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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收录在国内地质学领域期刊上中图法Ｐ５类的文献，从发

文的题目、关键词、发文单位与作者、资金支持等信息出发，着重分析了国内地质学领域的重要机构与科学家、研究

热点及其重点资助情况，从文献计量角度展示了这些年国内地质学领域学科发展的脉络以及国家资金支持的趋

势，为今后进一步把握地质学领域重点方向与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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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

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研究文献情报的

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来描述、

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图书情报

学分支学科。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科研评

价、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分析中（董树文等，２００５年；

赵波等，２００５年；肖仙桃等，２００５年；郑军卫等，２００８

年；史静等，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３年）。本文通过对国内地

质学期刊论文的分析，从文献计量角度展示这些年

国内地质学领域学科发展的脉络以及国家资金支持

的趋势，为今后进一步把握地质学领域重点方向与

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简称ＣＳＣＤ）在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医学、管理科学等学科领域的５０００多种期

刊中进行筛选，构成ＣＳＣＤ的来源期刊。本文利用

ＣＳＣＤ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以来发表在国内地质学领域期

刊上中图法Ｐ５类文献共１６９６０篇（数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３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采用 Ａｕｒｅｋａ分析平台、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可视化软件等相关分析工具对这些文献

进行分析。

２　总体概况

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地质学相关文献进行统

计后显示，国内地质学领域年度发文情况总体上呈

缓慢的增长趋势，各年的发文总量都超过了２０００

篇，见图１，年均增长率为２．９７％，反映了国内地球

科学领域论文整体的增长态势。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国内地质学发文量年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７ａｎｄ２０１３

由表１所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国内地质学发文的

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火成岩岩石学、构造地质学、沉

积学与沉积岩、地层学与地史学、矿床地质学这五大

学科，占这几年所有地质学发文总量的半数以上

（５６．２％），与此同时，其它学科也占一定的比例，如

油气地质与第四纪这两个学科，其发文量也占到了

总发文量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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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地质学研究主要涉及的学科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狅犳狋犺犲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犆犺犻狀犪

序号
学科

领域

文章

篇数

所占

比例
序号

学科

领域

文章

篇数

所占

比例

１ 火成岩岩石学 ２５４４１５．０％ １１ 古生物学 ４６６ ２．７％

２ 构造地质学 ２０６６１２．２％ １２
岩矿鉴定

与测试
４３０ ２．５％

３
沉积学与

沉积岩
１９６４１１．６％ １３

结晶学

与矿物学
４２５ ２．５％

４
地层学

与地史学
１５１３ ８．９％ １４ 地质年代学 ４０１ ２．４％

５ 矿床地质学 １４５１ ８．６％ １５
矿业与矿产

开发利用
３８４ ２．３％

６ 油气地质 ８８２ ５．２％ １６
地貌学

与土壤学
２６７ １．６％

７ 第四纪地质 ８３７ ４．９％ １７
前寒武纪

地质
２３４ １．４％

８ 变质岩岩石学 ６７９ ４．０％ １８
固体地球

物理学
２０４ １．２％

９ 地球化学 ６０７ ３．６％ １９ 水文地质学 １５５ ０．９％

１０ 环境地质学 ５８２ ３．４％ ２０ 其它 ８６９ ５．１％

表２　国内地质学研究发文重点期刊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犽犲狔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犪犾狊狉犲犾犪狋犲犱狋狅

狋犺犲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狆犪狆犲狉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期刊

（发文ｔｏｐ２０）

文章

篇数

２０１３年影响

因子（ＣＳＣＤ）

期刊

（发文ｔｏｐ２０）

文章

篇数

２０１３年影响

因子（ＣＳＣＤ）

岩石学报 １８６７ １．８４４４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４７８

０．９２０２

（ＳＣＩＥ）

地质通报 ９９９ １．１５３７ 矿物学报 ４５６ ０．６６４８

地质学报 ８５５ １．６５３３ 地质科学 ４５３ ０．８７４

沉积学报 ７１０ １．０９０３ 地层学杂志 ４２９ ０．６３８９

中国地质 ６０９ ０．８５９２
大地构造与

成矿学
３８４ １．３３３３

地学前缘 ６００ ０．９６４２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３４６ ０．５７８８

岩石矿物学

杂志
５６９ ０．９０３７ 地球科学 ３３４ ０．８７４０

地质论评 ５４０ １．２０５３ 第四纪研究 ３３３ １．８４４６

地球化学 ５３５ ０．９４７４ 地球学报 ３３０ １．６５９７

现代地质 ５１２ ０．８３００ 古地理学报 ３２５ １．０７３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国内地质学研究发文重点期刊

分布见表２，其中《岩石学报》上刊载的论文最多，总

共达到了１８６７篇，占到了所有发文量的１１％，并且

从此刊的影响因子来看，无疑是该领域较具影响力

的期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上的发文量也位居

期刊发文总量的第１１位，总量达到了４７８篇，而该

期刊又是ＳＣＩ的来源刊。这充分说明了，从发文期

刊的质量来看，地质学研究领域在国内整体研究水

平较高。

３　主要机构和作者

３１　主要研究机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参与发文的机构按其类型分

为中国科学院、高校、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其它机

构四种，中国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部、研究

生院及其相关研究所；高校包括全国各地大专院

校；中国地质调查局包括机关及其下属的２８个

机构；其它院所包括除上面三类机构以外的国家

其他职能单位（如国土资源部）、地方的科研院所

（如省科学院）、公司企业（如中石油）等，对比他

们的参与发文量、第一作者比例、学科类别等指

标，可以看出不同科研团体的科研实力与研究关

注重点，见表３。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四类机构中，中国地质

调查局的发文量最多，总共达到９１７４篇，但是中

国科学院以第一作者机构发文的比例最高，达到

了近７０％，而中国地质调查局第一作者机构发文

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达到２．８９次／篇。

表３　四类机构发文概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犌犲狀犲狉犪犾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狆犪狆犲狉狆狌犫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

狋犺狉犲犲犿犪犻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犵狉狅狌狆

高校
中国

科学院

中国地质

调查局
其它机构

参与发文量 ８７２０ ２７７７ ９１７４ ４８７０

第一作者比例 ５４．２６％ ６９．９７％ ２１．２３％ ６０．７４％

篇均被引频次（次／篇） ２．１８ ２．７４ ２．８９ ２．３６

３２　重点研究机构及实力

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第一作者机构论文量、篇

均被引频次以及高质量论文比例进行对比，结果

见表４，其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武汉）的第一

作者比率最高，占所有第一作者机构发文的前两

位，同时其篇均被引频次也达到了２次以上，但

是其篇均被引的总体排名不占绝对优势，这说明

这两所高校与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相比原创

性研究实力较强，但其影响力并不占绝对优势。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虽然以第一

作者机构发文的比率只有３．７２％，但其篇均被引

频次达到了４．４次，同时高质量论文也占到了所

有发表论文的近４％，这说明该所在国内地质学

研究领域的科研影响力较高。

５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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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重点研究机构及实力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犽犲狔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狉狉犲狊狆狅狀犱犻狀犵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狊狋狉犲狀犵狋犺狊

第一作者机构论文比例 篇均被引频次（次／篇） 论文比例（被引频次＞２０）

机构 比例 机构 频次 机构 比例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７．９６％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４．４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３．９％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５．８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３．７ 吉林大学 ３．１％

成都理工大学 ４．２８％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３．４ 合肥工业大学 ２．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４．２８％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３．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６％

北京大学 ４．１３％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３．３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２．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３．７２％ 合肥工业大学 ３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２．２％

南京大学 ３．２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２．９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２．０％

吉林大学 ２．９２％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２．９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０％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７８％ 南京大学 ２．８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６％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６３％ 吉林大学 ２．７ 北京大学 １．３％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２．３０％ 西北大学 ２．６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１．３％

西北大学 １．９４％ 北京大学 ２．６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２％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１．８７％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２．５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１．２％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１．５８％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２．５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１．０％

合肥工业大学 １．３６％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２．３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０．９％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１．３６％ 兰州大学 ２．２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０．８％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１．３４％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２．１ 西北大学 ０．８％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１．２３％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２．１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０．８％

长安大学 １．２２％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２ 南京大学 ０．７％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１．２０％ 成都理工大学 ２ 兰州大学 ０．７％

３３　主要研究人员

表５　重点作者及其文章被引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犽犲狔犪狌狋犺狅狉狊犪狀犱狋犺犲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犻狉狆犪狆犲狉狊

作者 作者单位
发文量

（篇）

总被引

次数（次）

篇均被引频

次（次／篇）

梅冥相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４２ １５９ ３．８

柏道远 湖南地质调查院 ３０ １３２ ４．４

高林志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２６ ２１５ ８．３

张　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２４ １６１ ６．７

夏　斌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２１ ３９ １．９

邵济安 北京大学 ２０ ４４ ２．２

杨高学 长安大学 ２０ ２８ １．４

章邦桐 南京大学 ２０ ３８ １．９

黄思静 成都理工大学 １９ １５７ ８．３

刘　伟 湖南地质调查院 １７ ４６ ２．７

　　通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国内地质学研究领域发

文作者情况的分析，有２万多人参与发文，其中高产

作者（参与发文１０篇以上）占全部作者５％左右。

发文量排在前１０位的作者如表５所示，梅冥相发文

量最多，总被引次数也相对较高，达到了１５９次，说

明该作者在地质学领域的研究较有实力。作者高林

志和黄思静，虽然发文总量不高，但是高林志发文的

总被引次数达到２１５次，篇均被引频次达到８．３次，

黄静思发文的总被引次数达到１５７次，篇均被引频

次也达到８．３次，充分说明这两位作者的相关研究

在国内较具影响力。

４　研究热点

４１　主要研究热点分布

本文挑选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发文关键词中词频

超过１００次的词汇进行分析，按照研究区域、研究年

代和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每类选出居前１０位的关键

词，大致能够反映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国内地质学领域重

点关注的研究区域和历史年代，同时也可以反映出

该领域聚焦的相关主题，见表６。

从表６中可以看出，国内地质学研究领域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主要关注的区域是新疆、青藏高原

和西藏地区，研究年代集中在第四纪、前寒武和白垩

纪较多，研究主题聚焦在锆石ＵＰｂ定年、沉积环境

和古环境与古气候等方面。

４２　研究热点年度变化

本文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出现频率最高的１５个关

键词的年际变化进行展示，每一年内数值大小用单

元格的色阶来表示（浅色表示词频低，深色表示词频

高），可以看出相同领域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从

表７可以看出，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比较关注古环境与古

气候、三叠纪、侏罗纪、第四纪、新生代等方面的研

究，２００９年侧重青藏高原的研究，同时沉积环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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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２０１３年锆石ＵＰｂ定年、白

垩纪、全球变化与气候变化等研究较为突出。

表６　重要关键词分布情况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犽犲狔狑狅狉犱狊

研究区域 研究年代 研究主题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新疆 ５０１ 第四纪 ５６０ 锆石ＵＰｂ定年 ６４２

青藏高原 ４４３ 前寒武 ５１９ 沉积环境 ５０７

西藏 ３９１ 白垩纪 ４１６ 古环境与古气候 ３６０

天山 ２８１ 三叠纪 ３０４ 大地构造 ３２３

塔里木盆地 ２７４ 二叠纪 ２９７ 花岗岩 ３１８

鄂尔多斯盆地 ２６９ 新生代 ２４４ 层序地层学 ３０７

云南 ２５２ 侏罗纪 ２４２ 全球变化与气候变化 ２８０

四川 ２３５ 中生代 ２１５ 物源分析 ２２８

贵州 ２３２ 石炭纪 １７７ 火山岩 １９１

柴达木盆地 ２２１ 奥陶纪 １７４ 流体包裹体 １５４

表７　高频关键词年际变化

犜犪犫犾犲７　犜犺犲犪狀狀狌犪犾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狋犺犲犺犻犵犺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犽犲狔狑狅狉犱狊

５　主要资助机构及资助质量分析

国内地质学研究领域涉及到的项目名类众多，

通过遴选，本文选出１４种资助基金和项目进行统计

分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项目、中国地

质调查局项目、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部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科技部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科技部其他项目、科技部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中国

科学院基金项目、中国地震局项目、国土资源部项

目、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１１１）、中石油和中

石化集团基金。

表８　重要基金支持的发文情况

犜犪犫犾犲８　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犘犪狆犲狉狊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犫狔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犳狌狀犱狊

级别 支持基金 篇数

国家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８８３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３７７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２５４１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４６３

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１３７

科技部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６７０

科技部其他项目（除以上列出的科技部项目） ３２７

省部级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２０８２

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 １４５８

国土资源部项目（除地调局以外） ７９８

教育部项目 ８７２

中国地震局项目 １１４

其他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１１１） １７７

中石油和中石化集团基金 ８６５

从表８可以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发

文量最多，达到６８８３篇，占整个发文总量的近一半。

９７３计划支持的发文数量位居第二，达到了２５４１

篇，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支持的发文量也突破了

２０００篇。

５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共计发

文６８８３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２，其中居前５位的

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图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５２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

共计发文３７７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３，其中居前５

位的机构是：成都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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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图３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５３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９７３资助共计发文２５４１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

４，其中居前５位的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

究所。

图４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

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９７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５４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

共计发文４６３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５，其中居前５

位的机构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北京大学、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成都理工大学。

图５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５５　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

划８６３资助共计发文１３７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６，

其中居前５位的机构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合肥工业大学、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

图６　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计划

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８６３Ｐｒｏｇｒａｍ）

５６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共计发

文２０８２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７，其中居前５位的

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

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

从论文基金支持单位的信息可以清晰地看出国

内重要项目资助最终“花落谁家”。将发文机构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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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国家级基金支持情况作者

犜犪犫犾犲９　犜犺犲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犾犲狏犲犾犳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犳狌狀犱犲犱犪狌狋犺狅狉狊

支持基金 篇数 篇均被引 重点作者（ｔｏｐ１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６８８３ ２．６ 梅冥相／张旗／邵济安／李才／黄思静／夏斌／柏道远／王涛／石永红／李永军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３７７ ０．９ 李云／王昌勇／赵宗举／邱振／任建业／张功成／戴朝成／操应长／李传新／李双建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 ２５４１ ３．０ 王玉往／张旗／何登发／刘福来／曹光杰／朱弟成／李明慧／王保弟／郎兴海／钱一雄

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４６３ ３．０ 张照伟／周雄／张东阳／朱志新／柴凤梅／牛贺才／王洪亮／聂凤军／闫全人／陈宣华

科技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８６３ １３７ １．６ 李三忠／陈勇／叶润青／周华梅／彭书传／朱建明／谢晶晶／陈丰／陈永清／雒昆利

科技部科技创新基地建设 ６７０ ２．０ 章邦桐／曾承／赵景波／刘家军／张旗／第五春荣／冯光英／王洪亮／付碧宏／刘小驰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２０８２ １．９ 王存龙／丰成友／王登红／李再会／王立强／李三忠／张栓宏／张照伟／于旭东／赵超英

图７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金支持相关联，可以看出在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获批的重点机构聚集

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武汉）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

研究所，而科技部其它几个重要的项目资助机构也

各有差别。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的重点机构则聚

集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和几个地质调查中心。

从论文基金支持的个人信息也可以看出在中国

地质学研究领域重要科学家获得资助的情况。从表

９可以看出，科技部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９７３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这２个项目，虽然发文总

量不占绝对优势，但篇均被引频次较高，达到了

３．０。

６　结论

通过对国内地质学领域近年发表期刊论文的统

计分析可以发现研究力量的分布，了解个人及其机

构的研究实力以及研究热点，得到国家在该研究领

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与方向等情况。

（１）国内地质学领域年度发文情况总体上呈缓

慢的增长趋势。

（２）发文的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火成岩岩石

学、构造地质学、沉积学与沉积岩、地层学与地史学、

矿床地质学五大学科。

（３）发文主要集中在岩石学报、地质通报、地质

学报、沉积学报、中国地质等期刊上，从影响因子来

看，这些期刊在相应领域都较具影响力，说明地质学

研究领域在国内整体研究水平较高。

（４）以第一作者发文占优势的机构在国内相对

比较集中，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武汉）发文量较高，

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影响力较

高。

（５）发文量排名较高的作者有梅冥相、高林志

和黄思静，但根据发文的被引频次分析，其影响力却

各有不同。

（６）研究领域主要关注的区域是新疆和青藏高

原，研究年代集中在第四纪和前寒武，研究主题聚焦

在锆石ＵＰｂ定年和沉积环境方面。

（７）不同机构发文重点领域与相关学科有一定

的差异。中国科学院、高校、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其它

机构这四类机构中，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发文量最多。

（８）国内地质学研究领域各种基金支持力度不

同，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发文量最多，９７３

计划支持的发文量位居第二，而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支持的发文量也非常可观。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获批的重点机构聚集

在中国地质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而科

技部其它几个重要的项目其资助机构也各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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