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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已经成为中国支

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在我国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

着重要基础和知识源泉的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的资助项目对不同学科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

的指向性作用，对其信息分析也可作为把握相关学

科研究态势和进展的重要线索。鉴于此，本文在全

面梳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近 10年申报与

资助情况的基础上，基于 2013—2022年结题的地

质学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据，运用文

献计量方法，从关键词、项目申请代码和依托机构

等进行多维分析，梳理地质学学科研究主题与发展

趋势、二级学科关注度及研究热点、项目优势机构

及其合作关系等，以期为地质学学科发展和建设提

供有益参考。
 

2　地质学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申报与资助现状

2014—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简称“全

委”）、地球科学部、地质学学科的面上项目资助率

均呈逐年降低的趋势（图 1），2023年创历史新低，三

者资助率分别为 16.99%、20.88%和 20.66%，即面

上项目的申请竞争日益激烈，获资助难度越来越

大。但是，在面上项目逐年走低的资助率下，地质

学学科各年度面上项目资助率总体高于地球科学
 

图 1  2014—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资助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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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全委的资助率，三者的平均资助率分别为

26.16%、25.14%和 20.23%，即地质学科在地球科学

领域有一定的专业优势，但这种优势也随着基金项

目总体申报难度的增大而逐渐降低。

具体到各年度申报和获资助项目数量，地质学

学科面上项目申请数量总体波动增长，2018年申请

数量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水文地质学”、“工程地

质学”和“环境地质学”等专业调整后，不再从地质

学学科申请，其后又经历部分调回。2023年申请数

量 1747项，约为 2014年的 2倍，而年资助项目数量

十年间仅增加约 30项（图 2），也进一步反映出面上

项目获资助难度越来越大。从资助强度来看，近

10年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

有逐渐降低的趋势，目前基本维持在 50万元/项左右。 

3　面上项目关键词分析

从地质学学科 2013—2022年结题的 3291项

面上项目中提取关键词 9657个（累计频次 15638），
频次统计表明（表 1），“数值模拟”、“古气候”、“青

藏高原”、“气候变化”、“地下水”等关键词出现频

次较高。

为了避免低频关键词干扰，提高分析结果的准

确性，选取频次≥5的 424个关键词 （累计频次

4145）进行共现和聚类分析，基于词间关系，可将

所有关键词划分成 10个集群，即 10个研究主题：

（1）大陆岩石圈构造演化、关键矿产成矿作用机理

及深部过程研究；（2）典型盆地沉积学及古生物学研

究；（3）地下水环境及水循环研究；（4）以页岩气和煤

层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储层物理性质研究与微观表

征；（5）古气候古环境与第四纪地质学研究；（6）工程

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研究；（7）地表水环境研究及水

文地质演化与评价；（8）岩土工程地质条件模拟与综

合研究；（9）典型储层成因机理与油气成藏规律研

究；（10）构造变形解析及热年代学研究。

对地质学学科 2013—2022年各年度频次排名

前 5的关键词统计表明，在总体聚焦上述 10个研

究主题的基础上，各年度高频关键词有一定差异，

即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的研究在围绕水文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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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4—2023年地质学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统计
 

表 1  地质学学科 2013—2022 年结题的面上项目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数值模拟 52 11 成矿作用 37
2 古气候 52 12 岩石成因 36
3 青藏高原 49 13 地球化学 36
4 气候变化 46 14 煤层气 33
5 地下水 45 15 成因机理 32
6 华南 45 16 构造演化 32
7 页岩气 41 17 古环境 31
8 华北克拉通 40 18 水文模型 29
9 全新世 40 19 构造变形 27
10 水文过程 37 20 热年代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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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与气候变化、成岩与成矿作用、区域构

造演化等核心热点不变的基础上，也逐渐在页岩气

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储层微观结构表征方面形成新

的研究热点。
 

4　面上项目申请代码（二级学科）分析

近年来，地质学学科在围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地球科学“三深一系统”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不断

优化其申请代码（二级学科）布局。2015—2022年，

地质学学科下设的申请代码间经历多次调整，自

2021年起，申请代码最终确定为 18个，对应于

18个二级学科。为了提高分析结果准确性，本文将

所有结题项目的原申请代码与最新申请代码进行

映射。统计结果（图 3）表明，2013—2022年结题的

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申请代码，除 D0212（行星地质

学）在本文统计的时间段内尚无结题项目外，其余

17个代码均有对应的结题项目，其中以 D0214（工
程地质学）、D0213（水文地质学）、D0207（石油天然

气地质学）、D0211（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

D0201（古生物、古人类和古生态学）这 5个代码对

应的项目数量较多，即这 5个二级学科受关注程度

较高，体现出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以应用性和基础

性学科为研究主体的特点。
 

5　二级学科研究热点与学科交叉融

合分析

对不同申请代码对应的项目关键词频次进行

统计，取各代码下频次排名前 10的关键词，结果

（表 2）表明，在各专业方向下，可进一步细分出其研

究热点。以上述 5个对应项目数量较多的专业代

码为例，D0214（工程地质学）代码下的面上项目重

点关注区域、岩土体的工程地质条件与变化规律及

地质灾害形成与演化；D0213（水文地质学）代码下

的面上项目主要研究地下水水量和水质的时空变

化规律以及地表和地下水环境；D0207（石油天然气

地质学）代码下的面上项目以页岩油气、致密油气

等多种油气类型成藏规律及油气储层物性研究为

主；D0211（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代码下的面

上项目关注区域和全球尺度构造变形，以青藏高原

为代表的构造演化及热年代学研究；D0201（古生

物、古人类和古生态学）代码下的面上项目主要研

究华南地区古环境、古气候演化，揭示生命演化过

程。这些研究热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地质学

科关注点逐渐向地球内外圈层相互作用与协同

演化、地球系统科学和宜居地球等领域拓展的趋势

一致。

为了进一步分析地质学学科下各二级学科研

究的交叉融合情况，构建了申请代码基于项目关键

词的耦合矩阵，可基于不同申请代码共用关键词数

量，初步判断各二级学科研究领域的相似性。结果

（图 4）表明，共用关键词数量大于 90的三组申请代

码分别为D0209与D0214、D0204与D0211、D0213
与 D0214，即第四纪地质学（D0209）与工程地质学

（D0214）、岩石学（D0204）与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

质学（D0211）、水文地质学（D0213）与工程地质学

（D0214）三组二级学科间项目研究存在较强的交叉

融合性。从各申请代码间共用关键词总数来看，

D0211（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与其他申请代码

共用关键词数量最多，且与各申请代码均有共用关

键词，体现出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作为地质学

学科的核心和纲领性二级学科，其研究内容广泛且

基础性强，也体现出构造运动在地球系统多圈层相

互作用中的角色是地球科学的重大核心科学问题。 

 

图 3  地质学学科 2013—2022年结题的面上项目申请代码
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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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面上项目主要研究机构与合作关

系分析

对 2013—2022年结题的地质学学科 3291项

面上项目统计表明，共有 261个机构作为依托单位

承担面上项目，承担项目数量排名前 20的单位累

计承担项目 1825项，占项目总数的 55%，即面上项

目的依托单位相对集中，高校和中科院科研院所是

面上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从承担项目数量上来

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地质学学科整体研究实

力较强（表 3）。
面上项目的依托机构一般都是相关专业技术

领域的技术优势单位，具有优秀的科研团队和优越

的科研条件，其研究方向能够反映相关学科的最新

发展态势。从承担项目数量排名前 20的单位与其

对应的项目申请代码对应关系来看，各单位在不同

申请代码的项目数量差异较大，也明显体现出其在

不同二级学科的研究实力（图 5）。如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 D0201（古生物、古人

类和古生态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 D0207（石
油天然气地质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在 D0209（第四纪地质学 ） 、同济大学在

D0214（工程地质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在

D0213（水文地质学）等专业具有绝对优势。此外，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两所高

校在分别拥有各自的优势研究领域基础上，在地质

学学科其他各二级学科基本均承担有一定数量项

目，表现出较强的综合实力。

 

表 2  地质学各二级学科核心关键词及其频次统计
序号 申请代码 二级学科名称 核心关键词/频次

1 D0201 古生物、古人类和古生态学
华南/23，古环境/20，演化/18，古气候/13，寒武纪/12，古生态/12，埋藏学/11，三叠纪/
10，生物地层学/7，生物多样性/7

2 D0202 地层学
华南/5，生物地层学/4，地层对比/2，塔里木盆地/2，新生代/2，磁性地层学/2，二叠纪/
2，旋回地层学/2，环境磁学/2，志留系/2

3 D0203 矿物学（含矿物物理学）
纳米矿物/12，黏土矿物/10，环境矿物学/10，高温高压/7，生物矿化/6，微结构/5，相变/
5，成因矿物学/5，蒙脱石/5，晶体化学/5

4 D0204 岩石学
岩石成因/26，部分熔融/12，P−T−t轨迹/11，变质作用/9，俯冲带/7，华北克拉通/7，地

球化学/7，构造演化/7，花岗岩/6，蛇绿岩/6

5 D0205 矿床学
成矿作用/32，矿床成因/19，成矿机制/15，成矿流体/12，流体包裹体/10，成矿系统/8，
斑岩铜矿/7，东天山/6，浅成低温热液矿床/6，新疆/5

6 D0206 沉积学和盆地动力学
古气候/10，沉积模式/10，华南/8，鄂尔多斯盆地/7，物源分析/7，沉积学/7，二叠纪/6，
形成机理/6，沉积特征/6，U−Pb同位素测年/5

7 D0207 石油天然气地质学
页岩气/33，成因机理/13，烃源岩/13，页岩油/11，成岩作用/10，致密油/10，鄂尔多斯

盆地/9，模拟实验/9，油气成藏/9，塔里木盆地/8

8 D0208 煤地质学
煤层气/26，煤/11，构造煤/7，赋存状态/6，煤与瓦斯突出/6，孔隙结构/4，渗透性/4，分

子模拟/4，化学结构/4，煤系气/4

9 D0209 第四纪地质学
全新世/32，古气候/23，气候变化/21，石笋/16，青藏高原/11，黄土/11，孢粉分析/11，
环境磁学/10，光释光测年/8，古植被/7

10 D0210 前寒武纪地质学
华北克拉通/22，地球化学/9，岩石成因/8，年代学/7，P−T−t轨迹/7，构造演化/5，新太

古代/5，U−Pb同位素测年/4，构造背景/4，新元古代/4

11 D0211 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
构造变形/25，青藏高原/22，构造演化/18，热年代学/14，变形机制/11，古地震/11，新

生代/10，活动构造/8，显微构造/8，华北克拉通/7

12 D0213 水文地质学
地下水/39，水文过程/37，水文模型/29，气候变化/23，同位素水文学/22，数值模拟/
20，蒸散发/18，土壤水分/18，水量平衡/16，包气带/16

13 D0214 工程地质学
本构模型/22，模型试验/19，数值模拟/18，微观结构/18，变形破坏机理/15，稳定性/
14，滑坡/13，边坡/12，黄土/11，蠕变/10

14 D0215 数学地质学与遥感地质学
矿产资源评价/4，高光谱遥感/4，月球/4，不确定性/3，成矿元素/3，三维地质建模/3，
决策支持系统/3，大数据/2，各向异性/2，地质统计学/2

15 D0216 火山学和地热地质学
长白山火山/3，天池火山/3，火山地质/3，通量/2，岩浆演化/2，第四纪火山/2，温室气

体/2，火山地层学/2，火山活动/2，喷发机制/2

16 D0217 生物地质学
微生物/5，生物矿化/5，微生物矿化/4，有机质/3，地质微生物/3，铁氧化物/3，华南/3，
甲烷/2，厌氧微生物/2，生物地球化学循环/2

17 D0218 勘探技术与地质钻探
天然气水合物/3，钻具磨损/3，泥质粉砂储层/2，金刚石钻头/2，碎岩机理/2，铝合金钻

杆/2，超深孔/2，材料微观结构/2，护壁堵漏/2，地质钻探/2

　  4 中　　   国　　   地　　   质 2025 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5, 52(2)

http://geochina.cgs.gov.cn


为了实现对面上项目依托单位所表征的学科

领域隐性知识的聚合，进一步揭示其对应的知识结

构，本文利用耦合分析法，构建了承担项目数量排

名前 20的单位基于项目关键词的耦合关系（图 6）。

图中圆点表示项目依托单位，圆点大小用累计与其

他单位共用关键词数量大小表征；圆点间的连线粗

细表示依托单位之间的耦合关系强弱，线条越粗表

示二者之间共用关键词数量越多，研究方向相似性

 

图 4  申请代码（二级学科）与关键词耦合关系图
图中数字代表两申请代码共用关键词数量，相同申请代码共用关键词量按“0”计。

 

表 3  2013—2022 年结题的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依托单位排名前 20 统计表
排名 依托单位 简称 项目数量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地大武汉 263
2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大北京 149
3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149
4 南京大学 南大 125
5 吉林大学 吉大 105
6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地科院地质所 98
7 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 94
8 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理工 90
9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地化所 75
10 北京大学 北大 74
1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大北京 71
12 长安大学 长安大学 69
1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科院古脊椎所 68
14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67
15 合肥工业大学 合工大 63
16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 59
17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中科院南古所 57
18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武汉岩土力学所 53
19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地震局地质所 52
20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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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结果表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五家机构与

其他机构共用关键词数量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这五家机构研究领域广泛，也体现出其在面上项目

申请过程中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特别是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共用关键词数量高达 80个，共用关键词数量排

名前五的分别为古环境、榴辉岩、古气候、矿床成

因、华南，也从侧面反映了地质学学科在地球动力

 

图 5  承担面上项目总量排名前 20的机构在各申请代码下的项目数量

 

图 6  承担项目数量排名前 20的单位基于项目关键词的耦合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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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过程与成矿机制、深部过程与浅表系统互馈及宜

居地球环境等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

2013—2022年结题的面上项目中，有 1446个

项目的研究工作同其他机构开展了合作，约占项目

总数的 44%，涉及项目参与单位 1035个。可通过

构建主要的面上项目参与单位（参与项目频次大于

10）间的共现关系，分析不同单位间的合作关系。

结果表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其他单位的合作频次均

高达 140次，在地质学研究领域有着较强的引领

和带动作用。此外，在面上项目合作关系比较紧密

的机构中，它们除在优势专业方向上有相似性外，

合作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存在聚集现象，着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些机构在专业领域强强联合

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区域性重大地质基础

问题。 

7　主要结论

近 1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

助率呈逐年降低的趋势，地质学学科面上项目的资

助率总体高于地球科学部和全委的资助率，但这种

优势也随着基金项目总体申报难度的增大而逐渐

降低。地质学学科度面上项目各年研究热点在围

绕水文与工程地质、环境与气候变化、成岩与成矿

作用、区域构造演化等核心热点不变的基础上，也

逐渐在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储层微观结构表

征方面形成新的研究热点。

工程地质学（D0214）、水文地质学（D0213）、石

油天然气地质学（D0207）、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

学（D0211）、古生物、古人类和古生态学（D0201）等
应用性和基础性二级学科受关注程度较高。第四

纪地质学（D0209）与工程地质学（D0214）、岩石学

（D0204）与大地构造学与构造地质学（D0211）、水

文地质学（D0213）与工程地质学（D0214）三组二级

学科间项目研究存在较强的交叉融合性，大地构造

学与构造地质学是地质学学科的核心二级学科。

近十年结题的面上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为高

校和中科院科研院所，各机构在不同二级学科实力

有较大差异，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地质学学科整

体研究实力较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这五家单位

在地质学学科研究领域广泛，在面上项目申请过程

中存在较强的竞争关系，此外，这五家单位与其他

单位都存在较广泛的合作关系。在面上项目合作

关系比较紧密的机构中，存在专业和单位所处地理

位置趋同的现象。

但是，应当看到，本文关于地质学学科研究热

点和优势研究机构的分析是基于面上基金项目的，

只是提供了一种维度的思考，在对学科的整体把握

方面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

一步完善。

　  第 52 卷 第 2 期 陈杨等：文献计量视角下地质学研究态势分析 7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25, 52(2)

http://geochina.cgs.gov.cn

	1 引　言
	2 地质学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报与资助现状
	3 面上项目关键词分析
	4 面上项目申请代码（二级学科）分析
	5 二级学科研究热点与学科交叉融合分析
	6 面上项目主要研究机构与合作关系分析
	7 主要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