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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以ＳＣＩＥ数据库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地球科学领域各年度居前１０％的高

被引论文为统计分析源，从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论文的总体概况、研究的主要国家和机构、研究热点等方面对近年来

地球科学发展态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旨在为相关管理部门了解地球科学研究发展态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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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是以地球系统（包括大气圈、水圈、岩

石圈、生物圈和日地空间）的过程与变化及其相互作

用为研究对象的基础学科。主要包括地质学、地理

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大气科学、遥感科学、海

洋科学和空间物理学以及新的交叉学科（地球系统

科学、地球信息科学）等分支学科?。目前地质工作

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传统地质工作转向以“地球系

统科学”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地质工作?。随着地球

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类面临着共同的资

源瓶颈、气候变化、环境恶化挑战以及继续发展问题

（ＷａｎｇＸｕｍ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ＤｏｎｇＳｈｕｗｅ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５；Ｓｈ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因此

了解地球科学发展态势尤为重要。本文基于 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以ＳＣＩＥ数据库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地

球科学领域各年度居前１０％的高被引论文为统计

分析源，从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论文的总体概况、研究

的主要国家和机构、研究热点等方面对近年来地球

科学发展态势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旨在为相关管理

部门了解地球科学研究发展态势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２５１个学科分类中选取地

球科学（Ｇｅｏｓｉｃｅｎｃｅ）学科，在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数据库检索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此学

科的相关论文２１９５５８篇（数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

７月，其中２０１６年数据因收录时滞等原因可能不

全，仅供参考），文献类型包括学术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会

议论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和研究综述（Ｒｅｖｉｅｗ）。

提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地球科学领域各年度居前１０％

的高被引论文（共有２０５３９篇），应用科睿唯安公司

的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ＤＡ）和微软公司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对获取的原始文献进行数据清洗，

应用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进行制图，对国际地球科学领域

论文产出进行统计分析。

在ＳＣＩＥ数据库中，地球科学（Ｇｅｏｓｉｃｅｎｃｅ）学

科包括：能源与燃料（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地质工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石油工程（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地 理 学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地 质 学

（Ｇｅｏｌｏｇｙ）、地 球 科 学 多 学 科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湖泊学（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气象与大

气科学（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矿

物学（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矿产与矿物加工（Ｍｉｎｉｎｇ ＆

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海洋学（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古生

物学（Ｐａｌ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遥感（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水资

源（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等分支学科。

２　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论文产出总体

概况

　　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期间地球科学相关文献

进行统计后发现，ＳＣＩＥ数据库中地球科学研究领

域的高被引论文发文量在２０１３年有大幅增长，２０１４

年以后整体呈小步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２．６５％

（见图１），但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增长率７．７８％相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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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年

幅有所减弱（Ｓｈ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３）。中国在地球科

学研究领域的高被引论文发文量呈稳步增长的趋势

（见图２），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７３％，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增长率９．６６％相比增幅３１．７８％。由此可见中国

ＳＣＩ论文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论文增长速度。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研究高

被引论文的年代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ｉ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图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高被

引论文的年代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ｃｉｔ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ｐｅｒｓ

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从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ＳＣＩＥ数据库收录的地球科

学研究高被引论文的期刊所属的学科看，所涉及的

相关研究学科有：地球科学多学科、气象学和大气科

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遥感、自然地理学、环境

科学、海洋学、矿物学、地质学和水资源等，见表１。

国际地球科学研究高被引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所占比

例，见图３。

中国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所涉及的相关学科主

要有：地球科学多学科、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气

象学和大气科学、遥感、矿物学、环境科学、自然地理

学、地质学、矿产与矿物加工、地质工程等，见表２。

总体上与国际地球科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一致，但

略有出入。中国地球科学研究高被引论文所涉及的

表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学科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犳狅狉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犪狉狋犺

狊犮犻犲狀犮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序号 学科领域 发文量（篇）

１ 地球科学多学科 ６９２０

２ 气象学和大气科学 ５８４０

３ 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 ４６４２

４ 遥感 ２５８１

５ 自然地理学 １９１６

６ 环境科学 １７７３

７ 海洋学 ９５１

８ 矿物学 ９２３

９ 地质学 ８１７

１０ 水资源 ４６１

图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研究涉及

的主要学科领域的比例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ｆｏｒ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学科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犿犪犻狀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狌犫犼犲犮狋犳狅狉狋犺犲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序号 学科领域 发文量（篇）

１ 地球科学多学科 １１２６

２ 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 ７８９

３ 气象学和大气科学 ７４６

４ 遥感 ６３６

５ 矿物学 ３３７

６ 环境科学 ３１２

７ 自然地理学 ２５９

８ 地质学 １８３

９ 矿产与矿物加工 １３３

１０ 地质工程 １１９

学科所占比例，见图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领域各年度居前

１０％的高被引论文拥有量位于前１０位的期刊及其

２０１７年的ＪＣＲ期刊影响因子?见表３，这１０种期刊

上 的 高 被 引 论 文 数 量 占 了 ２０５３９ 篇 论 文

的３４．１１％。

中国地球科学领域ＳＣＩＥ高被引论文分布在

１８４种期刊上，高被引论文拥有量位于前１０位的期

２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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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涉及的

主要学科领域的比例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犛犆犐犈数据库中收录地球科学研究

论文数量居前１０的期刊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狋狅狆１０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

犻狀犮犾狌犱犲犱犻狀犛犆犐犈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序

号

文章

篇数
期刊英文名称

２０１７年

影响因子

１ １１０８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２５３

２ １０５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３１８

３ ７０８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２６５

４ ６９１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 ４．４０９

５ ６４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 ４．１６１

６ ５９２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３．６２９

７ ５７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 ３．４５４

８ ５６３ Ｇｅ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ｅｔ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 ４．６０９

９ ５４０ 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９４１

１０ ５２２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９４２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犛犆犐犈数据库中收录中国地球科学研究

论文数量居前１０的期刊

犜犪犫犾犲４犜犺犲狋狅狆１０犆犺犻狀犲狊犲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犮犾狌犱犲犱

犻狀犛犆犐犈犱犪狋犪犫犪狊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序号
文章

篇数
期刊英文名称

２０１７年

影响因子

１ １９３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 ３．６２９

２ １７４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４．９４２

３ １７０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９５９

４ １５８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３１８

５ １４７ Ｌｉｔｈｏｓ ３．６７７

６ １４３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８４３

７ １０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３３５

８ ８８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６．２６５

９ ８２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２４４

１０ ７８
ＩＥＥＥ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７６１

１１ ７８ Ｏｒ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ｓ ３．０９５

刊及其２０１７年的影响因子见表４，中国地球科学领

域高被引论文的发文期刊影响因子低于国际水平，

这１０种期刊上的高被引论文量占中国高被引论文

数的４０．６４％。

３　国际地球科学研究的主要国家和

机构

３１　主要研究国家发文情况

按照第一著者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ＳＣＩＥ数据

库收录的地球科学领域高被引论文数量居前１０位

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

亚、意大利、加拿大、瑞士和西班牙，见图５。美国发

文量仍居全球之首，拥有地球科学领域第一著者高

被引论文６１２９篇，占总数２０５３９篇的２９．８４％，表

明美国在该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发文量居

第２位，共有３２９７篇第一著者论文，约占总数的

１６．０５％，比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６．５８％（ＳｈｉＪ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３），提高近１４３．９％。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地球科学研究高被引发

文量居前１０位的国家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在地球科学领域发文量居前１０位的国家中，美

国、中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论文总被引次数较高，

均超过３００００次；英国、美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的论

文篇均被引频次较高，篇均被引均大于３０次／篇；美

国、中国和英国的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５０次的

论文）较多，高被引论文数量均超过２４０篇；从高被

引论文所占比例来看，高被引论文占其发文量超过

平均值１２．３５％的国家有美国、英国和瑞士；Ｈ指数

（高引用次数）较高的国家有美国、中国、英国和德

国，见表５。

从发文量、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篇数和 Ｈ

指数来看，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国家在地球科学研究

领域的综合影响力较高；从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

３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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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所占比例来看，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家在地球

科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质量高。中国在论文数量、总

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和Ｈ指数指标上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但是在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比例指

标上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仍有一定差距。

表５　国际地球科学领域高被引论文量居前１０位国家的论文被引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犜犺犲犮犻狋犲犱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狆犪狆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狋狅狆１０狉犲犾犪狋犲犱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

序号 国家
发文量

（篇）

总被引次数

（次）

篇均被引次数

（次／篇）

被引频次

≥５０的论文（篇）

被引频次

≥５０的论文所占比例（％）
Ｈ指数

１ 美国 ６１２９ ２０３３５８ ３３．１８ ９２７ １５．１２ １２２

２ 中国 ３２９７ ９３９１６ ２８．４９ ４００ １２．１３ ６８

３ 英国 １６４９ ５６１６８ ３４．０６ ２４９ １５．１０ ６７

４ 德国 １４１３ ４１８０６ ２９．５９ １６８ １１．８９ ６４

５ 法国 １１０４ ３３００８ ２９．９０ １２６ １１．４１ ５５

６ 澳大利亚 ８１０ ２４４７７ ３０．２２ ９８ １２．１０ ５１

７ 意大利 ８０４ ２０６４５ ２５．６８ ７３ ９．０８ ４５

８ 加拿大 ６９１ ２０５２１ ２９．７０ ７７ １１．１４ ４８

９ 瑞士 ５４９ １６９６６ ３０．９０ ７６ １３．８４ ４６

１０ 西班牙 ４５２ １３４１１ ２９．７４ ５３ １１．７２ ４５

平均值 １６９０ ５２４２６ ３０．１５ ２２５ １２．３５ ６１．１

３２　国家合作情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国

际间交流与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地球科学研究也不

例外，呈现出较强的国际合作态势。图６反映的是

地球科学研究发文量居前５０位国家的合作情况，该

图以经过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优化的数据为基础，使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实现。使用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对数据

进行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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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反映各个国家之间主要的联系，图中线条粗细表

现合作紧密程度。

从图６可以看出，美国在国际间合作中表现最

为突出，是全球地球科学合作网络的中心，英国、德

国、中国和法国是次级合作中心。中国在地球科学

研究上的主要合作伙伴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

且同时与多国合作呈上升趋势，见图７。

图６　发文量居前５０位的国家地球科学研究合作情况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ｏｐ５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ｐａｐｅｒａｍｏｕｎｔ

图７　中国地球科学研究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３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按照第一著者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ＳＣＩＥ数据

库收录的地球科学领域高被引论文数量居前１０位

的研究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ＮＯＡＡ、华盛顿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美国国家

大气研究中心、美国 ＮＡＳＡ、南京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北京大学，见图８。

在论文数量较多的机构中，中国科学院、加利福尼

亚大学、美国ＮＯＡＡ、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美国

ＮＡＳＡ的论文总被引频次较高；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

心、美国ＮＯＡＡ和美国ＮＡＳＡ的论文篇均被引频次较

高；发表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
"５０次）较多的机构有

中国科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ＮＯＡＡ、美国国家

大气研究中心和美国ＮＡＳＡ，均有超过５０篇的高被引

论文；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 ＮＯＡＡ和美国

ＮＡＳＡ的高被引论文所占比例较高，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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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国际地球科学研究高被引论文发文量前１０个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犮犻狋犲犱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狋犺犲犻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狆犪狆犲狉狊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犫狔狋犺犲狋狅狆１０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犻狀狆犪狆犲狉犪犿狅狌狀狋

序号 机构 发文量（篇） 总被引次数（次）
篇均被引频次

（次／篇）

被引频次

"５０的论文（篇）

被引频次

"５０的论文

所占比例（％）

１ 中国科学院 ８５３ ２５４５９ ２９．８５ １０７ １２．５３

２ 加利福尼亚大学 ５４０ １６３４４ ３０．２７ ８３ １５．３７

３ 美国ＮＯＡＡ ２７０ １１５４２ ４２．７５ ７０ ２５．９３

４ 华盛顿大学 ２５１ ７３４３ ２９．２５ ３０ １１．９５

５ 科罗拉多大学 ２２３ ７６３６ ３４．２４ ３８ １７．０４

６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 ２２２ ９７４０ ４３．８７ ５８ ２６．１３

７ 美国 ＮＡＳＡ ２１２ ８５６２ ４０．３９ ５０ ２３．５８

８ 南京大学 １９８ ５３９２ ２７．２３ ２６ １３．１３

９ 加州理工学院 １９２ ６２４８ ３２．５４ ２７ １４．０６

１０ 北京大学 １９１ ５４２１ ２８．３８ ２６ １３．６１

图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地球科学研究发文量居前１０的机构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从总被引次数和高被引论文篇数来看，中国科

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ＮＯＡＡ、美国国家大气

研究中心和美国 ＮＡＳＡ等机构在地球科学研究论

文的综合影响力较高；从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

文所占比例来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

ＮＯＡＡ和美国ＮＡＳＡ等机构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

的论文质量较高。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总被引次

数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位居第１位，但是篇均被引频

次和高被引论文比例等指标上还有待提升。

此外，按照第一著者统计，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ＳＣＩＥ

数据库收录的地球科学领域高被引论文数量较多的

前１０个中国机构（中国科学院除外）依次是：南京大

学（１９８篇）、北京大学（１９１篇）、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１８１篇）、中国地质调查局（１４９篇）、武汉大学

（１４３篇）、中国地质大学（武汉）（１１５篇）、清华大学

（８８篇）、北京师范大学（７９篇）和香港大学（７８篇）。

３４　机构合作情况

为了解国际地球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情

况，使用ＮｅｔＤｒａｗ软件对经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算法优化的

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图９反映了地球科学研究领

域前３０个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合作情况，其中加利

福尼亚大学、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ＮＯＡＡ、

科罗拉多大学、美国ＮＡＳＡ和中国科学院是几个比

较明显的合作中心。

图９　地球科学领域前３０位主要研究机构的论文合作情况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ｏｐ３０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４　国际地球科学研究热点发展态势

４１　国际及各国主要研究热点分布

通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ＳＣＩＥ收录的国际地球

科学领域高被引论文关键词进行优化处理，出现频

次居前１０位的关键词依次是：遥感、气候变化、土

壤、大气气溶胶、板块俯冲、克拉通、地质年代学、全

新世、滑坡和ＥＮＳＯ循环，见图１０。

美国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气候变

化、遥感、大气气溶胶、碳循环、土壤、ＥＮＳＯ循环、板

块俯冲、古气候、全球变暖和干旱等，见图１１。

英国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气候变

化、地质年代学、全新世、遥感、第四纪、土壤、碳循

环、海冰、古气候和大气气溶胶等，见图１２。

德国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遥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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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研究文献前

１０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图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美国地球科学研究文献

前１０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图１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英国地球科学研究文献前

１０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壤、气候变化、全新世、土地利用、碳循环、板块俯冲、

地质年代学、大气气溶胶和古气候等，见图１３。

法国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板块俯

冲、气候变化、土壤、遥感、全新世、滑坡、大气气溶

胶、碳循环、全球定位系统和水等，见图１４。

图１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德国地球科学研究文献前

１０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图１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法国地球科学研究文献前

１０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Ｆｒａｎｃ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中国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华北克拉

通、遥感、青藏高原、地质年代学、板块俯冲、大气气溶

胶、气候变化、ＰＭ２．５、土壤和中亚造山带等，见图１５。

图１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文献前１０个

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ｔｏｐ１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ｔｉ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４２　国际地球科学发展态势演化

将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出现频率最高的１５个关键词

６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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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际变化进行展示，每一年内数值大小用气泡的

大小来表示（气泡大表示词频高，汽泡小表示词频

低），可以看出相同领域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见

图１６。从图１６可以看出，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气候变化、

大气气溶胶、土壤、ＥＮＳＯ循环和滑坡等与生态环境

和自然灾害相关学科一直是关注热点，遥感、板块俯

冲、克拉通、地质年代学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学科研究

也较为突出。

图１６　高频关键词年际变化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５　结论

通过对国际地球科学研究相关论文的文献统计

分析，可以发现国际地球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布，了解

各国之间、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相关研究热

点的分布情况。通过分析发现：

（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和中国地球科学研究

论文总体上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中国年均１２．７３％

的增长率高于国际年均２．６５％的增长率。中国与

国际在地球科学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大体一致，主要

分布在地球科学多学科、气象与大气科学、地球化学

与地球物理学、遥感、自然地理学、环境科学、矿物学

和地质学。不同的是国际地球科学研究在海洋学、

水资源分支学科较为关注，中国在矿产与矿物加工、

地质工程分支学科较为关注。

（２）从发文量、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篇数和

Ｈ指数来看，美国、中国和英国等国在地球科学研

究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高；从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

引论文所占比例来看，美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在地球

科学研究领域的论文质量较高。中国在论文数量、

总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数和Ｈ指数指标上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显示出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的综合影

响力较高，但是在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比例指

标上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并且中国在地球科学

领域发文量居前１０位期刊的影响因子低于国际地

球科学领域发文量居前１０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论

文质量方面仍需进一步提高。

（３）从总被引次数和高被引论文篇数来看，中国

科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ＮＯＡＡ、美国国家大

气研究中心和美国 ＮＡＳＡ等机构在地球科学研究

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高；从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

论文所占比例来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

ＮＯＡＡ和美国ＮＡＳＡ等机构在地球科学研究领域

的论文质量较高。虽然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总被

引次数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均处于第１位，但篇均被

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比例等指标均处于劣势。

（４）美国在国际间合作中表现最为突出，是全球

地球科学合作网络的中心，英国、德国、中国和法国

是次级合作中心。中国在地球科学研究上的主要合

作伙伴是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加利福尼亚大

学、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ＮＯＡＡ、科罗拉多

大学、美国ＮＡＳＡ和中国科学院是国际地球科学研

究机构中比较明显的合作中心。中国科学院的主要

合作伙伴是香港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

（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论文出现

频次居前１０位的关键词依次是：遥感、气候变化、土

壤、大气气溶胶、板块俯冲、克拉通、地质年代学、全

新世、滑坡和ＥＮＳＯ循环。中国出现频次居前１０

位的关键词包括华北克拉通、遥感、青藏高原、地质

年代学、板块俯冲、大气气溶胶、气候变化、ＰＭ２．５、

土壤和中亚造山带。

（７）从不同年代的研究热点主题变迁分析可见，

气候变化、板块构造和地质年代学一直是近年国际

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土壤和土地利用的研究日益

受到关注，滑坡、大地震、海啸等突发性重大灾害也

是研究的热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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