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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论评》、《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征稿简则( Instmctions
 

for
 

Authors)

　 　 《地质论评》、《地质学报》是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地质
科学学术刊物。 《地质论评》主要登载各种探讨、争鸣、评述
类论文和新技术、新方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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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1 年起,《地质学报》
(中文版) 和《地质论评》 均改版为大 16 开( 210

 

mm × 297
 

mm)。 《地质论评》和《地质学报(英文版)》为双月刊;2006
年起,《地质学报》(中文版)改为月刊。 《地质论评》 2014 年
起每期页码增加至 236 页;

 

2016 年起每期页码为 256 页。
 

1　 《地质学报》、《地质论评》编辑部与作者的约定
     

(1)
 

作者应对所投稿件拥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 作者
应保证稿件没有一稿多投:投稿我刊之前未投给任何其他期
刊(包括非汉语期刊),或虽曾投给其他期刊(包括非汉语期
刊),但已被明确拒绝刊用。 投稿我刊起的 90 日内,不要再
投给任何其他期刊(包括非汉语期刊),除非收到我刊拒稿信
息。 作者必须保证我刊的首发权:在我刊刊出之前(我刊自
收到您的稿件到正式发表,一般需要 6 ~ 10 个月;若稿件特
殊,需在更短的时间内见刊,请与编辑部联系)不得以任何文
种在任何国家或地区以任何形式发表(但可以在学术交流会
上口头交流并可向学术交流会提供不超过 2000 字的摘要;

 

或者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地质问题,急需告知广大民众,
如地质灾害防控等,也可以且应当尽早在其他媒体公开)。
稿件一旦被本刊录用,作者即将论文整体及附属于论文的
图、表等可许可使用的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
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翻译权、汇编权和上述权利的许可使
用权转交本刊。 许可期限为论文著作权的法定保护期为限,
许可地域范围为全世界。 作者依著作权法行使上述权利,或
向第三方转让上述权利时,不得损害本刊利益(例如,汇编入
其他论文集时,可以去掉本刊的刊头、书眉等,并可作文字、
图件和版式等修改,但必须注明曾在本刊刊出,并注明刊载
的卷、期、页码和责任编辑等信息)。

(2)
 

作为一份严格审稿的学术期刊,我们赞同“出版伦
理委员会” (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http: / /
publicationethics. org / ),

  

并主张在出版文章过程中执行更高
的伦理标准。 编辑和编辑部绝不向除作者外的任何人透露
投稿文稿的信息;

 

在文稿出版前,除非得到作者许可,不利
用文稿的知识为编辑或编辑部谋利。 编辑有义务为每一篇
文稿寻找并指派合适的审稿专家,并评估审稿专家的决定。
编辑应当没有任何偏见地评价每一篇文稿。 编辑部有责任
决定什么文章或什么水平的文章应被刊出,并为刊出的所有
内容负责。 文稿被接受或被拒稿的最终决定由编委会作出。
投稿我刊的稿件应当是作者自己的之前未被出版的原创成
果(包括文本、表格和图件)。

 

作者应保证他(们)的描述准
确、可信,陈述无诽谤、无非法。 任何人为操控的数据、欺诈
的信息都是不可接受的。 当从其他文章中引用信息时,其原
始来源必须指明,

 

当重复使用已发表的图或表格的一部分
时,应当向版权所有人获得版权许可。 对概念、设计、实践、
数据分析和文稿写作有贡献的个人应确定为作者。 每一位
作者应当同意发布文稿中材料,并对作者序列一致同意。 通
讯作者有义务协调作者序列并保证作者序列中没有不合适
的作者。

      

(3)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
交流渠道,本刊已被国内外多家、多文种文献索引、文摘、全

文数据库和出版网站收录,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将
在我刊刊出时一次性给付。 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第三方摘
录、索引,或不同意被网刊收录、传播,请在来稿时声明。

       

(4)
 

为了更高效率地办刊,《地质论评》、
 

《地质学报》、
《地质学报(英文版)》开通了网上投稿、审稿、稿件处理状况
查询系统。 本系统中,作者可以网上投稿、查询稿件处理进
度,专家可以网上审稿。 《 地质论评》 的网址为:

 

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georev。

 

《地质学报》 中文版的网址为:
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dzxb。 《地质学报(英文版)》 的
网 址 为: 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dzxben; https: / / mc.
manuscriptcentral. com / ags。 作者投稿时请自留底稿。 请注
意,我刊未与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个人进行投稿合作,除了投
稿到我刊官网: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georev(《地质论
评》);

 

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dzxb
  

(《地质学报》 中文
版 ); http: / / www. geojournals. cn / dzxben,

 

https: / / mc.
manuscriptcentral. com / ags(《地质学报》英文版)和上述邮箱
的稿件外,其他途径均不会进入我刊审稿程序,更不可能刊
出(但极少数资深专家的 email 赐稿除外)。

      

(5)
 

考虑只有极少数作者和专家尚不方便在线投稿、在
线审稿,《地质论评》编辑部建议,为了审稿等方便快捷,请您
尽量将稿件投送至网上系统中。 但《地质论评》仍将接收极
少数资深专家的 email 赐稿(请发至 georeview@ cags. ac. cn
或编辑的个人邮箱)。 《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均只接受网上
系统投稿。 请将文、图、表放入同一个 Microsoft

 

Word
 

文件或
制作一份 PDF 文件(送审稿中可插入分辨率较低的图件,接
收后再提供高分辨率的图件供印刷用),若为 PDF 文件,须
同时提交一份可供批注的文本文件。

      

(6)
 

Email
 

投稿的被接收与否以编辑部网上回信为准
(请注意,我们收到您的 email 赐稿时一定会给您一个明确的
收妥并进入审稿程序的答覆,若您未收到明确答覆或只收到
自动回覆,请继续联系。 对于较大附件的投稿,最好在投稿
email 之外同时发送一个不带附件的 email,

 

因为较大附件的
邮件常会在途中丢失)。

           

(7)
 

编辑部承诺一般在 90 日内给出刊用与否的通知。
 

作者在 90 日内未收到退稿通知时不应将稿件另投他刊,否
则视为一稿多投。 对一稿多投的稿件,本刊无条件弃用;对
其作者及其所在团队,编辑部保留有关权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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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编辑部提交论文全文和图件的全部电子文
件。 《地质论评》和《地质学报》(中文版)录用的稿件将用方
正系统排版印刷,作者提供 Microsoft

 

Word 文件即可,若提供
其他系统的文件也可以,请在原系统文件之外再拷贝一份纯
文本文件。 《地质学报》 (英文版)则以

 

Microsoft
 

Word 排版
为好。 所有图件必须提供单独的 600

 

dpi 的 TIF 格式文件,
彩色图件请用 CMYK 模式(压缩后发送)。 若为 CorealDraw
编辑的图件,

 

请同时提供,编辑部可代为修改;若为其他制
图系统编辑的文件,则不要提供。

  

(9)
 

请注意,我刊只在稿件印刷成书后(即正式出版
后),收取作者的一笔印刷赞助费(灰度页与彩色页不同,俗
称“版面费”,但“版面费”的叫法既不正确也不妥当),不收
取审稿费等任何其他费用,切勿受骗上当。

      

(10)
 

稿件文责自负,若作实质性修改,须征得作者同意。
 

2　 对投稿内容的要求(以下只适用于《地质论评》,
《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均与此有许多差别)



(1)前言节应当交代清楚本文所研究对象的历史、现状、
存在问题及本文的创新之处,点出本文的重要意义。

    

(2)结论节,指出通过本文研究获得的新材料或新认识。
    

(3)参考文献我刊用著者—年制,文中提到的文献要一
一列于文献表中,列于文献表中的文献一定要是正文(含图
或表)中提到的。 为方便专家审查和编辑,我刊要求送审稿
必须用著者—年制。

    

(4)可以,也可以不,参照我刊其他一般要求(见“推荐
文献”栏下)。

  

如:终稿修改及提供材料要求,
 

图件修改要
求,英文摘要格式要求。 还可以参见地质论评最新文章样
式. PDF。

    

(5)
  

最后,但很重要,若是 word 格式的文稿,为了审稿
专家和编辑阅读、批注方便,请将图、表依次插入文中出现
处,但请不要分栏、分区(不要用图文框) (出现大片空白没
有关系);

 

可以插入行号(在“页面布局”菜单下)。
 

还请注意
插入图件的分辨率不要太高,不要超过 600

 

dpi,
 

太大的文
件,可能给审稿专家带来下载作者原稿或上传批注稿困难,

耽误审稿。
3　 其他

 

自 2019 年起,《地质论评》 新增两个栏目,即“专题细
解”(Theme

 

Paper)
 

和“窥斑速报”(Express
 

Letter)。
 

“专题细
解”(Theme

 

Paper)
 

专栏为一组对同一专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一般由 4~ 7 篇组成,一般应当包括一篇评述,其余为专题研
究或讨论。 “窥斑速报” ( Express

 

Letter)
 

专栏快速发表对重
要地质问题有关证据或重要地质体的新发现,该栏文章的格
式与正式文章完全相同,但前言节、讨论节可以压缩,结论可
以不太确定。 这一专栏的文章可能仅是一孔之见,但我们希
望这样的文章能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功效。

 

一般全文
总长度(含图表、参考文献、英文摘要等)不超过 6 个印刷页
面。

 

新增两专栏的稿件将优先刊出,一般可在投稿后的 100
日内见刊。

 

希各位专家组织、赐稿。
          

更多详细内容,请见我刊网页之“公告” 栏和“推荐文
献”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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