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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111-創新及科技

分目 104 納米及先進材料趼發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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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目 106 汽車零部件趼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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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R(2020-21)1) 

噩

在 2020 年 6 月 12 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要求納米及先進材料妍發

院（珊發浣）提供補充資料，說明其妍發的科技或物料中，達到紐米規格的妍究成杲

或產品的資料。妍發院提供的相關資料現載於附件，供財務委員會委員參閱。

創新科技署署長

（區子君 鬪 代行）

2020 年 6 月 18 日



副本抄送：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經辨人：張佩瓚女士）

（經辦人：吳泳瓚女士）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經辦人：陳慧妍女士）

（經辦人：鄧青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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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2020 年 6月 12 日會議的跟進事項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就文件 FCR(2020-21)1提供的補充資料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研發院）專注於新材料的應用研究

和開發；研發具有獨特物理、化學、電子、機械、光學和其他特

性的新材料，並將其無縫集成到製造過程設計中，發展出一系列

新一代的先進技術及應用。一般而言，納米技術是指利用體積在

一納米至幾百納米之間的物質製造有用的材料、儀器及系統。研

發院研發的一些新材料是納米級別的，當中的納米纖維技術、納

米氣泡技術和納米塗料，是研發院利用納米技術的研究，開發納

米產品所需的先進材料的一些代表例子。 

 

2. 納米纖維是直徑在納米範圍內的纖維，平均直徑為幾百納

米，大約是人類頭髮的三百分之一。研發院利用先進的電紡絲技

術建立已獲專利的納米纖維技術平台，通過高壓，開發出獨特的

聚合物溶液並將其吸入納米纖維中。電紡納米纖維形成高度多孔

的結構，並可以加入附加功能（例如抗菌功能）。研發院的納米

纖維已成功應用於全球首個納米纖維口罩—  NASK，該口罩在香

港製造，符合歐盟 FFP2 標準，具有超強透氣性及殺菌作用。由於

纖維在納米範圍內，故此可有效去除大部分的空氣傳播污染物，

從大小在納米範圍內的病毒和細菌、以至微米範圍內的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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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顆粒物 2.5(PM2.5)等都可隔除。此外，研發院利用功能化納

米纖維開發了一件式多功能 HEPA（高效率空氣微粒子）等級的

過濾器膜 multiHEPA。multiHEPA不僅能過濾 99.97%可穿透 300

納米粒徑的顆粒，而且還具有殺菌和去除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功

能。 

 

3. 在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  NASK獲得醫院管理局採用，

而 multiHEPA 亦獲研究試用於機電工程署為醫院管理局專門設計

的活動通風設備上。  

 

4. 研發院利用電紡絲技術研發了用於鋰離子電池的納米纖維隔

膜，納米纖維的尺寸範圍為 50 至 100 納米。納米纖維特有的三維

網絡海綿狀結構令納米纖維隔膜具有高彈性、高孔隙率以及良好

柔性等特點。運用納米纖維隔膜的電池擁有良好的安全性、容許

高功率輸出的低內阻，以及令電池變得柔軟的卓越性能，以應用

於不同物聯網設備中，包括市面有售的 LoRa追蹤裝置。 

 

5. 另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研發院的納米氣泡技術，可以增

加空氣和臭氧在水中的溶解度。利用創新的納米氣泡產生器，可

在一毫升水中產生超過一千萬個直徑範圍為 50至 300 納米的納米

氣泡，以增加水中的溶解氧含量、氧化和消毒能力，從而提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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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物和魚類的生長速度，而臭氧納米氣泡的消毒能力可減少廢

水中的細菌量。研發院已授權四間香港公司以納米氣泡技術應用

於水耕、魚菜共生、養魚業和廢水處理。 

 

6. 研發院利用納米顆粒分散在水泥塗料中，開發出具有優異

防水性能和耐用性的納米水泥基防水塗料。該塗料柔韌性高，在

混凝土和磚上有卓越的附著力，可以直接施加在潮濕的表面上。

該塗料已在香港超過四十萬平方呎的不同地點上應用。  

 

7. 研發院致力透過對新材料包括納米級別材料的研發來支持

業界，利用包括納米級別的創新技術，開發出新的產品，以實現

創新和技術商品化。研發院的部分相關工作及成果已上載到

https://www.nami.org.hk/。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  
2020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