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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有所提升，足以做成珠寶，使實驗室培

育鑽石製造的首飾愈趨普及。

按估計，印度及中國為現時生產實驗

室培育鑽石數量最多的兩個國家，每月可生

產高達一百萬克拉鑽石。比起天然鑽石從

形成、勘探、以至開採，生產培育鑽石所需

的時間無疑是縮短了，促使其可像一般消費

品達致商業化量產；因此實驗室培育鑽石

的價格一般較天然鑽石相宜，尤其重量及

質量愈高的鑽飾，兩者價格差異更為明顯。

然而，由實驗室培育出來的鑽石或欠缺了天

然鑽石的獨特性及稀有度，或未能滿足追

求奢華的消費者。

實驗室培育鑽石 VS 天然鑽石
結構及特性

根據國際標準ISO 18323的定義，實驗

室培育鑽石除了與天然鑽石擁有本質上相同

的化學結構外，亦具備與天然鑽石本質上相

同的晶體結構及物理（包括光學）特性。按照

現時香港法例第362L章《商品說明（鑽石的

定義）規例》，天然鑽石的物理特性包括：

由於實驗室培育鑽石和天然鑽石的生長環境完全不同，專業寶石學家仍然可以利

用敏感度高的儀器檢測出獨特的原子級缺陷（atomic-level defects），以區分兩者。

然而，由於實驗室培育鑽石和天然

鑽石的生長環境完全不同，專業寶石學家

仍然可以利用敏感度高的儀器檢測出獨

特的原子級缺陷（atomic-level defects）。

這些缺陷對光具有獨特的反應，並可以

通過使用紫外-可見光譜〔ultraviolet-visible

（UV-V is）spect roscopy〕、傅立葉變

換紅外光譜〔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FTIR）spectroscopy〕及光致發光光譜

〔photoluminescence（PL）spectroscopy〕等

儀器進行分析，在無損鑑定物質下，亦能區

分實驗室培育鑽石及天然鑽石。

  

鑑定報告書（俗稱「證書」）

對珠寶缺乏專業知識的消費者，一般

會信賴由國際認可的鑑定所發出的鑑定報

告書，例如美國寶石研究院（GIA）或國際

寶石學院（IGI）等機構。該兩間機構均有為

天然鑽石及實驗室培育鑽石進行鑑定及評

級，並採用相同的評級準則，即為人熟悉的

「4C」：克拉重量（Carat）、顏色（Colour）、

淨度（Clarity）及車工（Cut），方便一般消費

者比較鑽石的質量。然而，由於委託國際

認可的鑑定所為寶石進行鑑定及發出相關

「證書」牽涉一定費用，若消費者選購重量

較低（例如少於30份，即0.3克拉）或售價相

對便宜的鑽石，基於成本考慮，商戶或未必

會提供鑑定報告書供查閱。

為協助消費者更容易分辨商戶售賣的

鑽飾屬於天然鑽石還是實驗室培育鑽石，

GIA及IGI對天然鑽石及實驗室培育鑽石所發

出的鑑定報告書在模式及設計上亦有所不

同。舉例來說，GIA的實驗室培育鑽石鑑定

報告書只有電子版本，而不設實體紙本；天

然鑽石鑑定報告書則設實體版本。至於由IGI

簽發的天然鑽石鑑定報告書及實驗室培育

鑽石鑑定報告書，亦採用了不同設計。天然

鑽石鑑定報告書的封面以藍色作設計，而實

驗室培育鑽石鑑定報告書的封面則以黃色作

設計，有助消費者辨識及區分。

除了外觀上的分別，「證書」亦會清楚列

明所鑑定的寶石為天然鑽石或實驗室培育鑽

石，消費者在選購鑽飾時宜向商戶索取報告書

作檢閱，並多加留意其界面及字眼，避免不慎

購入了與預期不同的鑽石產品。

另外，消費者在購買鑽飾時，亦可利用

鑑定報告書的編號，於鑑定機構GIA或IGI的

官方網站及／或手機應用程式即時驗證報

由 GIA 所 發出 的 實 驗

室培育鑽石鑑定報告書

樣本（上）及天然鑽石

鑑定報告書樣本（下）。

由 IGI 簽發的天然鑽石鑑定報告書樣本（左）

及實驗室培育鑽石鑑定報告書樣本（上）採

用了不同界面設計，有助消費者辨識及區分。

（圖片獲授權摘錄自 IGI 官方網站）

消費錦囊

硬度（hardness) 莫氏10度

比重（specific gravity)
不低於3.51但
不高於3.53

折射率（refractive index) 2.417

色散（dispersion)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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