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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ＣＳＣＤ数据库收录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地球科学领域文献为数据源，从

发文量趋势、学科分布、期刊分布、核心机构及作者、研究热点、基金支持情况几个方面统计分析了近５年来国内地

球科学领域的发展态势，为今后进一步把握地球科学领域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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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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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发展问题，因此了解我国地球科学发展态势也

是尤为重要（ＤｏｎｇＳｈｕｗ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ＳｈｉＪｉ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６）。本文基于中国科学引

文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简称

ＣＳＣＤ），检索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地

球科学类文献，学科分类包括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

Ｐ５类（地质学）、Ｑ９１类（古生物学）、ＴＥ１类（石油、

天然气地质与勘探）以及Ｘ１４１类（环境地质学）的

地球科学领域文献共２２２３４篇（数据检索时间为

２０１８年６月，其中２０１７年数据因收录时滞等原因

可能不全），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软件对文献的各

种特征信息（作者、机构、年份、关键词、学科领域等）

进行数据规范及统计分析。

１　论文产出总体概况

学术论文数量的变化是衡量一个领域一段时期

内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对评价该领域所处的阶段

以及预测未来趋势和发展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ＱｉｕＪｕ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通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地球科学领域文献进行统计后显示，国内地球科学

领域各年度发文数量变化不大，总体上比较稳定，发

文量及发文趋势见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地球科学领域所有发文期

刊的学科分布主要集中在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地

层学与地史学、火成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发文量年度变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ａｐｅ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五大学科，占这几年所有地球科学发文总量的半数

以上（６０．１％），见表１。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除提供文献检索功能外，

其派生出来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数据库等产

品，也成为我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的强

大工具，其中期刊影响因子从论文被引用角度反映

了发文刊在国内出版期刊中的价值及学术影响力。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发文分布在

４６４种期刊上，发文量居前２０位的期刊及其ＣＳＣＤ

期刊影响因子见表２?。

２　主要机构和作者

２１　主要研究机构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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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机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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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犿犪犻狀狉犲犾犪狋犲犱狊狌犫犼犲犮狋狊狅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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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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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 ６３７９ ２８．７ １１ 固体地球物理学 ５１７ ２．３

２ 地层学与地史学 ２１０２ ９．４ １２ 第四纪地质 ５１１ ２．３

３ 火成岩石学 １８９８ ８．５ １３ 地球物理勘探 ４３９ ２．０

４ 构造地质学 １５９４ ７．２ １４ 环境地质学 ３８２ １．７

５ 地球化学 １４０８ ６．３ １５ 岩矿鉴定与测试 ３５２ １．６

６ 沉积学与沉积岩石学 １２２１ ５．５ １６ 变质岩石学 ３２６ １．５

７ 地质年代学 １０３８ ４．７ １７ 海洋地质学 １７７ ０．８

８ 结晶学与矿物学 ９３９ ４．２ １８ 水文地质学 １４８ ０．７

９ 古生物学 ９０６ ４．１ １９ 地貌学与土壤学 １１６ ０．５

１０ 矿床地质学 ９０１ ４．１ ２０ 其他 ８８０ ４．０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发文量居前２０位的期刊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狋狅狆２０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期刊（发文前２０位） 文章篇数 ２０１７年影响因子（ＣＳＣＤ） 期刊（发文前２０位） 文章篇数 ２０１７年影响因子（ＣＳＣＤ）

岩石学报 １１５３ １．３８５４ 地学前缘 ４３６ １．９５９９

天然气地球科学 ９３０ １．３１０３ 新疆石油地质 ４３３ ０．５５４７

地质通报 ７４１ ０．６１０４ 沉积学报 ４２１ １．０４６２

地质学报 ６２３ ２．０３０２ 岩石矿物学杂志 ４１５ ０．５８４８

石油实验地质 ５７５ １．８５６５ 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４０８ １．０９８０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５４３ ２．０１２１ 地质科技情报 ４０３ ０．５２０７

中国地质 ５１６ ０．９１３５ 地球科学 ３９６ １．７６３１

现代地质 ５１２ ０．８６０９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３８３ ０．７０７９

第四纪研究 ４９０ １．９７２０ 石油学报 ３８０ ３．４９８５

特种油气藏 ４３９ １．３２７９ 岩性油气藏 ３７４ １．１５７０

类，中国科学院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部及其相关研究

所；高校包括全国各地高等院校；中国地质调查局包

括机关及其下属的２９个机构；其他机构包括除上面

三类机构以外的国家其他职能单位（如原国土资源

部及其下属机构）、地方的科研院所（如省科学院）、

公司企业（如中石油）等，对比他们的第一作者机构

发文量、篇均被引频次等指标，可以看出不同科研团

体的科研实力，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四类机构地球科学学科发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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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狆犪狆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犳狅狌狉犿犪犻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犵狉狅狌狆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高校
中国科

学院

中国地质

调查局

其他

机构

第一作者机构发文量 １１７９１ ２００９ ２７１２ ５８７８

篇均被引频次（次／篇） ２．２１ ２．０８ ２．５１ ２．４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四类机构中，高校机构发文

量最多，说明高校相比其他研究机构原创性研究实

力较强，但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篇均被引频次最高，

达到了２．５１次／篇，说明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地球科

学领域发文的质量及学术影响力较高。

２２　重点研究机构及实力

文献被引频次的高低反映文献的影响力和价

值。通常情况下，单篇文献的被引频次越高，说明该

文献在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越大（ＱｉｕＪｕｎｐｉ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将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发文的论文量以及

第一作者机构高被引论文量进行对比，结果见表４，

其中第一作者机构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石

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这几个机

构的论文量及高被引论文量较高。这说明这几个机

构与国内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相比原创性研究实力较

强，影响力也较高。

２３　主要研究人员

通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地球科学研究领域

发文作者情况的分析，有１万多人作为第一作者发

文，其中高产作者（第一作者发文５篇以上）３０８人，约

占全部第一作者的２．１％。第一作者发文量前１０位

的作者如表５所示，其中梅冥相、李三忠并列第一，达

到２０篇，说明这两位作者原创性研究实力较强。作

者王香增、张旗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比

较高，说明这两位作者在国内地球科学领域的学术期

刊上的发文较具影响力。作者付广在发文量以及论

文总被引频次及篇均被引频次上表现均比较突出。

３　研究热点

３１　主要研究热点

本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论文作者关键词中的高

３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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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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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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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第一作者机构论文比例 第一作者机构高被引论文量（被引频次＞２０）

机构 比例（％） 机构 篇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６．７７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３５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３．９５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１６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３．９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１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３．７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８

成都理工大学 ３．６３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２．８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７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２．７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６

北京大学 ２．０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 ５

吉林大学 ２．００ 成都理工大学 ５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８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分公司 ４

西北大学 １．８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１．７６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４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１．６８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３

西南石油大学 １．５２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３

长安大学 １．５２ 南京大学 ３

长江大学 １．４８ 长安大学 ３

南京大学 １．４４ 西南石油大学 ３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１．３９ 西北大学 ３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１．２６ 吉林大学 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１．２５ 北京大学 ３

表５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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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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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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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８０ ４．０

李三忠 中国海洋大学 ２０ ６６ ３．３

付广 东北石油大学 １９ １０５ ５．５

操应长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１８ ４７ ２．６

杨高学 长安大学 １６ ５３ ３．３

林玉祥 山东科技大学 １５ １９ １．３

柏道远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１４ ４７ ３．４

陈欢庆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１３ ７４ ５．７

曾方明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１３ １４ １．１

赖锦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１２ ７１ ５．９

王香增 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９２ ７．７

张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１２ ８４ ７．０

频词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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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地球科学领域重点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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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国内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主要关注的研究区域是主要是鄂

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

地区，研究年代集中在第四纪、前寒武纪、白垩纪、二

叠纪等年代，研究主题聚焦在页岩气、花岗岩、古环

境与古气候等方面，与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的情况对比有

所变化（ＷａｎｇＸ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主要体现在研究区

域上关注盆地地区增多，在研究主题上关注页岩气、

花岗岩、全球变化和气候变化增多。

３２　研究热点年度变化

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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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的

大小来表示（气泡大表示词频高，气泡小表示词频

低），可以看出领域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轨迹，见图２。

从图２可以看出，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第四

纪、前寒武纪、花岗岩等一直是关注热点，页岩气、四

川盆地、渤海湾盆地、沉积环境等在近５年内关注度

４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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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论文重要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犜犪犫犾犲６　犜犺犲犽犲狔狑狅狉犱狊犪狀犱狋犺犲犻狉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狋犻犿犲狊狅犳狋犺犲犲犪狉狋犺狊犮犻犲狀犮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狆犪狆犲狉狊犻狀犆犺犻狀犪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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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盆地 ７９４ 第四纪 ５７７ 页岩气 ４９８

准噶尔盆地 ６３８ 前寒武纪 ５１９ 花岗岩 ４７２

塔里木盆地 ５４３ 白垩纪 ５１２ 古环境与古气候 ３７６

四川盆地 ４４０ 二叠纪 ４４５ 全球变化与气候变化 ３６６

渤海湾盆地 ３６９ 奥陶纪 ３７５ 沉积环境 ３６５

青藏高原 ３４２ 三叠纪 ３５１ 大地构造 ３０４

四川 ３１９ 侏罗纪 ３４８ 层序地层学 ３０１

西藏 ２８６ 寒武纪 ２９７ 碳酸盐岩 ２９８

松辽盆地 ２５３ 古近纪 ２８３ 华北克拉通 ２７４

新疆 ２３３ 石炭纪 ２４７ 板块构造 ２２９

图２　高频关键词年际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呈上升趋势。

４　基金项目资助

国内地球科学研究领域论文受众多基金资助，

主要的资助基金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科技部其他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

目、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中国地震局基金、国土资

源部基金、教育部基金、高校自主项目、中石油和中

石化集团基金。

从表７可以看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中国地球科学论文发文量最多，

达到９８９２篇，占整个发文总量的近一半，中国地质

调查局项目的支持发文量突破了５０００篇，占据第二

位，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发文量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相比有较大增幅

（ＷａｎｇＸ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

４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资助共计发文９８９２篇，主要分布机构如图

３所示。其中居前名的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

表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领域重要

基金支持发文情况

犜犪犫犾犲７　犘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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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狋犺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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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级别 支持基金 发文量（篇）

国

家

级

省

部

级

其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９８９２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４６１２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４０３３

科技部其他项目（除以上列出的科技部项目） ２１０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５０８９

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 １２７０

国土资源部基金（除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外） １１２３

教育部基金项目 １７３２

中国地震局基金项目 １５６

高校自主项目 ３４３０

中石油和中石化集团基金 １８５６

图３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４２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

５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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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ｎ／ｄｚｘｂ／ｃｈ／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 ２０１８年

助共计发文４６１２篇，基金论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

４，其中居前５名的机构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

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

图４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４３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共

计发文４０３３篇，基金论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５，其中

图５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居前５名的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

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４４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共计发

文５０８９篇，基金论文主要分布机构见图６，其中居

前５名的机构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科

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科

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吉林大学。

图６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论文分布机构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比较基金与论文的关联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地

球科学研究论文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的科研产出最多，基金资助主要机构聚集在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高校，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资助的重点机构则聚集在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科学

院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的几个地质调查中心。

对基金与论文著者的关联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

地球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科学家获得资助的情况。表

８中可以反映出，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两种项目，篇均被引频次较高，

达到了３．０以上。

表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领域国家级基金支持情况－作者

犜犪犫犾犲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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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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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基金类型 发文量（篇）篇均被引 发文主要作者（发文前１０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 ９８９２ ２．２ 李三忠／梅冥相／林玉祥／付广／操应长／张旗／王晓先／柳波／尹帅／杨高学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４６１２ ３．１ 操应长／林玉祥／赖锦／苏奥／宋／陈欢庆／邹才能／朱筱敏／魏国齐／高志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４０３３ ３．０ 李江海／张庆玉／钱一雄／张功成／尹继元／王立强／王洪浩／庞雄奇／金强／刘俊

中国地质调查项目 ５０８９ ２．３
柏道远／孙娇鹏／吴珍汉／高林志／孙立新／李振宏／陈志洪／白建科／邹光富／

张照伟／尹继元／薛怀民／许志琴／吴才来／王立社／刘春花／蓝先洪

５　结论

通过对近５年中国地球科学研究领域发表论文

的文献统计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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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科学研究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与方向等情况。

６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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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发现：

（１）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球科学领域研究论

文发文量数量变化不大，总体上比较稳定。

（２）发文主要分布学科为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学、

地层学与地史学、火成岩石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

学等。

（３）发文主要分布期刊为《岩石学报》、《天然气

地球科学》、《地质通报》、《地质学报》、《石油实验地

质》等。从这些期刊的影响因子来看，都是中国地球

科学领域较具影响力的期刊。

（４）第一作者机构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论文

量及高被引论文量较高，这几个机构与国内其他相

关研究机构相比原创性研究实力及影响力较高。

（５）发文量排名较高的作者有梅冥相、李三忠和

付广等，但根据其发文的被引频次分析，其影响力却

各有不同。其中梅冥相、李三忠作为第一作者发文

量最多，说明原创性研究实力较强。作者王香增、张

旗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和篇均被引频次比较高，说明

这两位作者发文的学术影响力较高。作者付广在发

文量以及论文总被引频次及篇均被引频次上表现均

比较突出。

（６）发文主要关注的区域是鄂尔多斯盆地、准噶

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研究年代集中在第四纪、前寒

武纪、白垩纪，研究主题聚焦在页岩气、花岗岩、古环

境与古气候等方面。

（７）各种基金的科研产出力不同，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论文产出最多，中国

地质调查项目产出位居第二，科技部－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的论文也非常

可观。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目前国内的考核评价机制

使得国内众多高质量的文章投向了国际期刊，而本

文使用的数据库仅收录国内出版期刊，因此本文只

是从国内成果产出侧面反映中国地球科学研究领域

的发展趋势。

注　释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２０１７年中国科学计量指标：期刊引证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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