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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国际上一般都用科学论文的产出及其被引情况衡量基础研究的水平。本文基于文献计量方

法，以巴西、印度、中国、南非４个金砖国家的地质调查机构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发表的论文为统计对象，从产出论文数

量及年度变化、主要研究领域和热点变化、国际合作和机构合作等方面，对４个机构的科研发展态势进行判读，为

国内地质调查机构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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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近现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推动世界经

济和科技发展的引擎，但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来，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与崛起，正在改变这

一状态。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和南非）经济强劲增长，科技与创新能力快

速提升，日益成为全球知识资源的重要来源，他们在

和发达国家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步拓展其在世界知识

与创新版图上的领域和空间。为了便于大家了解部

分金砖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科研发展态势，本文以

巴西、印度、中国、南非４个国家的地质调查机构为

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计量方法，对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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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

１　机构概况

１１　巴西地质调查局

巴西地质调查局（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ＧＳＢ）成立于１９６９年，设有水文与土地管理部、地质

与矿产资源部、行政与财务部、机构协调与发展部４

个部门。主要职能：开展高比例尺的地质和地球化

学填图；开发与地质知识和地质灾害防治相关的环

境应用程序；进行巴西境内的航空地球物理勘测和

不同规模的区域水文地质调查，管理矿物数据库；为

国家管理者和个人管理者提供有关物理环境的地球

科学信息，以协助土地使用管理；提供矿物多样性和

自然资源高潜能的基础地质知识，评价巴西地区矿

床的经济潜能，从而确保吸引矿物投资的经济

环境?。

１２　印度地质调查局

印度地质调查局（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ＧＳＩ）成立于１８５１年，设有计划、规划和监测处、人

力资源和国际合作处、中心实验室、图件出版和工厂

处、地球物理处、化学处、钻探和力学工程处、人事处

和财务处８个处。在全国设有６个区域分部，并设

有煤炭培训学院、航空矿产调查学院、勘查学院和海

洋培训学院４个专业分院。主要职能：固体矿产源

（不包括石油和放射性矿产）评价和区域性勘查；开

展岩土工程、环境地质、自然灾害、冰川学和地震构

造学等研究；管理易于发生自然灾害、环境退化的地

区，提供地质信息以帮助交通运输部门的正常运

行等。

１３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成立于１９９９年，隶属国土资源部，由２９个机

构组成，包括１个局机关，６家区域性地调机构，５家

专业地调机构，４家公共服务机构和１３家科技创新

与技术支持机构。主要职责是：开展基础地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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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与更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支撑；开

展重要矿产资源远景评价和战略性矿产勘查，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资源基础保障；开展地质环境

与灾害调查评价，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地

质环境保障；加强地球科学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推

动地质科学技术全面进步；加快实现公益性地质调

查成果社会共享，满足社会各界对地质知识与地球

科学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境

外矿产资源前期调查评价，为实施“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战略服务；强化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提高地

质调查工作水平；调整队伍结构，加强统一管理，建

立起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公益性地

质调查队伍?。

１４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ＧＳ），其前身为南非地质调查局，１９９３年，南非议

会通过地学法案（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ｃｔ），将南非地质调查

局的使命转交给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设有工程地

质部、信息管理部、地球化学与环境地球科学部、地

球物理部、海洋地球科学部、地震学部、矿产资源开

发部、水文学部和空间数据管理部９个部门，在全国

９个省设有办公室。主要职能：大陆与海洋系统填

图与调查；基础地球科学研究；地球科学资料收集与

管理；针对地质灾害等新领域的地球科学活动?。

２　数据来源及分析工具

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上，利用检索式（地址＝

（（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ｍｅＢｒａｚｉｌｏｒＧＳＢｓａｍｅｂｒａｚｉｌ）

ｏｒ（ＧＳＩｓａｍｅｉｎｄｉａｏｒｇｅｏ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ｄｉａ）ｏｒ

（Ｇｅｏ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ｍｅＣｈｉｎａｏｒＣＧＳｓａｍｅＣｈｉｎａｏｒ

Ｃｈｉｎａｃａｄ ｇｅｏｌ
 ｓｃｉ ｏｒＣＡＧＳｓａｍｅＣｈｉｎａ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ｘｉ’ａｎ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Ｃｈｅｎｇｄｕ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ｗｕｈａｎ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ｏｒ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ｓａｍ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ｏｒ

Ｉｎｓｔ 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ｓａｍｅＱｉｎｇｄａｏｏｒＮａｔｌ
 Ｒｅｓ

Ｃｔｒ Ｇｅｏａｎａｌ ｓａｍ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ｒ Ｃｈｉｎ
 Ｉｎｓｔ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ｒ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ｍ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ｏｒ Ｃｈｉｎ Ａｅｒｏ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Ｎａｔｌ ＧｅｏｌＬｉｂｓａｍｅＣｈｉｎａｏｒＩｎｓ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ｓａｍ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ｏｒ（Ｃ

Ｇｅｏｓａｍ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ｏｒＣＧＳｓａｍｅ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出版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ＡＮＤ数据库＝（ＳＣＩ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ＳＣＩ，ＣＰＣＩＳ）），对巴西、印度、中国

和南非４国的地质调查机构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发表的

学术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研究综述（Ｒｅｖｉｅｗ）和会议论文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Ｐａｐｅｒ）三种研究型论文进行检索（数

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８月１０日，其中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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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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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调查局

产出论文２８６０篇，印度地质调查局产出论文７９６

篇，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产出论文３２８篇，巴西地质

调查局产出论文１１１篇。虽然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文

量较高，但是其篇均被引频次相对不高，见表１。４

个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发文数量总体都呈波动上升趋

势，其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文数量上升幅度较大，印

度地质调查局发文数量年度变化呈早期上升后期下

降的态势，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和巴西地质调查局

发文数量年度变化呈波动上升态势，见图１。

表１　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地质调查机构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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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犌犛，

犌犛犐，犆犌犛犪狀犱犌犛犅

机构
发文量

（篇）

总被引

次数

篇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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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地质

调查局
２８６０ ２３４８２ １１．４１ ２９２ １４．１９ ８１．８３

印度地质

调查局
７９６ ６５５９ ８．１４ ８４ １０．４２ ７８．０４

南非地球科

学委员会
３２８ ４０３９ １２．６６ ６８ ２１．３２ ８３．０７

巴西地质

调查局
１１１ １３４７ １１．８２ ２２ １９．３０ ８８．６０

３２　主要研究领域分析

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平台的文献分类统计结果

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巴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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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采矿与矿物加工、核科学与技

术、环境科学、海洋学和土壤科学，见图２。

３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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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地质调查机构发文数量年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ＧＳ，ＧＳＩ，ＣＧＳａｎｄＧＳＢ

图２　巴西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巴西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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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较注

重地质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采矿与矿物加

工、核科学技术研究较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水资源、环

境科学、海洋学、环境工程和土壤科学方面的研究正

逐步加强，见图３。

图３　巴西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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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

物学、水资源、环境科学、地质学、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矿物学、海洋学、自然地理学和工程地质学，见图４。

图４　印度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印度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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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比较注

重古生物学、环境科学、海洋学和矿物学领域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则更注重水资源、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和自然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见图５。

图５　印度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是（按照发文数量排列）：地质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

理、环境科学、水资源、矿物学、能源与燃料、采矿与

矿物加工、古生物学、自然地理学和海洋学，见图６。

从这时期主要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对比看，中

国地质调查局表现出了相当稳定的领域分布态势。

其主要研究领域一直为：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与地球

物理学等，近年环境科学、水资源、能源与燃料等领

域的研究有所加强，见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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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中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图７　中国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７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ａｐ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主要研究

领域是（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

学、地质学、水资源、自然地理学、古生物学、矿物学、

工程地质学、环境科学、海洋学、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见图８。

图８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主要研究领域

Ｆｉｇ．８　Ｔｈ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从这时期发文数量年度变化看，南非地球科学

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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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注重工程地质学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开展地质

学、自然地理学和海洋学研究较多，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水资源、矿物学和环境科学方面的研究正逐步加强，

见图９。

图９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各时期主要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Ｆｉｇ．９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

从图２至图９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巴西、

印度、中国和南非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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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学、地质学、

水资源、海洋学和环境科学。

３３　研究热点变化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集中体现，对巴西地

质调查局论文关键词的词频进行统计表明，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年巴西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括：前寒武

纪、地质年代学、金矿、同位素地质学、花岗岩、地球

化学、岩浆作用、剪切带和地壳演化，见图１０。

图１０　巴西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巴西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前寒武纪和地质年代学方面研究的同

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金矿和同位素地质学方面研

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花岗岩、地球化学和岩浆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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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为突出，见图１１。

图１１　巴西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从出现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

印度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括：地震、前寒武纪、

地球化学、第四纪、白垩纪、地下水、滑坡、金矿、砷和

同位素地质学，见图１２。

图１２　印度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２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印度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地震和前寒武纪方面研究的同时，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地下水、金矿和砷方面研

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第四纪和白垩纪方面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滑坡方面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为

突出，见图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

括：锆石ＵＰｂ同位素定年、同位素地质学、地球化

学、花岗岩、前寒武纪、青藏高原、华北克拉通、地质

年代学、榴辉岩和白垩纪等，见图１４。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中国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锆石 ＵＰｂ同位素定年、同位素地质

学和地球化学方面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

侧重榴辉岩方面的研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青藏高

原方面的研究，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前寒武纪、华北克拉

图１３　印度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３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ｅｓ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图１４　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４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通和地质年代学等研究主题论文产出较为突出，见

图１５。

图１５　中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５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ｆ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的研究热

点包括：地震、前寒武纪、同位素地质学、第四纪、地

质年代学、变质作用、金矿、地球化学、板块俯冲、东

非造山带，见图１６。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南非地球科学

委员会一直关注地震、前寒武纪、同位素地质学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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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研究热点

Ｆｉｇ．１６　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研究的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比较侧重地震方面研

究，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侧重金矿和变质作用方面研究，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地质年代学、地球化学、板块俯冲和

东非造山带等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为突出，见

图１７。

图１７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研究热点变化

Ｆｉｇ．１７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ｃｕｓｆｏ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从图１０至图１７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巴

西、印度、中国、南非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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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各国地质调查局的国际合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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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为：

澳大利亚、法国、南非、加拿大、美国、中国、阿根廷、

挪威和丹麦等，见图１８。

图１８　巴西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１８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印度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为：

美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加拿大、中

国、英国和沙特阿拉伯等，见图１９。

图１９　印度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１９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和地

区为：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中国台湾

和印度等，见图２０。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

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日本、挪威、德国、法

国、奥地利、瑞典和荷兰等，见图２１。

３５　机构合作情况

为了解巴西、印度、中国、南非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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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个机构与其他主要合作机

构之间的联系，图中线条粗细表现合作紧密程度。

巴西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依次为：南大

河联邦大学、帕拉联邦大学、圣保罗大学、巴西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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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０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图２１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国际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１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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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西澳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西金边大学

和圣埃蒂安大学等，见图２２。

图２２　巴西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２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Ｂｒａｚｉｌ

印度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依次为：印度

理工学院、贾达普尔大学、勒克瑙萨尼古植物研究

所、拉贾斯坦大学、印度科学教育研究所、印度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和阿拉哈巴德大学等，见图２３。

图２３　印度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３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Ｉｎｄｉａ

中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中国科学

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

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巴黎地球物理学院和俄罗斯科学院等，见

图２４。

图２４　中国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４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主要的合作机构依次为：

金山大学、比勒陀利亚大学、夸祖鲁－纳塔大学、澳

大利亚国立大学、开普敦大学、英国地质调查局和南

非科学工业研究协会等，见图２５。

４　结论

从对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４国地质调查机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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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机构发文数量总体都呈

波动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发文数量上升

幅度较大，印度地质调查局发文数量年度变化呈早

期上升后期下降的态势，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和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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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南非地球科学委员会机构合作情况

Ｆｉｇ．２５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西地质调查局发文数量年度变化呈波动上升态势，

反映了“金砖国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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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海洋学和环境科学，既有持续的关

注热点，同时随着各国形势的发展和机构的调整，在

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有所不同。③在国际合作和机

构合作方面。各机构在国际合作方面十分活跃，与

发达国家合作尤为突出。与机构合作集中于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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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

还是以国内为主，但与国外机构合作也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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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报》（中文版）征稿简则

　　《地质学报》是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地质科学学术刊

物。《地质学报》反映地质科学各分支学科及边缘学科中最

新、最高水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基本地质问题研究成果。

《地质学报》（中文版）和《地质学报》（英文版）分别独立刊载

论文。

一、《地质学报》编辑部与作者约定如下：

１．作者应保证稿件不一稿两投，并对所投稿件拥有无

可争议的著作权。

２．所有文章均需通过网上办公系统投稿，《地质学报》

中文版请投 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犲狅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犮狀／犱狕狓犫／犮犺／犻狀犱犲狓．

犪狊狆狓；《地质学报》英文版：犺狋狋狆：／／狑狑狑．犵犲狅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犮狀／

犱狕狓犫犲狀／犮犺／犻狀犱犲狓．犪狊狆狓； 《地 质 论 评 》： 犺狋狋狆：／／狑狑狑．

犵犲狅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犮狀／犵犲狅狉犲狏／犮犺／犻狀犱犲狓．犪狊狆狓。

网上投稿，请将文、图、表放入同一个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

文件中（请作者自留原始文件，以备修改，详细投稿办法见

网站说明）。投稿被接收与否以编辑部网上收妥回信为准。

３．不得将投向本编辑部的稿件同时投至其他刊物，否

则视为一稿两投。

４．编辑部承诺一般在９０日内给出刊用与否的通知。

作者在９０日内，不应将稿件另投他刊。

５．对决定录用的稿件，作者应根据编辑部提供的修改

意见修改后，向编辑部提交论文 Ｗｏｒｄ文档、清绘好的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图件。

６．稿件文责自负，若做实质性修改，须征得作者同意。

７．稿件刊出后，将按规定支付稿酬。

二、对投稿内容的要求：

每篇文章需包含下列要素：文章题目（不多于２５个汉

字）、作者、作者单位、内容提要（不少于４００个汉字）、关键

词（５个左右）、引言（本刊不标“引言”字样，但必须有引言

节）、正文、图表、致谢、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同中文摘

要）、作者简介、图版。重要内容说明如下：

１．正文：长度不限。一般应有地质背景、研究方法、研

究结果、讨论、结论等几部分（尤其对投向英文版的论文，必

须包含这些内容）。

投向《地质学报》（英文版）的稿件，行文必须规范、通

顺，请附相应的中文稿，以备准确理解原文含意。

２．图件：① 凡涉及国界的图件必须绘制在地图出版

社公开出版的最新地理底图上。② 图件请用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９．

０或１２．０版本格式最好（且不是导入的）。若为其他软件编

成的图件，请提供６００ｄｐｉ的ＴＩＦ格式的文件。彩色照片

（包括图版）请提供６００ｄｐｉ以上 的ＪＰＧ格式文件。③ 图

件大小：排半栏时：图宽不超过８０ｍｍ，最高２４５ｍｍ；排通

栏：图宽不超过１６８ｍｍ，最高２４５ｍｍ；整版卧排：图宽不超

过２３５ｍｍ，最高１７０ｍｍ（以上高度均含中英文图名和说

明）。中文字体请用宋体，英文和数字请用 Ｔｉｍｅ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字号为８号字大小。④ 图件不同区域可用通用地

质花纹（或符号）区分，除照片外，一般不用灰度图。若必须

用灰度图表示不同区域时，灰阶应尽量少，阶差应尽量地

大。⑤ 图件若为彩色照片者，可选择集中制成图版。也可

集中在一个页码上，做成彩色插页。⑥ 图名、图例注释都

应有相应的英文说明。图名、图例注释都应有相应的英文

说明。

３．参考文献：本刊采用著者年制，正文中用圆括号列

出第一作者和年代，均用英文名或华人西文名，例：“（Ｌｉ

Ｓｉｇｕａｎｇ，１９４５）”、“（ＨｕａｎｇＪｉｑｉｎｇ，１９７８，１９８４；ＨｕａｎｇＪｉｑｉｎｇ

ｅｔａｌ．，１９８３；Смирнов，１９８６；Ｓｍｉｔｈｅｔａｌ．，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６；

Ивановидр．，１９９９）”，“ＳｏｎｇＢｉ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０２）指出采样方

法……”（同时列出多篇文献时，次序按年代先后）。

中文文 献 均 需 提 供 英 译，所 有 英 文 文 献 均 放 在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标题之下。英文文献按“第一作者字母序＋年

代”排列，其后其他文种放在“参考文献标题之下，按中文、

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排列。中文文献按“第一作者姓名

汉语拼音字母＋年代”先后排列。其他文均按各自第一作

者姓名字母顺序排列。若是投《地质学报（英文版）》无须考

虑上述情况。

文章请列出全部作者。但专著可按原书封面样式给

出，其中的论文写“见：ＸＸＸ主编．”项时，指明主编一人即

可（“见：ＸＸＸ等主编．”）。每一条文献的列出格式请参照

我刊２００１年以来的文章。书籍的引用，分两种情况：ａ、书

籍本身有相应英文名的，引用按正常要求；ｂ、书籍本身没有

相应英文名的，尽量不引用此文献，若必须引用，则仅在中

文参考文献中列出，正文中的出现用中文引用。

４．注释：引用非公开出版物时可用脚注标出，也可在

文后单列注释一栏，格式与参考文献相同。参考文献及注

释详细格式可见《地质学报》修改注意事项。

５．英文摘要：在《地质学报》中文版和《地质论评》上发

表的论文必须提交英文摘要，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内

容提要和关键词。作者和作者单位均应为全名，内容提要

与相应中文提要一致，最好更为详细。

６．作者简介：主要介绍作者的学术经历，自１９９８年起

增加了电话、电子信箱、传真等，便于读者与作者直接联系。

７．图版：本刊图版集中用铜版纸印刷，图版尺寸为

１７０ｍｍ×２４０ｍｍ（包括一行图版说明：ＸＸＸ等：文章题目　

图版 Ⅰ），图版的分幅照片应用阿拉伯数码编号。每一图

幅的说明集中列于论文的参考文献之后，英文摘要之前；也

可直接放在图版的底部。

《地质学报》（中文版）编辑部　　　

０７９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