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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文献计量方法,以美国、英国和日本地质调查机构2000~2013年发表的论文为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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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地质调查机构的科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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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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不断

加快,世界主要国家都积极创新科技发展战略,以科

技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各自国家在全球的

国际竞争力。我国科技发展要实现自主创新,必须

把握世界科技发展规律,熟悉各国科技战略和发展

态势(潘教峰,2010)。本文以美国、英国、日本等国

地质调查机构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计量方法,通过

研究型论文进行分析,以期从一个侧面对3家机构

的科研发展态势进行研判,为国内地质调查机构的

发展提供参考。

1 机构概况

1.1 美国地质调查局

美国 地 质 调 查 局 (UnitedStatesGeological
Survey,USGS)隶属美国内政部,设有生物处、地理

处、自然灾害处、能源处、气候变化处、水资源处6个

业务处和预算办公室、联络办公室、地理信息办公

室、行政政策与服务办公室、人力资源办公室等8个

行政管理部门。除总部外,还有7个区域中心,在各

州和部分国家设立了近400个办事处。主要职责

是:负责自然灾害、地质、资源、地理、环境、生物信息

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监测、收集、分析、解释和传播;
对自然资源进行全国范围的长期监测和评估;为决

策部门和公众提供广泛、高质量、及时的科学信息,

为国家和世界服务,为内政部其他各局提供所需的

数据和信息❶。

1.2 英国地质调查局

英国地质调查局(BritishGeologicalSurvey,

BGS)隶属于英国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设有业务开

发与战略部、地质与资源部、环境与灾害部、信息部、
地球科学技术与设备部5个业务处和人事管理处、
资金/账务和合同处、资产处3个管理与运行支撑

部。主要职责是:通过系统调查、资料收集、长期监

测和高质量的研究,提升英国陆地及大陆架的地学

研究程度;提供可理解的、客观的、公正的及最新的

地学信息、建议和服务,满足英国及海外工业、工程、
政府及科学团体等客户的需要;通过提供地学知识、
信息、教育和培训提高英国的基础科学水平,提高公

众对与地学相关的资源及环境问题的认知度(王蕙

初,2003 年;British GeologicalSurveyStrategy
Draft2009~2014)。

1.3 日本地质调查局

日本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SurveyofJapan,

GSJ)隶属于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设有深部地

质环境中心、活动断层研究中心2个地学研究中心

和地球科学所、地球资源和环境所以及海洋资源和

环境所3个地学研究所,以及北海道地质调查合作

研究组和关西地质调查合作研究组2个合作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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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地质信息处、地质博物馆和国际地学合作办公

室3个事业单位(施俊法,2003)。主要职责是:建立

一个安全可靠的地质信息公共基础设施,减轻自然

灾害、保护全球环境,通过地学研究活动促进发展国

内外社会经济以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同时向社会

传播科学研究数据和成果,提高公众对地学科学问

题的认识,传播地学方面相关科学知识,积极促进地

质调查相关的国际合作活动。

2 数据来源及分析工具

在 WebofScience平台上,利用检索式(地址=
(USGSor US GEOL SURVEY orBGSsame
(englandorscolantorwalesornorthireland)or
BRITISHGEOLSURVEYorGSJsamejapanor
GEOLSURVEYJAPAN),出 版 时 间 =2000~
2013。数据库=SCI-EXPANDED,SSCI,CPCI-S)
对美国、英国和日本地质调查机构2000~2013年发

表的学术论文(Article)、研究综述(Review)和会议

论文(ProceedingsPaper)三种类型论文进行检索

(数据检索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其中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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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son Data
Analyzer(TDA)和微软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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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3.1 产出论文数量及年度变化趋势

从文献统计结果看,2000~2013年,美国地质

调查局产出论文23428篇,英国地质调查局产出论

文2524篇,日本地质调查局产出论文1437篇,其中

美英两国论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总体呈稳中有升的

趋势,而日本论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波动较为明显

(见图1),通过3个机构论文数量稳中有升的表现,
反映了当代地质调查工作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

期。
从这时期各机构发文数量对比看,美国地质调

查局在论文发表总量占绝对优势,而其他机构的发

文量明显低于美国地质调查局。这与各机构对科研

的重视程度和科研实力有关,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

拥有各学科领域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

员共计1万余名,日本地质调查局作为日本最大的

公共研究组织之一,员工只拥有近3200名,而英国

地质调查局雇员人数不足千人。另外也与各国的科

图1 美英日地质调查局

论文数量年度变化

Fig.1 TheannualpaperdistributionoftheUSGS,

BGSandGSJ

研投入相关,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经费主要是政府拨

款,本世纪以来,政府每年预算经费大约9亿美元左

右,还有其他收入2亿多美元,政府拨款约占总经费

的80%左右,每年都有相对稳定的增长。

3.2 主要研究领域分析

从文献分类统计结果看,2000~2013年美国地

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是(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
质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学、水资源、工程地质

学和自然地理学,见图2。

图2 美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Fig.2 ThemainresearchfieldsofUSGS

从这时期主要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对比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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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地质学

和生物学等学科,见图3。

2000~2013年英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质学、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工程地质学、生物学、水资源和自然地理学,见图

4。
从这时期主要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对比看,英

国地质调查局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地质学和环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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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美国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

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Fig.3 Thepaperstatisticsofmainresearch
fieldsduringdifferentperiodsinUSGS

图4 英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Fig.4 ThemainresearchfieldsofBGS

与生态学。但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研究领域:

2000~2004年比较注重工程地质和水资源领域研

究,2005~2008年开展工程地质学和生物学研究较

多,2009~2013年则更为注重生物学,特别是自然

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见图5。

图5 英国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

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Fig.5 Thepaperstatisticsofmainresearchfields
duringdifferentperiodsinBGS

2000~2013年日本地质调查局的主要研究领

域包括(按照论文数量排列):地质学、生物学、自然

地理学、海洋地质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工程地质

学和水资源,见图6。

图6 日本地质调查局主要研究领域

Fig.6 ThemainresearchfieldsofGSJ

从这时期主要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对比来看,
日本地质调查局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地质学和生物

学。但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的研究领域:2000~
2002年比较注重海洋地质学和工程地质学研究,

2003~2009年开展自然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研究

较多,2010~2013年则更为注重自然地理学和环境

科学与生态学领域研究,见图7。

图7 日本地质调查局各时期主要

研究领域论文数量

Fig.7 Thepaperstatisticsofmainresearch
fieldsduringdifferentperiodsinGSJ

从图4~9可以看出,2000~2013年美、英、日
地质调查局共同侧重的研究领域有:地质学、环境科

学与生态学、水资源、海洋地质学、生物学、工程地质

学和自然地理学等。这与美、英、日地质调查局的机

构设置和业务职责是密切相关的。

3.3 研究热点变化分析

从出现著者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来看,2000~
2013年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括:同位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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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学、渔业、湿地、地下水、气候变化、地震、水污染、
入侵物种、微卫星、水文学和火星,见图8。

图8 美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Fig.8 TheresearchfocusesofUSGS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美国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同位素地质学、渔业、湿地、地下水和

地震方面研究的同时,2000~2002年比较侧重水污

染和水文学方面研究,2003~2007年侧重水污染、
气候变化和微卫星方面研究,2008~2013年气候变

化、火星和入侵物种等研究主题论文的产出较为突

出,见图9。

图9 美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Fig.9 Thechangeofresearch
focusesforUSGS

2000~2013年英国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

括:同位素地质学、地下水、土壤污染、锆石U-Pb同

位素定年、地震、生物地层学、古气候、砷、气候变化

和生物可给性等,见图10。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英国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同位素地质学、地下水、土壤污染和锆

石U-Pb同位素定年方面研究的同时,2000~2004
年比较侧重地震和生物地层学方面研究,2005~
2008年侧重地震和古气候方面研究,2009~2013年

图10 英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Fig.10 TheresearchfocusesofBGS

生物地层学和气候变化等研究主题论文产出较为突

出,见图11。

图11 英国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Fig.11 ThechangeofresearchfocusesforBGS

2000~2013年日本地质调查局的研究热点包

括:地震、同位素地质学、地下水、花岗岩、海平面变

化、锆石U-Pb同位素定年、活动断层、火山口、气候

变化和古地磁学等,见图12。

图12 日本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

Fig.12 TheresearchfocusesofGSJ

从这时期研究热点变化方面看,日本地质调查

局在一直关注地震、同位素地质学方面研究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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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比较侧重花岗岩、海平面变化和活动

断层方面研究,2003~2009年侧重地下水、海平面

变化、火山口和古地磁学方面研究,2010~2013年

地下水、锆石U-Pb同位素定年和气候变化等研究

主题论文产出较为突出,见图13。

图13 日本地质调查局研究热点变化

Fig.13 Thechangeofresearch
focusesforUSGS

从图8~13可以看出,2000~2013年美国、英
国、日本地质调查机构既有持续的关注热点,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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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国际合作情况

为了解美国、英国、日本地质调查机构的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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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能够反映各国家之间主要的联系,图中线条粗细

表现合作紧密程度。
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为:

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
中国,见图14。

英国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为:
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挪威、西班牙、意
大利、加拿大,见图15。

日本地质调查局在国际上主要的合作国家和地

区为:美国、中国、法国、英国、朝鲜、德国、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加拿大,见图16。

从图14~16可以看出,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

来,各科研领域国际间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国际重要

地质调查机构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呈现出

较强的国际合作态势。

图14 美国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Fig.14 The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ofUSGS

图15 英国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Fig.15 The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ofBGS

图16 日本地质调查局国际合作情况

Fig.16 The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ofGSJ

3.5 机构合作情况

为了解美国、英国、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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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反映出三个地质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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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美国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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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华盛顿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俄
勒冈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康奈尔大学、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等,见图17。

图17 美国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Fig.17 TheinstitutionscollaborationofUSGS

英国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莱斯特大

学、诺丁汉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英国自

然环境研究理事会、英国南极调查局、达拉谟大学、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见图18。

图18 英国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Fig.18 TheinstitutionscollaborationofBGS

日本地质调查局主要的合作机构为: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北海道大学、日本海洋科技研究中心、九
州大学、筑波大学、名古屋大学等,见图19。

用同样方法,得到了美国、英国、日本地质调查

机构与中国机构合作情况,如图20所示:与美国地

质调查局开展合作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科学院、中国

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震局、武汉大学、
南京大学等。与英国地质调查局开展合作的机构主

要有中国地质大学、中国地震局、香港大学、中国石

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与日本地质调查局开展合作

图19 日本地质调查局机构合作情况

Fig.19 TheinstitutionscollaborationofGSJ

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同济大学、青岛海洋地质

研究所、青岛海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图20 美英日地质调查局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情况

Fig.20 Theinstitutionscollaborationamong
Chinesescientificorganizations,

USGS,BGSandGSJ

4 结论

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日本地质调查机构2000~
2013年论文发表数量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这期间

各机构的科技论文的产出、研究领域、研究热点以及

机构合作情况,通过分析发现:①在发文情况方面。
各机构研究论文的发文趋势略有不同,美英两国论

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总体呈稳中有升的趋势,日本

论文发表数量年度变化波动较为明显。②在研究领

域和热点方面。各机构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热点各有

偏重,在热点方面:美国主要是关注生态环境,如渔

业、湿地等;英国主要是关注地下水和环境地质问

题;日本突出地质灾害和环境。但总体工作重点逐

渐转向气候变化、资源开发、地下水污染、自然灾害

和海洋调查等关乎国民长期健康和财产安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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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领域。③在国际合作和机

构合作方面。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各科研领域

国际间合作成为大势所趋,国际重要地质调查机构

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也不例外,呈现出较强的国际合

作态势;各机构均与中国开展了合作,合作机构主要

集中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调查

局等机构,大学也占一定的比重。

注 释

❶http://www.usgs.gov/aboutusgs/organized/key_officials.asp#

orgchart(201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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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velopmentTendencyfrom2000to2013oftheScientificResearch
amongtheInternationalImportantGeological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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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ationalGeologicalLibraryofChina,Beijing,100083;

2)TheLanzhouBranchoftheNationalScienceLibrary,CAS,Lanzhou,73000

Abstract

Onthebasisofbibliometrics,havingresearchpapersoftheUnitedStatesGeologicalSurvey(USGS),

BritishGeologicalSurvey(BGS)and GeologicalSurveyofJapan(GSJ)since2000to2013astheobjectof
study,thispaperanalyzedthescientificresearchdevelopmenttendencyofthesetreeinstitutionsfromthe
numberof papers,annualdistributionofpapers,mainresearchfields,changeoftheresearchfocuses,

internationalcollaboration,institutionscollaboration,themaincollaborationteam,aimingatproviding
referencesfortheChinesegeologicalsurveytodevelopment.

Keyword:USGS;BGS;GSJ;developementtendency;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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