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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

专刊／专栏出版态势及选题策划建议

马 文 军
（长安大学 学术期刊管理中心，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　要：策划出版专刊／专栏是科技期刊争取优秀稿源的重要抓手。通过中国知网调查地质学类

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出版的专刊／专栏名称、个数、发文量、论文起止页码等信息，探

讨出版态势，并为不同层次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专刊／专栏出版给出有针对性的选题策划建议。

结果表明：１０年间，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共出版７４８个专刊／专栏，开展专刊／专栏出版的

期刊有３２种（占比９７．０％），专刊／专栏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地学前缘》专刊／专栏出版最活

跃；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占据主导地位，１０年共出版６０３个，占比８０．６１％；对于一流地质学类中

文科技期刊，建议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引导科研人员优先

使用中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更好更及时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在地质学细分学科处于重

要地位的中文科技期刊，建议聚焦所在细分学科的具体科研问题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

引领所在细分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地质学类其他中文科技期刊，建议策划出版精神传承型专

刊／专栏，以情感为纽带吸引优秀专家学者赐稿，或围绕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

刊／专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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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当前，中文科技期刊专刊／专栏出版整体比较活

跃，关注的科研问题广泛，报道的科研成果类型多

样［１］。例如，综合性理工农医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实行“专题制”，近几年围绕多个学

科、多个领域进行了专题出版实践与探索［２］；生物科

学类《遗传》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９年累计组织出版了２２

期专刊［３］；环境科学类《自然资源学报》近两年紧密

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策划出版专刊／专栏，扩大了

期刊影响力，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和学界反响，促进了

科研人才和编辑人才的培养［４］；综合性农业科学类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出版了５个专刊，发

现专刊能够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提高同行的关

注度，扩大期刊的稿源［５］；地质学类《地球科学与环

境学报》２０１３年出版了“芦山地震专栏”
［６］，２０２１年

出版了“庆祝长安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专辑”［７］。

中国地质学类科技期刊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

国内走向国际，走向了快速发展之路，为推动中国地

质科技进步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８］。徐书荣等于

２０１２年就指出地质学类科技期刊在保持专业特色

的基础上已开始重视专刊／专栏出版，例如围绕重大

科研项目和区域性研究课题成果、学科发展方向、学

术会议、突发事件出版专刊／专栏，围绕著名学者出

版纪念专刊／专栏等［９］。马文军等统计１４个学科类

别３４４种自然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２１年专刊出

版活跃度时，发现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在１４个学

科类别中相对更活跃［１］。基于此，本文以地质学类

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为调查对象，统计其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专刊／专栏出版情况，探讨出版态势，并结合出版

实践，针对不同层次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给出专

刊／专栏选题策划建议，以期为繁荣科技期刊专刊／

专栏出版贡献力量。

１　数据来源及调查原则

１．１　数据来源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２０年版）》地质学

类共有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包括《岩石学报》《地质

学报》《地学前缘》《地质论评》《矿床地质》《中国地

质》《地球科学》《地球学报》《大地构造与成矿学》《中

国科学：地球科学》《地质通报》《沉积学报》《古地理

学报》《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岩石矿物学杂

志》《地球化学》《矿物学报》《第四纪研究》《高校地质

学报》《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现代地质》《地质与

勘探》《地质科学》《地层学杂志》《地球科学与环境学

报》《矿物岩石》《地质科技通报》《西北地质》《物探与

化探》《岩矿测试》《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地质力学学报》。

本文以上述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为调查对象，通

过中国知网统计这些期刊２０２１年发文量（不含增

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专刊／专栏名称、个数、发文量、

论文起止页码等信息。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

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版，得到上述期刊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发文量。

１．２　调查原则

封面或目录等位置给出了明确且具体的专刊／

１７８第５期　　　　　马文军：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专刊／专栏出版态势及选题策划建议



专栏名称，名称包含或不包含“专辑”“专刊”“特刊”

“特辑”“专集”“论文集”“专栏”或“专题”等词组都认

定为专刊／专栏；封面和目录等位置都没有标注专

刊／专栏名称，但引言／序言／编者按等部分介绍了集

中出版的论文是关于某一主题，也认定为专刊／专栏

（表１）。

２　出版态势

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年

均发文量为４０１５篇，论文篇均页数为１１．２４页。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发文量整体要比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低，

但２０２１年发文量有所回升；论文篇均页数呈现逐年

增长的态势，２０２１年达到最高（１３．１０页）（表２）。

其中，《岩石学报》《地球科学》《地质学报》《地质通

报》发文量都超过了２０００篇；《岩石学报》《地质科

学》论文篇均页数都超过了１５页。本文从不同年

份、不同期刊以及不同类型之间探讨地质学类３３种

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专刊／专栏出版态势。

表１　专刊／专栏认定原则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狅犳犐犱犲狀狋犻犳狔犻狀犵犛狆犲犮犻犪犾犐狊狊狌犲／犆狅犾狌犿狀

序号 专刊／专栏认定原则 ２０２１年出版的典型专刊／专栏

１

专刊／专栏名称包含“专辑”“专刊”“特刊”“特辑”“专集”

“论文集”“专栏”或“专题”等字眼，并给出了明确

且具体的主题

《古地理学报》第１期“鄂尔多斯盆地晚古生代沉积古地理专题”

《地质学报》第９期“行星地质与化学专辑”

《地质通报》第１０期“城市地质与地下空间调查与评价专辑”

２

专刊／专栏名称不包含“专辑”“专刊”“特刊”“特辑”“专集”

“论文集”“专栏”或“专题”等字眼，但给出了明确

且具体的主题

《地学前缘》第１期“沉积盆地构造沉积储层响应”

３

封面和目录等位置都没有标注专刊／专栏名称，但引言／

序言／编者按等部分介绍了本次集中出版的论文是

关于某一主题的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第５期封面和目录等位置

都没有标注专刊名称，但序言提到本期是围绕岩土防灾与减灾、

绿色岩土工程领域出版的专刊

表２　 专刊／专栏出版活跃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犃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狆犲犮犻犪犾犐狊狊狌犲／犆狅犾狌犿狀

出版年份 发文量
论文篇

均页数

出版专刊／专栏

的期刊占比

专刊／专栏

个数

专刊／专栏

发文量

专刊／专栏

发文量占比

专刊／专栏

论文篇均页数

２０１２ ４１０３ ９．６４ ７５．８％ ８１ １０１４ ２４．７１％ １０．２０

２０１３ ４０９９ ９．８１ ５７．６％ ７５ ７４８ １８．２５％ １０．６４

２０１４ ４２４６ １０．１７ ６０．６％ ５９ ８３４ １９．６４％ １１．５０

２０１５ ４１１２ １０．５７ ６０．６％ ７２ ８２５ ２０．０６％ １０．９３

２０１６ ４０７７ １１．０２ ５７．６％ ６５ ８６５ ２１．２２％ １２．０３

２０１７ ３８８９ １１．４１ ６９．７％ ７６ ８８５ ２２．７６％ １１．３５

２０１８ ３９１８ １１．８４ ５７．６％ ７５ ９３５ ２３．８６％ １２．８１

２０１９ ３８５７ １２．３５ ６６．７％ ７０ ９３７ ２４．２９％ １３．４４

２０２０ ３８１４ １２．７９ ７８．８％ ８４ １１４２ ２９．９４％ １２．９７

２０２１ ４０３６ １３．１０ ９０．９％ ９１ １１８６ ２９．３９％ １３．３８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４０１５１ １１．２４ ９７．０％ ７４８ ９３７１ ２３．３４％ １２．０２

　注：出版专刊／专栏的期刊占比是指出版专刊／专栏的期刊种数与３３种期刊之比；专刊／专栏发文量占比是指专刊／专栏发文量与期刊发文

量之比；专刊／专栏论文篇均页数是指专刊／专栏论文页数与专刊／专栏发文量之比，其中论文页数是根据调查的起止页码计算出来的；

以合刊形式占用两期出版的专刊计为２个专刊。

２．１　不同年份之间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出版专刊／专栏的期刊占比总

体呈现增长的态势，２０２１年达到最高（９０．９％），但

波动较大（５７．６％～９０．９％）；专刊／专栏个数为７４８

个，各年之间波动较大，近３年呈现增长的态势，

２０２１年达到最高（９１个）；专刊／专栏发文量为９３７１

篇，２０２１年达到最高（１１８６篇），专刊／专栏发文量

占比为２３．３４％，２０２０年达到最高（２９．９４％），这两

个指标都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专刊／专栏论文

篇均页数为１２．０２页，总体呈现逐年增长趋势，２０１９

年达到最高（１３．４４页），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１年基本稳定

在１３页左右（表２）。总体来说，地质学类３３种中

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专刊／专栏出版非常活

跃，专刊／专栏发文量、发文量占比以及论文篇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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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专刊／专栏个数近３年

也呈现增长的态势。

２．２　不同期刊之间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中

每年都开展专刊／专栏出版的期刊有７种，只有１种

期刊未出版过专刊／专栏，开展专刊／专栏出版的期

刊种数占比非常高。其中，《地学前缘》《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专刊／专栏个数都超过了８０个；《地学前

缘》《第四纪研究》专刊／专栏发文量都超过了１０００

篇；《地学前缘》《第四纪研究》专刊／专栏发文量占比

都超过了７４％；《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地质科学》

专刊／专栏论文篇均页数都超过了１５．６页。

从专刊／专栏出版最活跃的期刊清单可以看出，

《地学前缘》出现次数最多（１５次），专刊／专栏出版

最活跃（表３）。《地学前缘》定位为主题性的地学学

术期刊，坚持期刊的主题性是该刊的一大特色［１０］；

选择主题时考虑了主题的基础性、交叉渗透性和大

跨度性，内容都经过专家宏观策划、精心审定，深受

国内外地学界、期刊出版界人士和广大作者读者的

好评［１１］；以学科为主题、科学缜密且独具匠心的专

题策划使得该刊学术影响力快速提升［９］。

２．３　不同类型之间

根据文献［１］的分类及专刊／专栏名称，地质学

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出版的７４８个

专刊／专栏分为问题导向型、精神传承型和平台合作

型专刊／专栏等３类。其中，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

占据主导地位，占比８０．６１％，精神传承型占比不高

（１６．４４％），平台合作型占比非常低（５．０８％）（表４）。

表３　专刊／专栏出版最活跃的期刊清单

犜犪犫犾犲３　犇犲狋犪犻犾犲犱犔犻狊狋狅犳犕狅狊狋犃犮狋犻狏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狊犘狌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犛狆犲犮犻犪犾犐狊狊狌犲／犆狅犾狌犿狀

出版年份
单项出版活跃度指标最高的期刊名称

专刊／专栏个数 专刊／专栏发文量 专刊／专栏发文量占比 专刊／专栏论文篇均页数

２０１２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第四纪研究》 《地层学杂志》

２０１３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地质科学》

２０１４ 《地学前缘》《地质通报》 《地学前缘》 《第四纪研究》 《地球科学》

２０１５ 《第四纪研究》 《第四纪研究》 《第四纪研究》 《矿床地质》

２０１６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地质学报》 《地学前缘》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２０１７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地质科学》

２０１８ 《地学前缘》《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 《地学前缘》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２０１９ 《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２０２０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地球科学》 《地球科学》 《第四纪研究》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２０２１ 《地质通报》 《地学前缘》 《地学前缘》 《地质科学》

表４　专刊／专栏类型

犜犪犫犾犲４　犜狔狆犲狊狅犳犛狆犲犮犻犪犾犐狊狊狌犲／犆狅犾狌犿狀

出版年份

问题导向型

专刊／专栏

精神传承型

专刊／专栏

平台合作型

专刊／专栏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２０１２ ６２ ７６．５４％ １４１７．２８％ ７ ８．６４％

２０１３ ５２ ６９．３３％ １４１８．６７％ ９ １２．００％

２０１４ ４４ ７４．５８％ １４２３．７３％ ３ ５．０８％

２０１５ ５６ ７７．７８％ １２１６．６７％ ４ ５．５６％

２０１６ ４９ ７５．３８％ １７２６．１５％ １ １．５４％

２０１７ ６４ ８４．２１％ ７ ９．２１％ ５ ６．５８％

２０１８ ６３ ８４．００％ １２１６．００％ ２ ２．６７％

２０１９ ５４ ７７．１４％ １５２１．４３％ ２ ２．８６％

２０２０ ７６ ９０．４８％ ８ ９．５２％ ４ ４．７６％

２０２１ ８３ ９１．２１％ １０１０．９９％ １ １．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６０３ ８０．６１％ １２３１６．４４％ ３８ ５．０８％

　注：个别专刊／专栏出版类型存在重叠，在所属类型均予以统计。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占比整

体呈 现 逐 年 增 长 的 态 势，２０２１ 年 达 到 最 高

（９１．２１％），其中项目聚焦专刊／专栏非常常见。随

着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科技供给的迫

切需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着眼长远系统谋划

了重点领域的重大项目布局，特别是深地深海等前

沿领域，因此，项目聚焦专刊／专栏未来大有可为。

精神传承型专刊／专栏非常有行业特色，地质学类科

技期刊独树一帜，经常性出版著名学者从事地质工

作纪念专刊／专栏，大力弘扬了科学家精神。虽然平

台合作型专刊／专栏数量相对很少，但仍有１０种地

质学类中文核心期刊与全国青年地质大会主办方开

展了有益的尝试，于２０１４～２０２１年成功合作出版了

１４个专刊／专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３　选题策划建议

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汇集了以中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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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最优秀地质学科研成果，但这３３种中文核心期

刊的学术层次、学术影响力依然存在明显差异。其

中，既有ＳＣＩ收录的《岩石学报》，ＥＩ收录的《地球科

学》，入选卓越行动计划、ＥＩ收录的《地学前缘》，在

第四纪地质有重要影响的《第四纪研究》，也有首次

入选中文核心期刊的《沉积与特提斯地质》。正是因

为这种差异，这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在吸引高质量中

文稿件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在策划出版专刊／

专栏时只有开展差异化选题策划，才能提高专刊／专

栏出版的成功率。

（１）对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岩石学报》《地

质学报》《地学前缘》《地球科学》等入选卓越行动计

划、ＳＣＩ＆ＥＩ收录的一流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

建议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

型专刊／专栏，引导科研人员优先使用中文发表优秀

研究成果，更好更及时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一流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在吸引最优秀的中

文稿件方面有天然优势，因此，这类期刊在策划出版

专刊／专栏时建议给自己提出更高要求，不宜将精力

放在中文科技期刊内部争夺现存的中文优秀论文，

而要有勇气与英文科技期刊（特别是国外期刊）开展

竞争，通过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

向型专刊／专栏的方式，面向专家学者组织高质量科

研成果以中文的形式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降低

高质量科研成果在国内交流的难度，为提升中国学

术研究话语权，推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建设贡献力

量［１２］。例如，《岩石学报》和《地质学报》围绕国家

“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科技专项

“深部矿产资源立体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Ｓｉｎｏ

Ｐｒｏｂｅ０３）”，都于２０１４年第４期分别出版了“东部

典型成矿带深部过程与成矿”和“典型矿集区立体探

测与深部成矿预测”两期问题导向型专刊。这两期

专刊集中报道了项目组利用４年时间在中国东部典

型成矿带岩石圈结构探测、地球动力学研究，矿集区

三维结构探测、成岩成矿作用和深部找矿预测等方

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这两期专刊论文下载和被引表

现都非常优秀：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是

吕庆田的“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岩石圈结构与成矿动

力学模型———深部探测（ＳｉｎｏＰｒｏｂｅ）综述”（下载频

次为１５０８次，被引频次为１１０次）；下载频次和被

引频次次之的论文是袁峰的“隐伏矿体三维综合信

息成矿预测方法”（下载频次为１４７７次，被引频次

为８０次）；还有多篇论文下载频次超过１０００次，被

引频次超过６０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时间

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

（２）对于《第四纪研究》《沉积学报》等在地质学

细分学科处于重要地位的中文科技期刊，建议聚焦

所在细分学科的具体科研问题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

专刊／专栏，引领所在细分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

这类科技期刊报道内容的变化是地质学细分学

科研究前沿转变的风向标，因此，在策划出版专刊／

专栏时尤其应该注重对所在细分学科最新科研发展

动向的把握，以实现引领所在细分学科的健康快速

发展。例如，《第四纪研究》采用专题专刊的模式办

刊，由主办单位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下的１６个专

业委员会轮流组稿，由学界知名科学家担任特邀编

审，每年出３、４期的专题专刊
［１３］，很好地引领了第

四纪地质的学科发展，其中２０２１年出版的问题导向

型专刊／专栏主要有“考古与环境考古”专栏（第１

期）、“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专刊（第２期）、“极地环境

变化及现代过程研究”专栏（第３期）、“古气候与现

代过程变化研究”专栏（第３期）、“生物地球化学”专

刊（第４期）、“环境考古和古人类研究”专栏（第５

期）等。再例如，《沉积学报》２０２１年就“非常规油气

沉积学”策划出版了５个专刊／专栏，还策划出版了

“碳酸盐岩沉积地质专辑”和“专栏·滨海泥质沉

积”，其中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排名前列的论文都出

自上述专刊／专栏，比如邹才能院士的论文“中国非

常规油气沉积学新进展———‘非常规油气沉积学’专

辑前言”、董大忠的论文“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层系沉

积研究进展与页岩气新发现”等。

（３）对于地质学类其他中文科技期刊，建议策划

出版精神传承型专刊／专栏，以情感为纽带吸引优秀

专家学者赐稿，或围绕地方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

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策划出版专刊／专栏是科技期刊争取优秀稿源

的重要抓手，是期刊从同类期刊中脱颖而出的有效

手段［１４］。但在实践中，这类期刊因自身学术影响力

与一流中文科技期刊有差距，在吸引高质量中文稿

件方面有天然劣势，所以策划出版高质量专刊／专栏

的成功率并不高，经常因高质量稿源不足导致专刊／

专栏流产。因此，这类期刊需要转变办刊思路，另辟

蹊径策划出版专刊／专栏，比如以情感为纽带策划出

版精神传承型专刊／专栏，或选择面向地方重大发展

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例如，《地球

科学与环境学报》近年来一直尝试出版问题导向型

专刊／专栏，但成功出版的专刊／专栏屈指可数，仅有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出版的“电磁法勘探专辑”、２０１３年第

４７８ 地　球　科　学　与　环　境　学　报　　　　　　　　　　　 　２０２２年



２期出版的“芦山地震专栏”
［６］等；但是，２０２１年策划

出版的精神传承型专刊“庆祝长安大学建校七十周

年专辑”却大获成功，本次专刊组织发表了３９篇高

质量论文，院士论文有２篇，教授／研究员／教授级高

工等论文有２５篇，具有正高职称作者发文量、国家

级基金论文比、篇均页码和篇均参考文献数量等均

明显高于该刊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发表的论文
［７］，论

文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也整体高于该刊２０２０年发

表的论文；本次专刊能成功出版的主要原因是庆祝

对象长安大学在地球科学与环境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很强，地球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进入ＥＳＩ全球

学科排名前１％，本校师生、校友及关心学校发展的

专家学者对长安大学感情深厚［１］。再例如，《地质力

学学报》２０１９年出版的“李四光诞辰１３０周年纪念

专辑”“李四光诞辰１３０周年纪念专栏”取得重大学

术影响；本次专刊／专栏共发表２７篇，聚集了现今国

内构造地质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年轻有为的青年构

造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翟明国院士的论文

“华北克拉通构造演化”（下载频次高达１９４７次，被

引频次高达８８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时间

为２０２２年９月８日）和张国伟院士的论文“关于秦

岭造山带”（下载频次高达１８０６次，被引频次高达

６２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９

月８日）大幅提升了期刊学术影响力
［１５］；本次专刊／

专栏的类型也是最典型的精神传承型，能取得成功

的主要原因是纪念对象李四光先生是中国著名科学

家、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地质事业的

主要领导者与开拓者，在地质学界具有最广泛的影

响力。此外，《矿物学报》关注地方重大发展战略，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夏勇研究员主持的贵州

省国土资源厅重大基础性、公益性地质项目合作于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出版了“贵州省织金地区磷块岩型稀

土矿成矿规律与矿床勘查技术经济指标研究”专栏，

其中薛珂的论文“中国磷矿资源分布及其成矿特征

研究进展”（下载频次高达１３３２次、被引频次高达

６８次，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统计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９

月８日）显著提升了期刊学术影响力；本次专栏能成

功出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编辑部在选题策划时回避

了期刊争相报道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而选择了竞

争不那么激烈的地方重大发展战略。

４　结　语

（１）地质学类３３种中文核心期刊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专刊／专栏出版非常活跃，开展专刊／专栏出版的

期刊种类非常多，专刊／专栏发文量、专刊／专栏发文

量占比、专刊／专栏论文篇均页数、问题导向型专刊／

专栏占比整体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专刊／专栏个数

近３年也呈现增长的态势，《地学前缘》专刊／专栏出

版最活跃。

（２）不同层次地质学类中文科技期刊在出版专

刊／专栏时，其选题策划应有所不同。对于一流地质

学类中文科技期刊，建议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引导科研人员优

先使用中文发表优秀研究成果，更好更及时地服务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在地质学细分学科处于重

要地位的中文科技期刊，建议聚焦所在细分学科的

具体科研问题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引领

所在细分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地质学类其他

中文科技期刊，建议策划出版精神传承型专刊／专

栏，以情感为纽带吸引优秀专家学者赐稿，或围绕地

方重大发展战略策划出版问题导向型专刊／专栏，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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