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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文献计量方法，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的地质调查机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发表的论文为统计对象，从产出论文数量和年度变化、主要研究领域和热点变化、国际合作和机构合作等方面，对５

个机构的工作内容、科研发展态势进行判读，为国内地质调查机构的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关键词：加拿大地质调查局；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

究所；芬兰地质调查局；发展态势；文献计量分析

　　我国地质科学研究与地质调查工作虽然取得了

伟大成绩，引起了世界瞩目，但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水

平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

及时了解国外地质调查工作的前沿和热点，知己知

彼，扬长避短（施俊法，２００３）。为了便于大家了解国

际重要地质调查机构的科研发展态势，本文以加拿

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的地质调查机构

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这５个地质调查

机构的研究型论文进行分析，从一个侧面对其科研

发展态势进行判读，为国内地质调查机构的发展提

供数据参考。

１　机构概况

１１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

加拿 大 地 质 调 查 局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ＧＳＣ，也称加拿大联邦地质调查局）成立于

１８４２年，设有地球物理处、矿产资源处、岩石圈与加

拿大地盾处、地表科学处和地质情报处５个业务处。

此外，在达特默斯设有大西洋地学中心，在温哥华设

有科迪勒拉和太平洋边缘处，在卡尔加里设有沉积

和石油地质研究所。主要职责是：为有效地开展矿

产和能源资源勘查，更好地利用土地、估算资源基础

和制定政策，提供加拿大陆海全面的地质、地球物理

和地球化学的资料，提供有关的技术和专门技能

服务?。

１２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

澳大利亚地质调查局（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ＧＳＯ）于２００１年８月更名为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ＧＡ）?，设

有能源、矿产与自然灾害、环境地球科学、行政服务、

信息通讯技术创新与服务５个部门，主要职责是：负

责澳大利亚国家地球科学、地球空间科学和地质调

查，使用地球科学研究成果和信息为澳大利亚经济、

社会和环境利益服务（何金祥，２００９）。

１３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ｅｔＭｉｎｉèｒｅｓ，ＢＲＧＭ）成立于１９５９年，

设有地质资源部、水文环境与生态技术部、风险与风

险预防部、信息系统部、领土事务部、科学与生产部、

实验室和审计署等８个部门。主要职能：开展地质

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展地表、地下监测，专家评估等

活动，以支持公众政策发展；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

矿产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开展煤

矿安全工作，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并保持煤矿开采

技术的竞争力；支持地球科学的教育培训，传播地学

信息?。

１４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Ｆｅｄｅ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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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５年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ＧＲ）成立于１８７３年，设有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地下

水与土壤科学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部和地学信息

国际合作部４个部门。主要职能：分析和评估全球

能源资源（原油、天然气、煤、铀等）储量和勘探；分析

和评估全球矿产资源潜力；改善地下水管理的科学

方法；土壤可持续利用研究；放射性废物的最终处

置；向联邦政府提供与深层地下使用有关的所有地

球科学和岩土工程技术问题的建议；开展国际地学

合作；参与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基础地质研究；代表联

邦政府履行有关国际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ＣＴＢＴ）

中德国应尽的义务，操控ＣＴＢＴ的数据中心；协助

监测和评估自然地质灾害风险?。

１５　芬兰地质调查局

芬 兰 地 质 调 查 局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Ｆｉｎｌａｎｄ，ＧＴＫ）成立于１８８５年，是欧洲顶级的地球

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估研究中心，是国家地球科学信

息中心。在全国设有４个区域中心，各区域中心根

据本地区的需要进行运作。主要职能：促进矿产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就业稳定

和繁荣；提供能源相关的信息，减少对进口燃料的依

赖，降低能源生产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开展城市地质

研究计划，生成与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建筑和潜在环

境影响相关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地质数据?。

２　数据来源及分析工具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上，利用检索式｛地址＝

［（ｃａｎａｄａｓａｍｅ ｇｅｏｌｓａｍｅ ｓｕｒｖｅｙ）ｏｒ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ａｍｅｇｅｏｌｓａｍｅ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ｇｅｏｓｃｉ

ｓａｍ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ｏｒ（ＢＲＧＭｓａｍｅｆｒａｎｃｅｏｒＢ

Ｒ Ｇｅｏ Ｍｉｎ ｓａｍｅｆｒａｎｃｅｏｒｆｒ ｇｅｏ

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ｍｅｆｒａｎｃｅ）ｏｒ（Ｂ Ｇｅｏ Ｒｏｈｓａｍ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ｒＢＧＲｓａｍ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ｒＦＩｎｓｔ Ｇｅｏ

 Ｎａｔ Ｒｅｓｓａｍ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ｒ（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ｅＦｉｎｌａｎｄｏｒＧｅｏｌ Ｔｕｔｋ）］ＡＮＤ 出版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ＡＮＤ 数据库＝（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ＳＣＩ，ＣＰＣＩＳ）｝，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

芬兰５国的地质调查机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发表的学

术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研究综述（Ｒｅｖｉｅｗ）和会议论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进行检索（数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其中２０１４年数据因收录时滞等

原因可能不全，仅供参考），采用美国汤姆森科技集

团 开 发 的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和

Ａｕｒｅｋａ信息分析平台、微软公司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

以及分析技术公司的 ＵＣＩＮＥＴ对获取的原始文献

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

３　科研产出及影响力分析

３１　产出论文数量及年度变化趋势

从文献统计结果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加拿大地质

调查局产出论文３１１４篇，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产出

论文９２８篇，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产出论文１８２８

篇，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产出论文

１２４１篇，芬兰地质调查局产出论文５８０篇。虽然澳

大利亚地质调查局发文量不高，但是其篇均被引频

次很高，说明其论文影响力较好，见表１。其中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芬兰等国论文发表数量均呈现小幅

波动，而法国和德国论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总体呈

震荡上升态势，见图１，基本反映了当代地质调查工

作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表１　加澳法德芬地质调查机构发文被引情况汇总表

犜犪犫犾犲１　犛狌犿犿犪狉狔狅犳狆犪狆犲狉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犛犆，犌犃，犅犚犌犕，犅犌犚犪狀犱犌犜犓

机构名称
发文量

（篇）

总被引 篇均

次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２０次

的论文数（篇）

被引频次≥２０次

的论文所占％

被引论文

所占％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 ３１１４ ６１３９６ １９．７２ ９２０ ２９．５４ ９１．２７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 ９２８ １９４９６ ２１．０１ ２６６ ２８．６６ ９２．１３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 １８２８ ２４９１２ １３．６３ ３９１ ２１．３９ ８８．０７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 １２４１ １８０３９ １４．５４ ２５５ ２０．５５ ８８．４８

芬兰地质调查局 ５８０ ８２６０ １４．２４ １２１ ２０．８６ ８９．１４

３２　主要研究领域分析

根据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的文献分类统计结果

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是（按照发文数量排列）：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自

然地理学、矿物学、地质学、能源与燃料、环境科学、

石油工程、古生物学、海洋学和气象与大气科学，见

图２。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加拿大地质调

查局一直关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同时，在不

同时期也侧重不同领域的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

４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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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加澳法德芬地质调查机构发文数量年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ＳＣ，

ＧＡ，ＢＲＧＭ，ＢＧＲａｎｄＧＴＫ

图２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２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ＧＳＣ

注重矿物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能源与燃料研

究较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环境科学和地质学方面的研

究正逐步加强，见图３。

图３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３　ＧＳＣ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主要研究

领域是（按照发文数量排列）：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

学、海洋学、地质学、环境科学、自然地理学、古生物

学、矿物学、遥感、海洋与淡水生物学、能源与燃料，

见图４。

图４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ＧＡ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澳大利亚地球

科学局一直关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但在不同

时期也侧重不同领域的研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注

重自然地理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地质学和矿

物学研究较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则更为注重环境科学

和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方面的研究，见图５。

图５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５　ＧＡ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主要研

究领域是（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球化学与地球物

理学、环境科学、水资源、矿物学、能源与燃料、环境

工程、地质学、采矿与矿物加工、民用工程和工程地

质学，见图６。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法国地质研究

与矿产局一直关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环境科

学和水资源等领域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注重

采矿与矿物加工领域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民用

工程和地质学研究较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则更重视能

源与燃料和环境工程方面的研究，见图７。

５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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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ＧＭ

图７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７　ＧＲＧＭ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

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是（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球

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矿物学、水资源、环境科学、地质

学、海洋学、土壤科学、古生物学、能源与燃料和自然

地理学，见图８。

图８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ＢＧＲ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德国联邦地球

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一直关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

理学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注重海洋学研究，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矿物学和地质学研究较多，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则更重视水资源和土壤科学方面的研究，

见图９。

图９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各时期

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９　ＢＧＲ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芬兰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是（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矿

物学、地质学、环境科学、自然地理学、采矿与矿物加

工、水资源、工程地质学、古生物学和湖沼学，见

图１０。

图１０　芬兰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ＧＴＫ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芬兰地质调查

局一直关注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的同时，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年比较注重矿物学领域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

展采矿与矿物加工、水资源和地质学研究较多，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则更注重工程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见

图１１。

从图２至图１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加拿

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地质调查机构共

同侧重的研究领域是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矿物

６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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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芬兰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１１　ＧＴＫ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学、地质学和环境科学。

３３　研究热点变化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对加拿大

地质调查局论文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表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其研究热点包括：海洋地质学、锆石ＵＰｂ

同位素定年、同位素地质学、地层学、地球化学、大地

构造、地质年代学、气候变化、俯冲带和变质作用，见

图１２。

图１２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ＧＳＣ

从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加拿大地质调查局一

直关注海洋地质学和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定年方面研

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大地构造方面的

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注重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地层学和气候变化等研究主题论文

产出较为突出，见图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的研究热

点包括：海洋地质学、锆石 ＵＰｂ同位素定年、地球

化学、地层学、地质年代学、大地构造、同位素地质

学、地震、大陆架和变质作用，见图１４。

从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

图１３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ＳＣ

图１４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ＧＡ

一直关注海洋地质学和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定年方面

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大地构造方面

的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注重变质作用和地震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地球化学、地层学和大陆架研究主题

论文产出较为突出，见图１５。

图１５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的研究

热点包括：地下水、同位素地质学、二氧化碳、粘土、

地震、第四纪、花岗岩、前寒武纪、气候变化和岩溶，

７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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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１６。

图１６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ＢＲＧＭ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法国地质研究

与矿产局在一直关注同位素地质学、地下水和粘土

方面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前寒武纪

方面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花岗岩和岩溶方面研

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二氧化碳、地震、第四纪和气候变

化等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为突出，见图１７。

图１７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７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ＲＧ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

研究所的研究热点包括：同位素地质学、地下水、第

四纪、粘土、矿物学、二氧化碳、膨润土、白垩纪、地震

和气候变化，见图１８。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德国联邦地球

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在一直关注同位素地质学、

地下水和第四纪方面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

较侧重第四纪和气候变化方面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

侧重地震和白垩纪方面研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粘土、

矿物学、二氧化碳和膨润土等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

较为突出，见图１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芬兰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

括：前寒武纪、地球化学、第四纪、同位素地质学、金

图１８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８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ＢＧＲ

图１９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９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ＧＲ

矿、地幔、地下水、地质年代学、气候变化和花岗岩，

见图２０。

图２０　芬兰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２０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ＧＴＫ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芬兰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前寒武纪、地球化学、第四纪和同位素

地质学方面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地

质年代学和地幔方面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金矿

和气候变化方面研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同位素地质

学、地质年代学和花岗岩等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

为突出，见图２１。

８３４２



第１２期 史静等：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国外部分地质调查机构科研态势分析———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研究

图２１　芬兰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２１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ｐ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ＧＴＫ

从图１２至图２１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加拿

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地质调查机构既

有持续的关注热点，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机构的

调整，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的研究主题进行调整，以便

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国家的发展。

３４　国际合作情况

为了解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

地质调查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本文以国家间论文

合作篇数为统计源，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对经过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优化的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消除

了网络节点之间较为错综复杂而又相对次要的关

联，提取出主要的关联关系，从而能够反映各国之间

主要的联系，图中线条粗细表现合作紧密程度。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

有：美国、英国、德国、中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见

图２２。

图２２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ＳＣ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

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法国、德国、日本、挪

威和意大利等，见图２３。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

图２３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３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

家为：美国、意大利、英国、德国和瑞士等，见图２４。

图２４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４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ＧＭ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在国际上

主要的合作国家为：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奥地

利等，见图２５。

图２５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５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ＧＲ

芬兰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为：

俄罗斯、瑞典、挪威、丹麦、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等，见

图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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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芬兰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６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ＴＫ

３５　机构合作情况

为了解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

地质调查机构与其它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本

文以机构间论文合作篇数为统计源，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对经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优化的机构合作数据进行

了可视化处理，从而能够反映出两个地质调查局与

其他主要合作机构之间的联系，图中线条粗细表现

合作紧密程度。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维多利

亚大学、亚伯达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卡尔加

里大学、卡尔顿大学、渥太华大学、西门弗雷泽大学、

美国地质调查局和达尔豪斯大学等，见图２７。

图２７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７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ＳＣ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澳洲

国立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西奥大学、阿德雷德大

学、科廷科技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和悉尼

大学等，见图２８。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依次

为：国立奥尔良大学、法国科研中心、蒙比利埃第二

大学、法国石油研究所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等，见

图２９。

图２８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８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

图２９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９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ＧＭ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主要的合

作机构依次为：不莱梅大学、阿尔弗雷德极地与海洋

研究所、波茨坦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基尔大学、阿根

廷大学、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莱布尼茨应用地球

物理所、亥姆霍茨环境研究中心、下沙克森州地质调

查局等，见图３０。

图３０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３０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ＧＲ

芬兰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依次为：赫尔

辛基大学、隆德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挪威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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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芬兰环境研究所、芬兰林业研究所和澳卢大学

等，见图３１。

图３１　芬兰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３１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ＴＫ

３６　与中国机构合作情况

为了解各国地质调查机构与中国机构之间的合

作情况，本文以机构间论文合作篇数为统计源，使用

ＵＣＩＮＥＴ软件对经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优化的机构合

作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处理，从而反映出５国地质调

查机构与中国机构合作情况，图中线条粗细表现合

作紧密程度。

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开展合作的中国机构主要

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湘潭大学、中国石油勘探

开发研究院、中国国防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石

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

公司等，见图３２。

图３２　加拿大地质调查局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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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开展合作的中国机构主

要有中国科学院、香港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震局

和河南理工大学等，见图３３。

图３３　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局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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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开展合作的中国机构

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合肥工业

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兰州大学、成都理

工大学和中国地震局等，见图３４。

图３４　法国地质研究与矿产局与中国机构合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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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开展合

作的中国机构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石油天然气

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香港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等，见图３５。

芬兰地质调查局与中国机构合作较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芬兰仅与中国科学院有过合作。

４　结论

从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芬兰５国地

质调查机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论文发表数量的统计，可

以得出这期间各机构的研究实力以及研究热点，通

过分析发现：①在发文情况方面。澳大利亚地质调

查局发文量不高，但其论文影响力较好。其中加拿

大、澳大利亚和芬兰等国地质调查机构论文发表数

１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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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德国联邦地球科学和自然资源研究所

与中国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３５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ＧＲ

量均呈现小幅波动，而法国和德国地质调查机构论

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总体呈震荡上升态势，基本反

应了当代地质调查工作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②在研究领域和热点方面。各机构共同侧重的研究

领域是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矿物学、地质学和环

境科学。既有持续的关注热点，同时随着形势的发

展和机构的调整，在不同阶段对不同的研究主题进

行调整。③在国际合作和机构合作方面。各机构的

主要合作机构集中于各大学，与中国机构的合作则

主要集中于科研院所，大学也占一定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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