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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论评》、《地质学报》（中、英文版）征稿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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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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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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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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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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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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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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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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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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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文章标题要力求精炼、准确，一般不超过 ２５

个汉字。 可以有附标题。
（２） 作者：作者署名及署名顺序由作者自行确定，每一

位作者应是文章真正的著作权人。
（３） 作者单位：是作者完成本文时的所在单位，请用全

称，并注明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４） 内容提要：一般应写成报道性文摘，交代清楚论文

的目的、方法、主要证据、结果和结论等。 但综述、评论性论

文可写成指示性文摘。
（５） 关键词：必须是意义明确的术语，鉴于地质学论文

的特点，关键词应选取能准确反映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及研

究地点的词。
（６） 引言：本刊不标“引言”字样，但必须有引言节，交代

清楚本文（研究）的目的，简要介绍本文研究领域的研究历

史、现状、存在问题；本文的方法、目标及创新之处等。
（７） 正文：一般应有地质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讨

论、结论等几个部分。
（８） 图和表： 为了使论文清晰明了，应多用图和表。 注

意，首次发表的测试数据必须列表给出，不得以图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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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图的宽度时应优先选择以下 ３ 个尺寸：
８０ｍｍ（单栏）、１６８ｍｍ（通栏）、２４０ｍｍ（卧排），最大尺寸为

１６８ｍｍ×２４０ｍｍ。 坐标图纵轴的标注置于纵轴之左，平行纵

轴，字头朝左、居中放；若右侧是另一刻度纵轴，则标注放右

纵轴之右，字头仍朝左，居中。 横轴标注放横轴之下，居中。
顶线为另一刻度横轴时，标注放顶线之上，居中，字头向上。
图、表应有名称以及相应英文，图例注释应有相应英文。

（９）致谢：组织创作、为创作提供帮助或咨询的人和单位

可在谢语中表达。
（１０） 参考文献：本刊采用著者—年制。 在正文中的引

用有两种方式：一是，作者名作为正文的一部分，后紧跟圆括

号，括号内标明文献形成年代。 例：“黄汲清 （ １９８４） 指出

……”；“李春昱等（１９８０）认为……”；Ｓｍｉｔｈ 等（１９９０，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研究表明……”； Иванов 等（１９９９）指出……”。 二是

在所引述内容之后，在圆括号中列出第一作者（多作者时加

相应文种的”等“字，如英文的 ｅｔ ａｌ．，俄文的 и др．）和年代，
例：“（李四光，１９４５）”、 “（黄汲清，１９７８，１９８４；黄汲清等，
１９８３；Смирнов，１９８６； 李春昱，１９５９；李春昱等，１９８０；Ｓｍｉｔｈ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６；Иванов и др．， １９９９）” （同时列出多篇

文献时，次序一般按年代先后）。
文后 参 考 文 献 表， 所 有 文 献 均 放 在 “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标题之下。 文种按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

文排列。 中文按第一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第一

作者相同的按年代先后排列。 其他文均按各自第一作者姓

名字母顺序排列。 西文书名、刊名的所有实词首字母必须大

写，但文章的题目只有全题目的第一个字母和专有名词的首

字母大写。
《地质论评》自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起恢复中文文献的英文翻

译。 详见本网站推荐文献栏下的有关文件。
按著作权法和国际惯例，所有作者均必须列全，请列出

全部作者。 但：专著可按原书封面样式给出；引论文集中的

某篇论文，指明主编一人即可（“见： ＸＸＸ，等． 主编．”）。
引用博士或硕士、学士学位论文，请注意在论文题目之

后（即次要责任人的位置），加上： “导师：ＸＸＸ”。
引用译著，作者名按译著出版时的文种（中文或原文），

年代按译著出版年代，请注意在译著题目之后（即次要责任

人的位置），注明译者： “ＸＸＸ，ＹＹＹ，ＺＺＺ． 译”。
例： 伊万诺夫 Ｃ Ｃ，斯米尔诺夫 И Ｂ． １９８０． 苏联 ＸＸＸＸ．

张三，李四． 译． 王五． 校． 北京：地质出版社， １～１９９．
每条文献的列出格式请参照我刊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文章。

引用华人的西文文章时，应在正文中的引用处和参考文献表

中均尽量将作者的姓、名均全拼，即除非原著发表时，作者的

名就未能全拼。 姓在前，名在后。 因为绝大多数华人都有太

多的同姓者，如 Ｚｈａｎｇ （张、章、仉）、Ｌｉ （李、厉、黎）、Ｗａｎｇ
（王、汪）、Ｌｉｕ（刘、柳）、Ｗｕ（吴、乌、伍、武、毋、巫、邬、舞）、Ｙａｎ
（严、言、燕、颜、阎、闫、晏、闫、鄢）。 仅以姓和名缩写，往往无

法明白作者是哪一位。 华人文章的英译也请将姓和名均全

拼给出。
（１１）注释：引用非公开出版物时，文中以作者名后加上

角标阴圈码标注，在文后单列注释一栏，格式同参考文献。
博士或硕士、学士学位论文，作为公开出版物列入参考文献

中。
（１２）英文摘要：在《地质论评》和《地质学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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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致谢、作者简介。 作者和作者单位均

应为全名，内容提要与相应中文摘要一致，也可以更为详细。
《地质论评》自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起大大加强了英文摘要。

详见本网站推荐文献栏下的有关文件。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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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便读者与作者直接联

系，请尽量提供。 家庭电话和手机可提供给编辑部，以便编

审过程中联系。
（１４） 图版：现在，图版一般均按图处理，直接插入正文

内，不再制成图版。 作为图处理时，各子图的编号用小写拉

丁字母，且加圆括号。
３　 其他

更多详细内容，请见我刊网页之“公告”栏和“推荐文

献”栏。

《地质论评》、《地质学报》编辑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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