園的公共場所也應該按班劃分，每班負責某一範圍內的衞
生，並納入優秀班級的考核。
另外，校園花草樹木或小動物的照顧，學生們都可以在導師或
工友的帶領下參與，從而培養出愛勞動的習慣和尊重生命的精神
態度。

社會應營造「勞動即光榮」氛圍
第二，社會要營造「勞動就是光榮」的氛圍。市政部門、教育

當局連同社福機構也應積極為學生創造更多勞動機會，並共同營
造「勞動就是光榮」的氛圍。例如社會各方可以考慮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義工服務項目，通過系統性的登記打卡積累分數，再用

積分換取禮物或學習機會，或為慈善機構贏得社會捐款等。與此同時，家長
應要求孩子每天都要完成自己力能所及的家務，這樣不單能促進孩子學會生
活技能，更能懂得責任擔當。
此外，各行各業也應該多舉辦勞動模範選舉，合力建立起勞動榜樣，這將

有助於學校推動勞動教育和價值觀教育。
●黃晶榕博士 創知中學校長、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華南師範大學港

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是指光對視網膜所產生的視
覺在光停止作用後，仍保留一段時間的現象。這種現象是因為
視神經的反應速度造成的，具體表現為物體在快速運動時，人
眼所看到的影像消失後，人眼仍能繼續保留其影像約0.1-0.4秒
左右。
視覺暫留原理在現代影視、動畫等視覺媒體製作中受到廣泛
運用，當圖像的畫面刷新率為每秒24幀以上，並且當前後兩幀
的畫面具有相關性時，那麼這兩幀之間在視覺亮度上就有重疊
時間，這就使得本來在時間和空間上不連續的畫面會給人以真

實的連續的感覺。
電影的拍攝和放映就是利用視覺暫留的原理，通過快速連續

播放靜止的畫面，使觀眾感覺到連續的運動效果。法國人保羅．
羅蓋在1828年發明了留影盤，將一個兩面分別繪有鳥和空籠子
的圓盤懸掛起來，當圓盤旋轉時，鳥驚奇地出現在了籠子裏，
這一發明揭示了視覺暫留現象的存在。
其後在1832年，比利時人約瑟夫．普拉托和奧地利人西蒙．

馮．施坦普費爾發明費納奇鏡，在一個手柄上安裝圓盤，圍繞
圓盤中心繪製連續的圖像（即動畫幀），使用者旋轉盤片時，
通過圓盤上移動的狹縫看到圖像在鏡子裏的反射。這樣，使用
者看到圖片接連出現，得到連續播放效果，成為早期無聲電影
的雛形。
此外，視覺暫留也在電子設備中發揮作用。例如，現代電子

設備如手機和電腦顯示器，都會爭相推銷自己的屏幕運用了高
幀率技術，正是因為高幀率能夠使畫面更連貫、更流暢、更清
晰，不會感覺到任何卡頓。在遊戲和動作大片中，高幀率可以
增加動作的細節、增強動作的流暢感、真實感。
在中國，人們發現視覺暫留現象並應用於走馬燈。走馬燈外

形多為宮燈狀，內以剪紙黏一輪，將繪好的圖案黏貼其上。燃
燈以後熱氣上燻，紙輪輻轉，燈屏上即出現人馬追逐、物換景
移的影像。雖然沒有催生出新的媒體形式，但為傳統文化添加
一抹頗具想像與趣味的色彩。

●文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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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其實沒有動 視覺暫留製造錯覺

現今世代，我們習

慣以食品標籤了解成

分、製造商、儲存方法和保質期等一系列

資訊，但大家有否想過，食品標籤還可以

變得更有「智慧」，隨時準確地顯示食品

當刻的新鮮程度，無論生、

熟食物有否變壞都可顯示，

避免進食變壞食物，從而保

障健康？

●圖為山東手藝人製作的走馬燈。 資料圖片

●圖為天津小學生在進行勞動技能競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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