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聚焦高精尖领域、共话产业热
点话题。9月 19日，正值第六届磨料磨具
磨削展览会暨 2023金刚石产业大会开幕
之际，一系列特色活动、重要论坛以及专场
活动依次在郑州拉开帷幕。来自金刚石产
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
庆祝中国人造金刚石诞生60周年，围绕金
刚石先进技术、功能应用、行业趋势等进行
探讨交流，共议产业未来发展之道。

培育钻石应当制订以人民币为基础的
价格系数表？培育钻石为什么这么火？未
来中国培育钻石产业应该如何发展？

9月 19日下午，在 2023金刚石产业大
会商丘专场活动上，钻石观察创始人、资深
钻石珠宝行业专家朱光宇分享了名为《钻

石，人人皆可拥有（A Diamond is For
Everyone）》的主题报告，告诉了大家这些
问题的答案。

“培育钻石和天然钻石无论是物理和
化学方面，这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的。天然
钻石无法满足我们日新月异的、不断多元
化的需求，而培育钻石是可以的。”朱光宇
说，年轻人代表着未来，如果年轻人能够相
信钻石是人人皆可拥有的，那么这个市场
一定能做大。

当然，目前中国培育钻石市场也存在
一些劣势，例如盲目扩产与被动降价、切磨
不成规模、价格体系不独立、营销虚弱等。

针对这些问题，朱光宇也提出了自己
的建议：“首先要协调产能，打通上中下游的

信息渠道，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当上游生产
商能够清晰地知道下游趋势的时候，自然会
做出智慧的选择；其次要大力发展自动化切
磨，实现切磨本地化、规模化。同时，培育钻
石应当制订独立的、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价格
系数表，与天然钻石合理互动。”朱光宇呼
吁，企业应当共同投资，建立通用型营销，打
好零售地基，更多地关注下游市场。

培育钻石企业要想降本增效，切磨加
工将是绕不过去的一环。据了解，在2023
培育钻石展销会上，河南晶拓国际钻石有
限公司把自动切磨抛的微型加工生产线带
到展销会现场，供企业间交流探讨。

谈到培育钻石未来会如何发展，朱光
宇认为，降价和增量是两个趋势，材料降

价将给零售带来利润空间，降价与洗牌
是行业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增量是
必然趋势，供求平衡是培育钻石产业健康
发展的目标。

近几年，伴随着“悦己观念”的崛起，培
育钻石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

想要钻石盛宴，实现“克拉自由”吗？
9月20日至22日，2023培育钻石展销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了解，此
次展销会是国内首创的第一个针对消费端
的培育钻石展销会，面积 2000余平方米，
展位23个，包括中国黄金、河南晶拓、小白
光、黛诺、生命宝石、中南钻石等企业和品
牌的培育钻石珠宝首饰在此展览、销售，打
造一场钻石盛宴。记者 孙庆辉

聚焦金刚石高精尖领域 共话产业未来
钻石 人人皆可拥有

本报讯 汇聚产业链优势，共创金刚
石未来。9月19日下午，“金刚石及相关材
料的先进制备技术”分论坛在郑州举行。

作为第六届中国(郑州)国际磨料磨具
磨削展览会暨 2023金刚石产业大会的分
会场活动，此次论坛专家教授云集，来自
不同高校的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先后多
角度、多方面地分享了金刚石行业的主题
报告，并对行业前景充满希望。

燕山大学的王明智教授首先分享了
名为《高熵陶瓷中介结合的WC硬质合金
的研究及产业化》的主题报告。他说，在
高熵碳氧（氮）化物的制备探究过程中，首
次发现高含量的氧化物能够固溶到高熵
碳化物之中，这是巨大的发现和进步。

“大尺寸金刚石单晶的应用领域十分
广阔，航空航天、科研、工业、军工、民用、
电子信息、生物医用、培育钻石等领域都
有它的身影。”在主题报告《硫协同掺杂金
刚石单晶的高压合成及功能掺杂金刚石
单晶研究进展》中，来自吉林大学的马红
安教授介绍。

随后，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李成明教
授带来了《CVD金刚石的研究和应用现状
及发展趋势》的主题报告。据了解，李成明
带领团队发展了大面积、无裂纹超厚金刚
石膜等离子体喷射法制备技术，开展了微

波等离子体技术装备和应用研究。
论坛尾声，来自郑州大学的董林教授

分享了名为《金刚石基物理不可克隆函
数》的主题报告。“当下信息安全问题十分
严峻，这对现代密码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发现金刚石基物理不可克隆函数可
能在以上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董林

在报告中表示。
“这次的论坛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教授

分享经验，听了他们的报告后，受益良多，
视野得到极大拓宽，许多内容值得回去后
慢慢消化理解。”在论坛现场，一名来自吉
林大学的博士生王先生向记者分享了自
己的收获。记者 孙庆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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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聚焦高精尖领域，共话产业
热点话题。9月19日，第六届中国（郑州）
国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暨 2023金刚石
产业大会正式启幕前，中外专家学者共同
聚焦金刚石产业的热点话题，探讨新形势
下产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当天的“金刚石功能性开发与前沿
应用技术”分论坛上，8位中外专家学者通
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就金刚石的功能
性研究、产品的应用潜力、市场前景以及
交叉学科的建立，分享了各自的研究和实
践见解，并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业发
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只金
芳研究员最早开展纳米金刚石粉体药物

负载及肿瘤治疗方面的研究，在基于纳米
金刚石的3D拉曼成像和肿瘤细胞迁移抑
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她在论坛上
分析了纳米金刚石粉体在生物领域的应
用及未来展望，介绍纳米金刚石具有尺寸
小、生物兼容性好、表面可修饰性强、稳定
性高等优点，在药物传输、成像、骨组织生
产等医学和生物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只金芳研究员的话让不少人感到兴
奋，纳米金刚石材料已经被用在牙科等
诊疗修复过程中，它不同于传统的金、
银、瓷等材料，不但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
治疗效果，还能有效预防根管治疗后的
感染问题。

随后，河南联合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王泳介绍了纳米金刚石在制
备、表征、表面改性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进展，元素六亚洲战略业务总监秦景霞围
绕核聚变产业的特殊要求，提出了基于金
刚石材料的解决方案，并重点介绍了相关
成熟应用和开发中的产品应用。分论坛
的讨论结束后，“Functional Diamond”期
刊共同主编叶海涛教授，为河北工业大学
白振旭、中南大学邓泽、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付裕、西南科技大学刘辉强、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任泽阳、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
赵琪颁发“优秀青年学者奖”，表彰各位博
士在金刚石功能材料和各个领域方面做
出的贡献。
记者 孙庆辉

本报讯 以金刚石为代表的超硬
材料，被誉为“工业牙齿”，也是公认
的“材料之王”“终极半导体”。金刚
石材料不仅应用在传统的机械加工
和钻探装备等领域，同样为新一代
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支撑。

9月 19日下午，“金刚石制品与半
导体材料先进应用技术”分论坛在郑州
举行，来自海内外的4名专家教授线下、
线上分享了金刚石制品与半导体材料
应用研究。

南方科技大学的张璧教授长期致
力于高速精密加工研究，包括理论分
析、多尺度建模仿真、加工工艺、加工损
伤检测和材料表征等。他在论坛上作
了《单晶硅磨削加工损伤的偏振激光散
射检测方法》的主题报告。

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的阎秋生教授
长期从事智能制造技术相关领域研
究，承担了多项国家项目或研发计划，
并获得了众多奖励。他表示，没有想
到河南有这么大的金刚石产业，以后
将努力把河南的金刚石与半导体产业
密切联系起来。此次他的主题报告是
《单晶碳化硅芬顿化学机械抛光加工
研究进展》。

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朱永伟
教授分享了其团队研究的碳化硅衬底
的研磨抛光仿真及工艺探索。他主要
从事磨粒改性、固结磨料研抛垫的制
备与评价、陶瓷及人工晶体的超精密
研磨抛光加工及工艺、表面工程等方
面的研究。

最后，来自日本茨城大学的周立波
教授。他长期从事超精密加工技术，特
别是半导体及单晶材料加工与检测先
进制造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专业
领域成果斐然。他在线上和大家分享
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记者 孙庆辉

聚焦金刚石产业话题 探讨产业机遇与挑战
“金刚石功能性开发与前沿应用技术”分论坛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进行

未来努力把河南金刚石
产业与半导体产业密切
结合起来

“金刚石制品与半导体材料先进
应用技术”分论坛在郑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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