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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郑州，研究院团队
深切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力度。“我们团队对郑州有很强
的归属感。省市区各级在团队
落地、企业对接、平台建设等方
面，给了我们非常强有力的支
撑。”佘丁顺表示，“这是我们扎
根郑州、服务产业的重要基础。”

在郑州市科技局的指导下，
研究院探索出“1+1+N”的管理运
行模式，即一个研究院主体，下
设一个平台运营公司，平台公司
再孵化成立多个聚焦特定技术
领域的项目子公司。每个项目
子公司都可能与一家行业龙头

企业深度合作组建，深度融合高
校、研究院和科研团队的智力与
资源投入，让产学研合作真正落
地生根。在“1+1+N”模式的运行
下，研究院发挥“科技大脑”优
势，助推郑州高新区形成了从超
硬材料技术研发到产品应用的
完整产业链。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产业
升级迫切的今天，金刚石作为“终
极半导体”材料的潜力正被前所
未有地重视。北地郑研院聚焦金
刚石从璀璨珠宝到尖端散热材
料，乃至未来半导体应用的探索，
背后是郑州超硬材料产业优化

升级的缩影。郑州这座“钻石之
城”，正依托深厚的产业根基与
顶尖的科研力量，加速向新材
料、高端制造的战略高地迈进。

北地郑研院的创新实践，不
仅是在书写产学研融合的“郑州
样本”，更是在为中国抢占未来
材料科技制高点、发展新质生产
力贡献“河南力量”。从“家里有
矿”到“点石成钻”，郑州的金刚
石产业升级之路，在北地郑研院
等一众“科技大脑”的驱动下，正
展现出无限可能和澎湃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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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
国金刚石看河南。”这句在人
造金刚石业界广为流传的俗
语，道出了河南在全球超硬
材料产业中的核心地位。河
南超硬材料产量占据全球
7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家
里有矿”。

即使坐拥丰富资源，河
南仍需思考，如何突破传统
加工路径，向高附加值、高技
术含量的产业链上游跃迁。
在此背景下，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郑州研究院（以下简
称“北地郑研院”）应运而生。

2020年 6月，由郑州市
人民政府、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郑州高新区管委会携手
共建的北地郑研院落地郑州
高新区。至此，一条依托顶
尖科研力量、驱动金刚石产
业优化升级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在郑州徐徐铺展。

依托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的地质资源、矿物材料、
珠宝鉴定等“王牌”专业科研
优势，北地郑研院已成为这
条路上引领“点石成钻”的重
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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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的展厅里，陈列着多
款闪耀的培育钻石珠宝。一枚
4.56 克拉的祖母绿切割钻戒和
一枚 2.55克拉的圆形切割“海浪
钻戒”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出自
研究院的自有品牌“珀丽诗”和

“瑱言”。
“这些产品背后，是我们在

大面积、高精度、低损伤培育
钻 石 切 磨 技 术 上 取 得 的 突
破。”北地郑研院常务副院长
佘丁顺介绍。

依托引进的先进设备与国
内一流的设计、工匠团队，北地
郑研院已经成功研发出170余款
培育钻石产品。其中融合培育

钻石与翡翠的高级定制珠宝“予
光”，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国际珠
宝展上反响热烈，相关产品销售
额已经超过300万元。

价格只有天然钻石十分之
一的培育钻石，让曾经遥不可及
的钻石饰品走下神坛。而让其
走进更多郑州市民家里的关键，
在于研究院与郑州高新产业投
资集团共同发起筹建的河南省
培育钻石交易中心。

交易中心将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的珠宝产品开发和鉴定
等优势学科与郑州地方产业结
合，集产品开发、产业服务、技术
扶持、权威检测于一体。在规范

行业发展的同时，也让更多市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钻石自由”。

但金刚石的价值远不止装
点美丽，北地郑研院也在布局更
宏大的金刚石产品技术研发。

新材料实验室内，研究员正
在测试一种淡灰色的胶状材
料。“我们把原来的导热硅胶替
代成导热金刚石胶这三大类的
产品，”佘丁顺解释道，“目标是
用金刚石基的高导热复合材料，
解决电子元件在散热和存储等
方面的疑难杂症。”未来，这些高
导热复合材料将服务于 5G产业
链、新能源汽车及泛电子消费品
终端等多个领域。

从璀璨珠宝到散热材料

研究院的切磨工坊内，研磨
钻石的声音此起彼伏。学员们
专注地在培训老师指导下操作
设备，进行钻石的起瓣与抛光。
起瓣，即通过精细的操作将钻石
的各个刻面平滑地连接起来，为
后续的抛光工作打好基础。而
抛光，则是进一步改善钻石的光
泽度，使其更加璀璨夺目。这两
个步骤的完成度，将直接决定钻
石的成品质量。

“我们培养的是行业急需的
技术型人才，”培训老师、资深切

磨工蒋元斌拿起一枚正待起瓣
的钻石说，“精湛的切磨手艺需
要严格训练和经验积累。我们
的培训老师都是从业多年的资
深师傅。”他补充道：“学员还未
结业，就被周边的大型超硬材料
企业‘预订’了，基本供不应求。”

产业人才培养是北地郑研
院构建金刚石产品“研发平台—
中试基地—品牌企业—交易市
场”体系化产业服务生态的重要
一环。为培养行业急需的专门
人才，研究院开办了珠宝设计

师、珠宝鉴定师、钻石切磨工匠、
钻石交易员和珠宝电商等培训
班。目前，研究院已培养了近
200名珠宝鉴定师、设计师和切
磨技工，全部实现对口就业。

精心培育的“钻石能手”，正
是研究院服务地方产业的生动诠
释。通过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的

“订单式”培养，北地郑研院不仅
解决了产业升级中的人才缺口，
更深度链接人才链、创新链与产
业链，实现了从“引才”到“育才”，
再到“留才用才”的良性循环。

订单式培养“钻石能手”

“科技大脑”助推产业集聚

中
国
地
质
大
学
郑
州
研
究
院

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实验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