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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２０年是海原大地震过去的第１００年.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 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采

用Bicomb和Excel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海原地震研究队伍及成果产出的发展特点和现状予以统

计分析,以期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我国学者对于海原地震一直有所关

注,但发文总量不多;发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地震工程学报»;资助文献数量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主要产出机构是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海原地震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和方向包括古地震研究、黄土滑坡形成机制与运动特征、震源机制

解、活动断裂带特征、灾后重建与赈灾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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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aiyuanearthquakehappened１００yearsago．Onthebasisoftheliteratureanddata
fromtheCNKIdatabase,thestatusandcharacteristicsofresearchontheHaiyuanearthquakein
ChinaareinvestigatedusingBicombandExcel．Thisworkprovidesreferencesforrelatedresearch
anddecisionＧmakinginthisfield．ResultsshowthatChinesescholarshavebeenconcernedabout
theHaiyuanearthquake,butthetotalnumberofpublishedpapersisfew．TheChinaEarthquake
EngineeringJournalpublishedthemostnumberofpapers,and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
FoundationofChinaandtheEarthquakeScienceJointFundhavethelargestnumberoffunded
documents．Additionally,theLanzhouInstituteofSeismology,theChinaEarthquakeAdminisＧ
tration,andtheInstituteofGeology,ChinaEarthquakeAdministrationarethe mainoutput



agencies．ThefocusanddirectionofresearchontheHaiyuanearthquakearepaleoearthquakereＧ
search;formation mechanismsand movementcharacteristicsofloesslandslides;focalmechaＧ
nisms;featuresofactivefaultzone;postdisasterreconstruction;anddisasterreliefresearch．
Keywords:Haiyuanearthquake;bibliometrics;CNKI;researchstatus;researchfocus

０　引言

我国是一个受地震灾害影响十分严重的国家,

２０世纪以来我国地震死亡总人数约占全球地震死

亡人数的１/２,其中１９２０年海原大地震死亡２７．３万

人,为２０世纪全球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此次

地震震级８．５,地震波绕着地球转了七圈,全球９６个

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次地震[１Ｇ３].海原地震后由翁

文灏一行率领的科考队从１９２１年４月开始在西北

地区踏勘考察了４个月,这是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

真正运用近现代地质学的方法对震后灾区进行系统

考察[４],为科学认识地震和震后救灾积累了很好的

经验.２００７年底,“海原大地震遗址”经中国地震局

正式批复,升级为“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５].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１６日,海原地震博物馆正式开馆[６].无论

是从地震遗迹还是震后科考等角度,海原地震都给

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研究和回味的地方.２０２０年

是海原地震发生后的第１００年,也是我国防震减灾

事业发展的第１００年.作为后人,我们在纪念那些

逝去同胞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知道这次地震给我们

带来了什么.通过对海原地震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计

量分析,可以得到海原地震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
以期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决策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本文文献信息来自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简称CAJD).CAJD总库属于CNKI,其出版的

内容涵盖了大部分学科门类,收录了９６％的核心期

刊,是国内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知识资源检索数

据库.本次主题检索的检索条件设定为:主题＝
(“海原地震”or“甘肃大地震”),检索时间２０２０年６
月１５日.数据库选择为期刊、博士、硕士、国内会

议.分析工具采用Bicomb书目共现分析系统、ExＧ
cel等.

根据以上检索条件,在 CNKI数据库中进行初

步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的题名进行简要分析发

现,初次检索到的结果中夹杂着一些垃圾信息,需要

对数据进行进一步的清洗,将“征稿通知”、“会议通

知”、“期刊目录”等非学术论文,重复发表、明显无关

的文献剔除后,最终得到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

相关研究论文２７８篇,以此为基础从文献计量角度

分析我国海原地震研究的发展态势.

２　海原地震研究现状

２．１　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在对CNKI数据库海原地震研究相关文献进行

统计后发现(图１),从１９２０年至今的１００年间,与
海原地震相关的文献首次发表于１９５９年,这两篇文

献均为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的 Б．А．彼得鲁

舍夫斯基撰写,他于１９５８年来到甘肃进行实地调

研,对海原地震的地质情况和特点进行了描述[７Ｇ８].
此后的十几年,一直没有相关文献产出,直到１９７６
年,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工作者郭增

建等[９]发表了«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的海原大地震»
一文,对海原大地震的宏观现象、前震和余震活动、
时空特征、前兆现象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至此开

启了我国学者对于海原地震的学术研究.论文发表

数量最多的一年是１９８３年,共发表论文２１篇,因

１９８２年４月海原发生了一起５．５级地震,学者将其

与１９２０年海原地震进行相关研究.在这之后,文献

发表数量开始下降,直到２０００年以后发文数量略显

增长,但始终并不十分活跃.究其原因,海原地震虽

然震级和死亡人数都要超过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
但其发生在距今１００年前,很多人对于此次地震并

不熟悉,可谓知之甚少;加之当时科研条件较差,可
考的科学数据也不多,因此文献总量较少.

２．２　文献类型分布

根据CNKI对文献类型的统计,２７８篇文献中,
期刊论文２２９篇,国内会议论文２５篇,硕士论文１６
篇,博士论文８篇.从学科分类情况来看,海原地震

研究主要以地球物理学为主,占全部文献的一半,其
次是地质学.从研究层次来看,自然科学占绝大部

分(表１).

２．３　载文期刊分布

除去博硕论文和会议论文,CNKI数据库中海

原地震相关文献分布于７６种期刊,其中载文量仅为

１篇的期刊(４４个)占期刊总数的５７．９％,载文数量

在３篇或以上的期刊有１９个(表２).可以看出,发
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地震工程学报»(原«西北地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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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年度发文量变化

Fig．１　ChangeofannualpublicationsonHaiyuanearthquakeinCNKIdatabase

表１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

Table１　ThebasicsituationofHaiyuanearthquakeresearchliteratureinCNKIdatabase
文献类型分布

文献类型 占比/％

学科类型分布

学科类型 占比/％

研究层次分布

层次类型 占比/％

期刊论文 ８２．４ 地球物理 ５０．０ 自然科学 ９３．２

会议论文 ９．０ 地质 １６．３ 社会科学 ６．０

硕士论文 ５．７ 历史 ３．０ 其他 ０．８

博士论文 ２．９ 其他 ３０．７

表２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载文期刊分布(发文量≥３)

Table２　JournaldistributionofHaiyuanearthquakeresearch
inCNKIdatabase(issuedamount≥３)

排名 来源期刊
发文量
/篇

占比
/％

１ 地震工程学报(原西北地震学报) ５０ １８．０
２ 国际地震动态 １２ ４．３
２ 地震地质 １２ ４．３
４ 地震 １０ ３．６
５ 地球物理学报 ９ ３．２
５ 高原地震 ９ ３．２
７ 中国减灾 ８ ２．９
８ 地震学报 ７ ２．５
９ 地震研究 ６ ２．２
１０ 内陆地震 ４ １．４
１０ 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 ４ １．４
１０ 灾害学 ４ １．４
１０ 中国地震 ４ １．４
１０ 档案 ４ １．４
１５ 山西地震 ３ １．１
１５ 地质通报 ３ １．１
１５ 城市与减灾 ３ １．１
１５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３ １．１
１５ 华北地震科学 ３ １．１

报»),发文量为５０篇,远远超过其他期刊.其次是

«国际地震动态»、«地震地质»和«地震»,发文量都在

１０篇以上.整体来看,海原地震研究发文期刊质量

较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学术价值.

２．４　发文机构分布

按照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发文量统计,２７８篇文

献累计来自７１个组织机构,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

机构分别是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省地

震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

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中国地震局第二

监测中心、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

所、长安大学、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中
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宁夏大学和华东师范大

学(表３).其中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

省地震局和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发文量远远超

出其他机构,发文量分别为６０和４１篇.从机构数

量和发文数量综合来看,海原地震研究主要集中在

中国地震局下属各单位,地震系统发文总量为１８９
篇,占全部文献的６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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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发文机构排名(排名前１０位)

Table３　RankingofpublishingorganizationsofHaiyuan
earthquakeresearchinCNKIdatabase(top１０)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
/篇

占比
/％

１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甘肃省地震局 ６０ ２１．６

２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４１ １４．７
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 ２５ ９．０
４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１３ ４．７
５ 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 ９ ３．２
５ 成都理工大学 ９ ３．２
７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８ ２．９
８ 长安大学 ６ ２．２
９ 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 ５ １．８
１０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４ １．４
１０ 宁夏大学 ４ １．４
１０ 华东师范大学 ４ １．４

２．５　核心作者分布

对全部作者按照发文量进行排序,可以得到海

原地震研究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在５篇及以上的作

者共１６人(表４),主要分布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球物

理勘探中心和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等机

构.发文量最高的作者为来自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

所的邓起东,发文量为１０篇,其次是来自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的张先康和李松林,发文量分

别为９篇和８篇.此外还统计了这些核心作者以第

一作者的发文数量,最高产出４篇.

２．６　基金资助分布

经统计,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的２７８
篇文献中共有１０６篇有基金资助,占总数的３８．１％.
全部基金都集中在１９９１年以后,而９０年代前的文

献都没有基金资助,一个是由于当时期刊对于基金

标注不够规范,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我国经济

水平较落后,同时对于地震研究重视程度不够造成.
其中资助文献数量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
资助３０篇,其次是地震科学联合基金,资助２５篇

(表５).整体来讲,海原地震研究基金资助情况

一般.

表４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作者发文量排名(发文量≥５)

Table４　Rankingofauthor’spublicationvolumeofHaiyuanearthquakeresearchinCNKIdatabase(issuedamount≥５)
排名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以第一标注单位为主) 发文量/篇 以第一作者发文/篇

１ 邓起东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１０ ３
２ 张先康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９ １
３ 李松林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８ ４
４ 刘百篪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７ ４
４ 张希 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 ７ ４
６ 秦保燕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６ ３
６ 裴向军 成都理工大学 ６ ０
６ 王双绪 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 ６ ０
９ 郭增建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５ ４
９ 邵延秀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５ ４
９ 赖晓玲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 ５ ４
９ 冉勇康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５ ３
９ 闵伟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５ ３
９ 杨立明 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 ５ ２
９ 张培震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５ １
９ 薛富平 中国地震局第二地形变监测中心 ５ ０

表５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基金资助情况

(排名前５位)

Table５　ThefundsituationofHaiyuanearthquakeresearch

inCNKIdatabase(top５)

排名 基金名称
资助文献
数量/篇

占比
/％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３０ １０．８
２ 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２５ ９．０

３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计划) １３ ４．７
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８ ２．９

５ 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 ４ １．４

３　海原地震研究热点及方向

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可以发现研究人员主要

关注的问题,除地震、海原地震、海原、海原大地震之

外,海原地震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包括:海原断

裂带、古地震、海原断裂、甘肃、宁夏、地震活动性、地
震基本参数、强震、青藏高原东北缘、大震、震前、震
级、黄土滑坡、地震断层、断裂带、极震区、地震活动、

断层带、震中距、地壳结构、地质构造、地震预报、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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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机制、汶川地震、构造带、宁夏海原、滑动速率、

GPS、发震断层、南北地震带、中强地震、防震减灾、
青藏高原、地震滑坡、应力场、发震构造、活断层、景
泰、震源区等(出现频次≥５).同时可以得到海原地

震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２),可以看出,海原地

震研究主要围绕古地震研究、黄土滑坡形成机制与

运动特征、震源机制解、活动断裂带特征、灾后重建

与赈灾考等主题展开.

图２　CNKI数据库中海原地震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出现频次≥５)
Fig．２　KeywordcoＧoccurrencenetworkofHaiyuanearthquakeresearchinCNKIdatabase(frequencyofoccurrence≥５)

４　主要结论

(１)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海原地震一直有

所关注,但发文总量不多,第一篇由中国学者产出的

文献来自郭增建发表于１９７６年的«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６
日的海原大地震».２０００年以后发文数量略显增

长,但始终并不十分活跃.
(２)海原地震相关文献分布于７６种期刊,发文

量最多的是«地震工程学报»(原«西北地震学报»),
远远超过其他期刊,其次是«国际地震动态»、«地震

地质»和«地震».整体来看,海原地震研究发文期刊

质量较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学术价值.基金资

助情况整体一般,资助文献数量最多的是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地震科学联合基金.
(３)海原地震研究论文的主要产出机构有:中

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甘肃省地震局、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地震局、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勘探中心、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成都

理工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等.从机构

数量和发文数量综合来看,海原地震研究主要集中

在中国地震局下属各单位.主要产出作者是来自中

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邓起东,其次是来自中国地

震局地球物理勘探中心的张先康和李松林.
(４)海原地震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

“地球物理”和“地质学”.主要研究热点和方向包括

古地震研究、黄土滑坡形成机制与运动特征、震源机

制解、活动断裂带特征、灾后重建与赈灾考等.
(５)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本次文献统计的数据

仅来源于CNKI,漏掉部分知网没有收录的极少数

期刊,所以统计所得的文献数据并不能代表该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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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的实际最高值;其二,由于数据清洗带有一

定的主观性,可能漏掉个别有价值文献;其三,由于

海原地震发生年代较为久远,很多原因导致相关文

献数据量较少,本次研究对象的数据量不大但主题

集中,因而统计分析符合文献计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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