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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床地质》是中国报道矿产资源最新研究成果的代表性刊物，同时也是汇集矿床学领域重要研究进

展及成果的学术交流平台，对其载文热点追踪及期刊量化评价有助于梳理国内矿床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探究未来

发展趋势，并为学科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文章基于文献计量学研究、借助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手段，分

析了 1982~2022 年《矿床地质》刊载论文的内容与信息，揭示矿床学 40 年的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化情况，并通过与国

际同领域知名期刊的对比，系统性地总结和讨论其展现的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发展趋势。该刊主要聚焦于地球科学

领域，热点关键词主要包括：流体包裹体、成矿作用、矿床成因、成矿流体和地质特征等。历年刊文可归纳为 5 个研

究主题，包括区域成矿规律、成矿背景与构造环境、成矿流体和矿化特征、成岩成矿年龄和岩浆热液成矿作用以及

元素富集成矿。热门地区主要是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中西部省区。未来矿床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新技术和新方

法的宏观和微观应用、多学科交叉融合对矿床成因机制和成矿规律的揭示，以及矿产勘查的综合指导等方面。

关键词 《矿床地质》期刊；矿床学；文献计量学；大数据；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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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JingWu1, ZHAO HaiJie1, QIN SiTing1, YIN ShuPing2 and MENG QiuYi1

（1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y and Mineral Assessment, Institute of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2 Institute of G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Mineral deposit geology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that reveal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ore deposits. It is helpful for human society to exploit and develop the mineral resources. As an academic ex‐

change venue that gathers importa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field, Mineral Deposits is a repre‐

sentative journal in China that report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mineral resources. The tracking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journal can help to sort out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mineral

deposits in China, explor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ers in the disci‐

pline. Based on bibliometrics, big data, machine learning and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

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Mineral Deposits from 1982 to 2022. It reveal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me evolution of mineral deposit geology for 40 years. The journal mainl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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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ciences, of which geochemistry and geology are two high-frequency hotspots. Other hot keywords mainly in‐

clude: fluid inclusion, mineralization, ore genesis, ore-forming fluid and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evious pub‐

lic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research topics: regional metallogeny, ore-forming background and tectonic set‐

ting, ages of ore-related intrusions and mineralization, magmatic hydrothermal mineralization, as well as element

enrichment and mineralization. The hot research areas are mainly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such as

Inner Mongolia, Xinjiang, and Tibet.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mineral deposit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acro and micro application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to reveal

the genesis of mineral deposits, and comprehensive guidance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Keywords: Mineral Deposits, mineral deposit geology, bibliometric, big data, research hotspots

矿床是工业的粮食，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

的资源，其形成是通过成矿物质（元素）的迁移、聚

集、沉淀等过程实现的。矿床学研究正是揭示这个详

细过程继而以阐明矿床形成机理，最终指导矿产资源

的勘查（翟裕生等，2001），故矿床学是一门强调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陈华勇等，2022）。作为地质学

领域中的重要分支学科，矿床学一直在地质学科体系

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董云鹏等，2022）。

《矿床地质》是中国报道矿床学最新研究成果的

代表性刊物，是为了促进矿床地质工作和矿床学学科

发展而为地质人员搭建的经验与成果推广和交流平

台（矿床地质编辑部，1982）。办刊40余年以来，《矿床

地质》始终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集

理论性、知识性、创新性、实用性、时效性于一体，发表

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成果代表着矿床学领域的热点和

前沿。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和《中国学术期

刊综合引证报告》，《矿床地质》在1999~2006年科技期

刊影响因子排序中名列前茅，其中，1999年、2004年的

影响因子位居全国科技期刊之首。2022年期刊综合

影响因子2.23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2），先

后被评为 Top5%“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2012~2016）以及Top10%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

期刊（2017~2022），并入选第三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以上数据说明了《矿床地质》在地质学类期刊，甚至是

在中文科技类期刊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近年来，大数据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

为学科领域研究带来质的飞跃，同时也促使了学术

期刊相关的各类海量数据的产生。挖掘这些海量数

据中蕴含的宝贵信息，做好学术期刊的相关数据统

计分析工作，已经成为各期刊规划未来发展的重要

手段（陈学娟等，2023；贾敬伍等，2023）。相关研究

已经发展成一门新的学科——文献计量学。该研究

主要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

用数学和统计学等计量方法，分析文献情报的分布

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相关研究有

助于揭示某一时间段内的热点研究话题和高影响力

作者及文献，同时有助于了解刊物发展进程及在学

科领域中的地位，从而为研究选题、论文写作和投稿

提供参考，如张茂玲等（2015）通过对中文地质学期刊

的计量学指标对比，揭示了中文地质学期刊的国际化

发展现状和态势。因此，文献计量工作在目前期刊量

化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朱大明等，2010）。基于

此，文章以《矿床地质》历年载文为研究数据源，采用

文献计量方法对该刊自创刊以来发表的文章进行系

统梳理和分析，以揭示国内矿床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热点与趋势，为未来研究选题和策划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文章所用原始数据源主要来自中国知网（CNKI）

数据库公开发表的文献数据，包括每篇文献的标题、

关键词、摘要、作者、年份和机构等信息。从数据库中

按年份导出刊文，文件类型主要为TXT。另外，本文

还引用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2008~2022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文章采用Python编程和VOSviewer软件对导出

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其中，Python编程主要用于数

据处理、机器学习建模和绘图，而VOSviewer软件则

可以便捷地绘制共现关系图。二者搭配使用，大致

流程为：首先利用 Python 编程将原始文档转化为

Excel 文件，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如空值填充、格

式转换等；然后，利用 Python 编程进行多维统计和

趋势分析等，同时将数据导出为 TXT、RIS 等文件

类型；最后，再利用 VOSviewer 软件绘制共现关系

图，直观展示数据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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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分析

通过上述方法，本文针对所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

以下分析：①发文量分析；②关键词词频分析；③共

现关系分析；④主题演化分析；⑤主题分布分析。其

中，发文量分析、关键词词频分析和共现关系分析等是

大数据呈现分析，而主题演化分析和主题分布分析则用

到了机器学习方法。下面对后两者予以详细介绍。

主题演化分析通过利用 Python 编程构建 LDA

模型，具体步骤包括：① 数据预处理：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包括文本分词、构建文档-单词矩阵等，将

所有关键词作为用户词典，加入分词器中进行切

词；② 模型参数设置：在模型参数设置中，需要设

置主题数，并进行多次试验以确定最佳的主题数；

③ 模型训练：使用 LDA模型对数据进行训练，通过

迭代计算，LDA算法会根据每个主题中词语的权重，

将相似的词语分配到同一个主题中，以便更好地描

述该主题的内容；④结果可视化和参数调优：使用可

视化工具进行参数调整和结果验证，以确保分析结

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⑤结果分析和解释：根据最终

确定的结果，对每个主题及其所属单词进行解释，并

进行归纳总结，挖掘不同主题的特点和趋势。

主题分布分析是结合主题演化分析的结果，利

用 Python对每条文献的摘要进行主题识别，然后通

过绘制桑基图，将不同主题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可

视化，其具体流程为：①利用LDA算法对每一条摘要

内容进行主题识别，并将每篇文档表示为主题的概率

分布；②根据LDA模型的结果，统计每个主题与作者

之间的关系，针对每个主题记录与之相关的作者，及

其在该主题下的频数；③基于统计结果，构建桑基图

（Sankey diagram）来可视化不同主题与作者之间的关

系。桑基图可以清晰展示主题与作者之间的流动关

系，以及不同作者在不同主题下的参与情况。

2 分析结果

2.1 历年发文量、影响因子及资助项目

本文统计了《矿床地质》的历年发文量，并绘制

成折线图（图 1），旨在直观展示发文量和年份之间的

关系，并做进一步分析。《矿床地质》自 1982 年创刊

以来，发文量累计已达 5016 篇，包括增刊（2489 篇）

（图 1，虚线表示），不包括书评、简讯等非研究性论

文。在不考虑增刊的情况下，以年为单位来统计，发

现《矿床地质》的发文量比较稳定，呈规律性缓慢递

增。创刊年（1982 年）发文量最少，仅有 20篇文章，

随后缓慢增加，到2004年为58篇，季刊年平均发文44

篇。2005年改为双月刊后，发文量增加幅度较大，数

值区间为 67~105篇，2007年和 2012年分别为发文最

小值和最大值，双月刊年平均发文为84篇。

从学术影响力来看，近十年《矿床地质》影响因子呈

波动变化，2018年数值自为最低，之后逐年攀升，2022

年为2.232，超过以往最大值（图2）。这一变化趋势表明

该刊在近年来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影响力明显提

图1 《矿床地质》历年发文量统计及趋势

Fig.1 Publication volume statistics and trends of Mineral Deposit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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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本文统计了《矿床地质》发表文章的项目资助情

况。资助量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计资助

量为 1144篇，其资助量占比在近 5年来呈现出稳步

增长的趋势（图 3）。排在其后的是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和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资助量分别为 612 篇和

607 篇，自 2008 年以来两者的占比均呈现出一定的

波动状态。位列第四位的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总

的资助量为 278篇，其占比在 2009年至 2017年间大

致呈降低趋势。这些变化，或许反映了过去几年中

在资助方向或政策上的转变。

2.2 作者发文量和汇总对比

在该刊发文的 5016篇论文中，有 25篇来自单位

主体，而其他 4991篇则涵盖了作者姓名信息。根据

第一作者发文量（图 4），可以看到排名最高的三位作

者分别是毛景文（29 篇）、聂凤军（23 篇）和裴荣富

（20篇）。其中，第一名的发文量是第二名的 1.26倍。

另外，该刊的合著发文量作者排名（图 4）中，排名前

三的作者依次为毛景文（127篇）、唐菊兴（100篇）和

王登红（90篇）。这些名列前茅的作者和作者团队，

彰显了他们对该刊发展的重要贡献。

以合著发文量及其排名（取Top20）为基准，添加

对应的第一作者发文量，并对合著发文量与第一作发

文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这样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作

者的学术贡献。依据合著发文量与第一作发文量汇

总数据，绘制成双向柱状图（图4）。该图显示：①双向

柱状图中的作者名单，反映了该刊的主要活跃作者。

②作者合著发文量与第一作发文量并不是严格的正

比关系。其中，聂凤军、裴荣富、赵一鸣等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文量均较多，但是其团队发文量则较少。唐菊

兴团队发文量排第二，但第一作者文章较少。

2.3 关键词词频分析

2.3.1 总词频

关键词包括主题词和自由词两个部分。针对历

年关键词，通过人工判别对结果进行对齐、合并，最

终得到表 1。该表剔除了“地球化学”（974次）和“地

质学”（789次）两个高频词汇。其原因是这 2个词为

主题词，即每篇文章的关键词中都统一加入的词，旨

在专门为文献的标引或检索而从自然语言的主要词

汇中挑选出来的，是规范化了的词。其他为自由词，

其中“流体包裹体”（273 次）和“成矿作用”（213 次）

频次最高。关键词的排名越高，说明该主题越受关

注，本文只讨论关键词中的自由词。

针对以上Top20关键词，本文将其大致归为 3类

主要研究方向，分别是 ① 成矿相关，包括流体包裹

体、成矿时代、成矿作用、锆石U-Pb定年、成矿流体、

成矿规律、成矿模式、矿床地质特征、矿床成因、找矿

方向；② 特定矿种相关，包括金矿床、铁矿床、铅锌

矿床和斑岩铜矿；③区域相关，包括内蒙古、新疆和

西藏3个面积辽阔的自治区。

2.3.2 历年变化趋势

本文将总词频 Top20 的关键词作为重点，并根

据属性分类对其排列顺序进行了调整。同时，为了

消除不同年份发文量对关键词频次的影响，引入了

惩罚系数，对关键词词频进行了修正。结合关键词

的词频-时间序列（图 5），本文对该刊关键词涵盖的

上述研究方向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总结。

（1）成矿相关

流体包裹体一直以来都是被广泛关注的研究对

象，近年来保持着相对较高的热度。同时，在成矿时

代研究这一方面，近年来的热度也出现了显著的增

强。成矿作用、成矿流体、成矿规律、成矿模式、矿床

地质特征、地质特征以及矿床成因，也都是备受关注

的研究领域，并持续保持着一定热度。成矿模式相

关研究在 1995年前后达到热度高峰，这与国际上成

矿模型研究热潮相对应（Kirkhan et al., 1993）。成矿

作用的研究在 2005年达到热度最高，反映了成矿模

式热点过后矿床学的新关注点。找矿方向的研究热

图2 《矿床地质》近10年影响因子变化趋势图（数据根据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0~2022年）

Fig.2 Trend graph of the impact factor changes of Mineral

Deposits in the past 10 years（data referred from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1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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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矿床地质》排名前4资助基金比例（数据来源于知网）

Fig.3 Ranking of the top 4 financing funds in Mineral Deposits (Data source: CNKI)

图4 《矿床地质》合著发文量与第一作者发文量汇总数据双向柱状图

Fig. 4 Two-way bar chart of summary data on the number of co-authored publications and the number of first author publications

度在 2005~2010 年期间明显增强，这与中国实施找

矿突破战略行动的背景相对应。

（2）特定矿种相关

金矿、铁矿、铅锌矿、斑岩铜矿和黄铁矿等矿种，

在 1985年前后被广泛研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铁

矿、铅锌矿和黄铁矿的研究热度逐渐减弱，而金矿和

斑岩铜矿的研究热度则逐渐增强；尤其是在金矿方

面，研究热度的持续时间很长，并在 2000 年达到了

其研究热度的最高峰（图 5）。值得注意的是，铀矿化

的相关内容发表数量逐渐弱化。

（3）区域地质相关

近几十年关键词的变化凸显的一个明显特征，

即地域性更加明显，即从遍布全国型的科学研究，到

2000年变化为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区作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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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矿床地质》不同阶段关键词变化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al data of keyword chang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ineral Deposits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982~2004年

金矿床

成矿作用

矿床成因

地质特征

流体包裹体

成矿模式

成矿流体

金矿

成矿系列

新疆

韧性剪切带

包裹体

矿床地质特征

黄铁矿

铜矿床

稳定同位素

成因

铀矿床

铅锌矿床

成矿规律

频数

92

72

67

66

62

45

40

38

35

31

26

25

24

23

22

22

22

21

21

20

2005~2012年

流体包裹体

成矿作用

金矿床

地质特征

内蒙古

成矿流体

找矿方向

铁矿床

矿床成因

西藏

成矿规律

新疆

斑岩铜矿

铅锌矿床

火山岩

黄铁矿

矿床地质特征

成矿时代

石英脉

包裹体

频数

106

103

85

84

75

58

57

51

50

42

41

41

40

38

36

36

36

33

32

32

2013~2022年

流体包裹体

矿床成因

锆石U-Pb定年

地质特征

内蒙古

成矿流体

西藏

成矿规律

成矿作用

金矿床

闪锌矿

黄铁矿

成矿时代

矿床地质特征

找矿方向

铁矿床

矽卡岩

稀土元素

新疆

成矿物质来源

频数

105

58

55

54

44

43

42

40

38

34

33

32

32

32

31

28

27

26

23

23

1982~2022年

流体包裹体

成矿作用

金矿床

地质特征

矿床成因

成矿流体

内蒙古

成矿规律

找矿方向

新疆

成矿模式

铁矿床

矿床地质特征

黄铁矿

西藏

成矿时代

铅锌矿床

斑岩铜矿

闪锌矿

锆石U-Pb定年

频数

273

213

211

204

175

141

134

101

101

95

93

92

92

91

90

82

74

73

72

72

研究区域，再过渡到向西藏和内蒙古聚集的迹象，反

映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重心向这两地转移，这可能

与这两个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相应的关注度和

科研成果增加有关。

2.3.3 分阶段变化趋势

为了探究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及趋势，考虑到

《矿床地质》刊期从2005年改为双月刊，及2010年发文

量最大这2个因素，本文把2005年和2013年为2个时

间节点，将数据划分为 3个时间段，即 1982~2004年、

2005~2012年、2013~2022年，并分别统计了关键词的

词频及排名（表1）。这些数据对比显示：① 1982~2004

年期间，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特定矿种相关和成矿

相关两大类方向。其中，金矿床的研究尤为突出，而

对于区域地质方面的研究相对较薄弱。② 2005~

2012年期间，成矿相关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特别是对流体包裹体的研究成为首要关注的领域，

同时金矿床、铁矿床等特定矿种的研究也备受关注。

此外，对区域地质方面的研究开始有所提升，尤其是

内蒙古和西藏地区的研究热度超过了新疆地区。

③ 2013~2022年期间，成矿相关这一大类的研究仍然

保持了领先地位。其中，锆石U-Pb定年成为该领域

的热点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区域地质方面的研究热

度相对稳定，而针对特定矿种的研究则有所下滑。

总之，成矿相关和区域地质方面的研究仍然是

当前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而针对特定矿种的研究

热度有所走低。在近期的研究中，与成矿相关的流

体包裹体、矿床成因、地质特征和成矿流体等方面仍

将是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热点和趋势为读者更好

地理解该刊的报道领域的动态提供了依据和帮助。

2.4 共现关系分析

2.4.1 作者共现关系

利用 VOSviewer 软件构建作者网络图，可以呈

现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和关系。在网络图中，每个

节点代表一个作者，而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在 1

篇或多篇文献中的共同合作情况。节点大小一般反

映了作者在文献中的贡献大小和影响力，而连线的

粗细则代表作者之间合作的次数。此外，通过利用

VOSviewer 软件的聚类功能，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

对每个聚类群进行标记，从而使用户更加直观地识

别和区分不同的聚类群。

根据统计数据，该刊涉及的作者高达8546人，其

中不排除存在同名作者的情况。为了更清晰地展示

作者之间的主要关系网络，本文将筛选阈值提高到了

15，即只有在作者的文献发表量（包含合著）达到15篇

以上，才会被筛选出来。最终得到了170位作者列表，

说明参与矿床学研究的群体较多，且比较分散。在此

处仅展示了前10名作者（表2），重点分析核心团队。

依据发文作者共现关系图（图 6），可以从中看出



 
 

 

 
 

 
 

 

第 42 卷 第 6 期 贾敬伍等：1982~2022 年《矿床地质》载文分析与趋势展望 1291

不同作者及其团队的合作情况，以及在该刊的发文

情况。该图还展示了不同作者团队之间也存在合

作网络，其中有一些合作关系比较紧密，这些合作

关系可能有助于推动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合作项目

的开展。

2.4.2 关键词共现关系

通过使用VOSviewer软件对文献中的关键词频

次和共现强度进行统计，并据此生成关键词共现关

系图，可以显示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主题关联性。

该软件通过分析不同文献中的关键词出现频率和共

现关系，生成一个大型词语网络，其中每个节点表示

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表示该词出现的频次，节点

之间的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在多少篇文献中同时出

现。连线越粗，表示这两个关键词的相关性越强。

根据统计数据，该刊所涉及的关键词数量高达

10 585个。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关键词之间的主要关

图 5 《矿床地质》关键词词频时间序列图

Fig.5 Time series of keyword frequency in Mineral Deposits

表2 《矿床地质》发文总量排名前十作者的发文数据

Table 2 Publication data of the top10 authors by publication volume in Mineral Deposits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者

毛景文

唐菊兴

王登红

侯增谦

聂凤军

陈毓川

杨竹森

丰成友

秦克章

刘成林

数量/篇

127

100

90

79

76

71

63

61

58

58

总连接强度

206

210

190

212

130

143

203

158

83

57

核心主题

成矿作用、金矿床、地质特征、成矿时代、流体包裹体、研究新进展

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地球化学特征、雄村铜金矿、嘎拉勒、矿床地质特征、铁格隆南

伟晶岩、成矿系列、成矿规律、地质特征、成矿作用、地球化学

成矿作用、斑岩铜矿、冈底斯、铜陵矿集区、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

内蒙古、地质特征、特征及成因、金矿床、氧化铁、辉钼矿

矿床成矿系列、成矿时代、Re-Os、新生代、辉钼矿、成矿作用

铜陵矿集区、成矿作用、冈底斯、块状硫化物矿床、碰撞造山带、铅锌矿床

地球化学、内蒙古、羊蹄山-磨石山、祁漫塔格、金矿床、柴北缘地区

成矿作用、东天山、冈底斯、图拉尔根、班公湖带、岔路口

罗布泊、钾盐矿床、江陵凹陷、库车盆地、古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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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本文将筛选阈值提高到了 25，即只有当关键

词的出现频率达到 25 次及以上时，才会被筛选出

来。最终，文章得到了 101个关键词列表，但在此处

仅展示了前20个关键词。

关键词的共现性可以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地质学

领域内不同概念、过程和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

响关系。依据关键词共现关系图（图 7），可见“流体

包裹体”和“成矿作用”是两大高频热点，且二者之间

存在较强的关联。同一颜色的关键词的关联度相对

高，比如与“流体包裹体”紧密相关的词包括：成矿作

用、成矿流体、均一温度和同位素等；而与“成矿作

用”关系紧密的词包括：地质特征、成矿系列、成矿规

律以及找矿方向等。另外，地域方面，从图 7可以看

出东昆仑的研究内容更多涉及到伟晶岩、花岗岩以

及金矿，而西藏地区的研究更多涉及锆石定年和Hf

同位素研究且研究面较为单一，东天山地区矽卡岩、

铅锌矿以及铁矿研究的更多。所有关键词共现关系

图呈现出近乎球状形态，表明不同的关键词之间存

在较高的交叉关联，反映不同地质领域的关键词往

往在研究主题或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各关键

词构成矿床学研究一个整体。

2.5 主题分析

"主题"是指对大量文献的内容进行主题建模

得到的一组相关的主题集合。每个主题代表一种潜

在的语义概念或话题，反映了地质领域研究中的不同

关注点或研究方向。通过解释和理解这些主题，可以

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行业领域的研究热点、关注

问题和研究趋势。主题分析主要涉及以下主题演化

分析和主题分布分析两方面。

2.5.1 主题演化分析

使用 LDA 算法对文献摘要进行主题演化分析

可以进一步挖掘该刊的热门研究方向，相较于关键

词而言，LDA算法可以提供更多的特征。通过多次

运行程序，并结合可视化工具，本文确定主题数为 5

（即最佳主题数），从而得到较为一致的主题划分结

果。表3列出各主题的详细信息。

根据对文献摘要进行 LDA 分析的结果可以发

现，《矿床地质》大致上可以分为5个不同的研究主题：

（1）主题 1的主题词主要与地质资源与找矿有

关，该主题可以归纳为区域成矿规律研究。

（2）主题 2主要涉及地层岩性、构造发育、性质

等，可能属于成矿背景与构造环境研究。

图6 《矿床地质》发文作者共现关系图

Fig. 6 Co-authorship network diagram of authors in Mineral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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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题 3主要与成矿阶段、成矿流体和矿物等

有关，可认为是成矿流体和矿化特征研究。

（4）主题 4的主题词表明，该主题涉及成岩成矿

年龄和岩浆热液成矿作用研究。

（5）主题 5包含元素、含量、比值和特征等主题

词，偏重元素富集成矿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5个主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将主题词的频数加和得到对应主题的总频数，然后绘

制出主题热度分布及趋势图（图8），从图中可以看出：

（1）2010~2015年期间，除主题5外，各个主题的

热度波动较大，其中主题 1方面的研究热度较高，但

2015年后热度骤降，近年又有所回升；

（2）主题 2方面的研究在 2015年后呈现出大幅

走低的趋势；

（3）主题 3方面的研究一直是该刊的主要热点，

且在近年研究中更为突出，明显高于其他主题；

（4）主题 4 自 2005 年之后就保持较高的热度，

且整体上有逐渐增强的趋势；

图7 《矿床地质》关键词共现关系图

Fig. 7 Co-occurrence network diagram of keywords in Mineral Deposits

表3 《矿床地质》LDA主题分析结果详情

Table 3 Details of the LDA topic analysis results in Mineral Deposits

注：相对于文献本身的关键词，主题词更侧重于整个文本词汇的全局视角。

序号

1

2

3

4

5

Top20主题词及其权重

0.007*"地质"+0.007*"地区"+0.006*"资源"+0.005*"基础"+0.005*"找矿"+0.005*"成矿带"+0.005*"分布"+0.005*"世界" +0.005*"矿产"+

0.004*"成矿"

0.011*"地层"+0.009*"构造"+0.009*"沉积"+0.009*"断裂"+0.008*"盆地"+0.008*"矿区"+0.007*"发育"+0.006*"分布"+0.005*"地区"+

0.005*"火山"

0.020*"阶段"+0.011*"石英"+0.010*"特征"+0.009*"成矿流体"+0.009*"黄铁矿"+0.009*"矿体"+0.008*"流体"+0.007*"矿石"+0.007*"硫

化物"+0.007*"成矿"

0.017*"岩体"+0.013*"年龄"+0.011*"花岗岩"+0.010*"锆石"+0.007*"矿区"+0.006*"地区"+0.006*"成矿"+0.006*"岩浆"+0.006*"辉钼矿

"+0.005*"花岗斑岩"

0.012*"富集"+0.011*"元素"+0.011*"特征"+0.007*"稀土元素"+0.007*"异常"+0.006*"含量"+0.005*"过程"+0.005*"岩石"+0.005*"比值

"+0.005*"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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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题 5方面的研究热度相对较低，但在近几

年的热度有较大提升。

研究表明，在上述 5个主题中，成矿流体和矿化

特征方向的研究是该刊近二十多年以来的主要热

点，且在近几年更为突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

研究重点；区域成矿规律、成岩成矿年龄和岩浆热液

成矿作用研究以及元素富集成矿等研究，在近年热

度有所提升。成矿背景与构造环境研究呈现逐渐走

低的趋势。

2.5.2 主题分布分析

通过绘制桑基图，本文将不同主题与作者之间

的关系进行可视化，从而进一步直观展示出不同主

题的分布，以及作者在该刊的贡献领域。利用LDA

分析 5 个主题。结合第一作者发文量作者排名

Top20，绘制出了主题分布桑基图，如图9所示。

在桑基图中，每个主题表示为一个节点，每个作

者表示为一个节点，通过连线表示主题与作者之间

的关联；连线的宽度可以表示作者在对应主题下的

贡献度或参与度的大小。从图中可以看出：

（1）主题热度区别：依据不同主题的宽度，主题

1、3相对于主题2、4、5的热度大；

（2）识别主题下的核心作者：连线宽度的大小

可以表示作者在该主题下的重要性或活跃程度，从

而识别主题的核心作者，例如：主题 3的贡献主要来

自毛景文、侯增谦、赵一鸣、聂凤军、张德全和杨富全

等人，他们的合作和活跃参与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

（3）分析作者的研究兴趣和倾向：通过观察作

者节点连接的不同主题节点，推测作者的研究兴趣

和倾向，可进一步了解他们在特定领域的专长和专

注程度，例如，毛景文的研究方向较集中于主题 1、主

题3和主题4方面。

2.6 论文被引情况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文章统计了截至 2023 年 6

月份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论文（表4）。

结果表明，总被引频次最高为 1232 次，最低为

298 次；年均被引频次最高为 88次，最低为 7次。根

据论文发表年份可以看出，这些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

集中在1999~2009年，尤其是1999年和2006年两年，

均分别占有5篇。由此可见，这个时间段是中国矿床

学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产出了许多影响力比较大的

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被引频率最高的论文是

2009年发表的关于锆石U-Pb 原位定年技术。该分

析方法广泛用于厘定与岩浆-热液矿床密切相关的

岩浆岩成岩年龄，继而间接限定矿床时代。另外，被

图8 《矿床地质》2000~2022年间不同主题的热度分布及变化趋势

Fig. 8 Heat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trends of different topics in Mineral Deposits from 200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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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频次位列第 2、3、4 的文章为侯增谦等（2006a；

2006b；2006c）有关于青藏高原大陆碰撞理论，说明

成矿理论创新和青藏高原是矿床学研究热点。

3 讨 论

3.1 刊文揭示矿床学发展趋势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矿床学研究主要有

2条主线。一条是以解剖典型矿床为基础，专注于矿

床类型和成矿过程（李建威等，2019），从成矿模式

（Cox et al.，1986）到成矿系列（陈毓川，1994），再到

成矿系统（翟裕生，2001）和成矿谱系（陈毓川等，

2003）。著名的成矿模式有斑岩型铜矿、卡林型金

矿、块状硫化物矿床、玢岩铁矿等。成矿系统和成矿

谱系等概念的提出，将矿床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

层次，从不同侧面强调成矿作用时空演化的过程。

另一条是以构造为纲，归纳区域成矿规律，最突出的

进展是构筑了板块构造框架下的现代成矿理论体

系，突出成矿作用过程的地球动力过程，通过解剖环

太平洋、古亚洲成矿域等增生型造山带（Yakubchuk

et al.，2005），阐释了增生造山带成矿机制（Groves et

al.，2005；Kerrich et al.，2005；Groves et al., 2007；

Bierlein et al., 2009）；通过研究青藏高原，构建了碰

撞造山环境斑岩铜矿成矿模式（芮宗瑶等，2003；侯

增谦，2010；Hou et al., 2015）；通过对秦岭造山带的

矿床实例研究，创建碰撞造山-成矿-流体作用(简称

CMF)的构造模式（陈衍景，1996；2002）；通过对中国

东部中生代大规模成矿作用（包括华南地区中生代

巨量钨锡矿床和西南地区大面积低温矿床）的研究，

提出陆内大规模成矿与古太平洋俯冲和后俯冲有关

（毛景文等，2005；2007；Hu et al., 2012；2017；Mao et

al., 2011；2013；2021a；2021b）。近年来，随着地球系

统科学的提出和发展，研究开始强调从整体出发，将

地核、地幔、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看作是有

机联系的地球系统（翟裕生 , 2004；Steffen et al.,

2020）。该研究方向在矿床学方面体现为，原有的两

条主线合而为一，从地球圈层相互作用与元素循环

富集的角度来审视成矿问题（蒋少涌等，2019；Wang

et al., 2020）。

上述研究进展在《矿床地质》上都有明显体现，

主线一典型矿床解剖具体从前面归纳的主题 3（成矿

流体和矿化特征研究）和主题 4（成岩成矿年龄和岩

浆热液成矿作用研究）得以体现；以构造成矿为研究

的主线具体表现为主题 1（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和主

题 2（成矿背景与构造环境研究），而主题 5（元素富

集成矿研究）则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体现。各个

主题都有大量文章在《矿床地质》刊出。

另外，《矿床地质》的大多数刊文都得到国家科

技项目资助，主要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科技

部项目（图 3）。因此，刊文主题非常贴合国家科研项

目的设立内容，也反映出研究重点和热点对期刊的

图9 《矿床地质》主题分布桑基图

Fig. 9 Sankey diagram of topic distribution inMineral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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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

委设立了一系列重大研究计划。其中，与矿床有关

的包括：2007 年启动的华北克拉通破坏、2017 年特

提斯地球动力系统、2018年启动的西太平洋地球系统

多圈层相互作用、2019年启动的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

富集成矿动力等。由于这些都是最新研究动态，所以

在上文的分析统计中体现的不够充分。但是，已经有

不少相关文章在该刊发表。例如，翟明国（2010）关于

华北克拉通形成演化与成矿作用的研究；毛景文等

（2019a；2019b）系统总结中国近年来关键金属方面的

表4 《矿床地质》总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论文（检索时间为2023年6月）
Table 4 Top 20 papers in terms of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in Mineral Deposits (retrieval in June 2023)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论文题目

LA-MC-ICP-MS锆石微区原位U-Pb定年技术

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Ⅱ.晚碰撞转换成矿作用

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Ⅰ.主碰撞造山成矿作用

青藏高原碰撞造山带：Ⅲ.后碰撞伸展成矿作用

论华南地区中生代3次大规模成矿作用

试论中国东部中生代成矿大爆发

浅议大规模成矿作用与大型矿集区

华北克拉通的形成演化与成矿作用

冈底斯斑岩铜矿(化)带：西藏第二条“玉龙”铜

矿带?

东秦岭钼矿类型、特征、成矿时代及其地球动力

学背景

埃达克岩:斑岩铜矿的一种可能的重要含矿母

岩——以西藏和智利斑岩铜矿为例

胶东金矿形成期间地幔流体参与成矿过程的碳

氧氢同位素证据

东秦岭地区钼矿床的铼-锇同位素年龄及其

意义

冈底斯斑岩铜矿成矿时代及青藏高原隆升

云南白秧坪银铜多金属矿集区碳氧同位素组成

及其意义

中国东部大规模成矿时限及其动力学背景的初

步探讨

东秦岭深源浅成型花岗岩的成矿作用及地质构

造背景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铜陵矿集区铜多金属矿床

模型

中国东部燕山期岩石圈软流圈系统大灾变与成

矿环境

关于层控式矽卡岩型矿床——以安徽省内下扬

子坳陷中一些矿床为例

第一

作者

侯可军

侯增谦

侯增谦

侯增谦

华仁民

华仁民

毛景文

翟明国

曲晓明

李永峰

侯增谦

毛景文

黄典豪

芮宗瑶

刘家军

毛景文

卢欣祥

毛景文

邓晋福

常印佛

关键词

地球化学；锆石；LA-MC-ICP-MS；U-Pb年代学

地质学；晚碰撞；转换成矿；动力学背景；深部

过程；构造控制；造山带；青藏高原

地质学；大陆碰撞造山；构造-岩浆作用；深部

过程；成矿作用；青藏高原

地质学；后碰撞；钾质岩浆岩；成矿作用；深部

过程；青藏高原

地质学；中生代；燕山期；大规模成矿作用；岩

石圈演化；华南；综述

中生代；成矿大爆发；中国东部

大规模成矿；大型矿集区；成矿大爆发；成矿地

球动力学

地质学；华北克拉通；陆壳演化；构造背景；成

矿作用

冈底斯；碰撞造山带；花岗斑岩；斑岩铜矿带

地质学；东秦岭钼矿；时空分布；地球动力学背

景；综述

地质学；斑岩铜矿；含矿斑岩；埃达克岩；成矿

模式

金矿床；胶东；地幔流体；碳氧氢同位素

钼矿床；187Re和 187Os同位素；Re-Os年龄；东秦

岭地区

地球化学；SHRIMP年龄；钾长石钾氩年龄；辉

钼矿；铼锇年龄；青藏高原隆升

地球化学；热液碳酸盐；碳氧同位素组成；水-

岩反应；银铜多金属矿集区；白秧坪；滇西

大规模成矿作用；成矿时限；地球动力学背景；

中国东部地区

深源浅成型花岗岩；成矿作用；构造演化；东

秦岭

地质学；矿床模型；斑岩-矽卡岩矿床；铜陵地

区；长江中下游地区

岩石圈软流圈系统；成矿环境；大灾变与大爆

发；岩石圈尺度的不连续；岩浆流体成矿系统

和亚系统

发表

年份

2009

2006

2006

2006

2005

1999

1999

2010

2001

2005

2003

2004

2000

2003

2004

2000

2002

2009

1999

1983

总被引

频次

1232

579

550

545

511

496

460

447

443

418

391

379

363

360

359

353

338

323

298

298

下载

频次

4975

3822

4115

4302

2190

1610

1458

5092

1295

2149

2138

1892

911

1402

1450

1226

1231

2594

878

971

年均被

引频次

88

34

32

32

28

21

19

34

20

23

20

20

16

18

19

15

16

23

1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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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矿勘查进展及成矿作用认识；邓军等（2010）关于三

江特提斯成矿的综述性文章等。可见，国家级科研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矿床地质》刊文主流方向，受

国家科研项目资助的文章一般具有重要影响力。因

此，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研究团队应该成为邀约高

质量稿件的目标群体（李学军等，2012）。

3.2 勘查技术和测试技术方法新进展

3.2.1 勘查技术应用

矿床学是一门经济技术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综合

性学科，其研究目的是为找矿、勘探和开发利用矿产

资源提供科学指导。《矿床地质》发表了大量关于新

发现矿产地、新矿物以及新类型矿体的文章，例如长

江中下游成矿带丰山矿田发现的新类型金矿-远端

浸染型金矿床（谢桂青等，2017），贵州晴隆丁头山铅

锌矿床发现硒超常富集（周家喜等，2020）等。很多

新矿床报道的文章清楚地介绍如何应用成矿理论或

者成矿模型指导找矿勘查，例如通过对胶东金矿成

矿地质因素，集成建立了胶东金矿系列成矿模式，包

括反映不同矿化类型的单一成矿模式和侧重于不同

矿化类型空间关系与配置的区域成矿模式，最终形

成了阐述成矿机制与矿床形成过程的胶东金矿热

隆 -伸展成矿模式，并指导深部找矿（宋明春等，

2020；2023）。这些工作都极好地显示了矿床学的创

新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反复

探索过程（李建威等，2019）。

除了新发现的成果，关键勘查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在找矿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技术包

括高光谱遥感、勘查地球物理探测、勘查地球化学探测

及地学大数据与3D/4D建模技术等(曾庆栋等，2021)。

高光谱数据拥有众多的波段，包含丰富的光谱细节信

息，可用来精细区分和识别地表的岩性和热液蚀变矿

物（Bishop et al., 2011），特别是在资料缺乏、地形复杂

地区，高光谱数据可以协同多光谱数据，实现快速地质

勘查。因此，这方面成果在找矿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例如西藏念村矿区（杨志明等，2012）、福建紫金山

矿集区（张锦章，2013；赖晓丹等；2023）。然而，除了高

光谱遥感，其他几个方面的勘查技术在《矿床地质》发

表的文章较少，这是未来需要加强的刊文方向。

3.2.2 测试技术方法

《矿床地质》自发刊以来，就非常重视新技术新

方法在矿床学中的应用，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

硅同位素分析及应用(丁悌平等，1988)、稳定同位素

体系定量理论模式研究(郑永飞，2001)、硼、锂、铜、

锌、铁、氦和氮等同位素示踪方法（侯可军等，2008；

Wang et al., 2011）和金属矿床直接定年（蒋少涌等，

2002）等。进入 21 世纪，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对矿

床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新要求（陈华勇，

2020）。LA-ICPMS原位分析技术的日臻成熟，为矿

床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窗口。里程碑式的进展体现在

Large 等 (2011)根据 LA-ICPMS 对黄铁矿的微量元

素面扫描研究，从而对造山型金矿成矿过程提出了

新认识。国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Yuan 等（2011）

利用原位 LA-MC-ICP-MS分析获得了锡石的 U-Pb

年龄，此后一些备受沉积及岩浆热液成因争议的大

型锡多金属矿床得到了准确的年龄证据支持，如大

厂（Guo et al., 2018a）和个旧（Guo et al., 2018b）。张

红雨等（2022）详细介绍了 LA-ICP-MS 分析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其在分析黄铁矿微量元素指示金矿床成

因方面的研究进展。此外，侯可军等（2009）开发出锆

石LA-ICPMS定年技术方法，发表在《矿床地质》上，

该文章已经引用达到1200余次，影响深远。另外，利

用原位分析技术指示成矿物质来源，成矿流体成分，

分析矿物沉淀的物理化学条件变化、精细刻画成矿过

程等主题研究也越来越多（Xie et al., 2018；胡欢等,

2022），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综上，对比各大主流地质类科技期刊，笔者发现

与测试技术应用相关的科技论文最有可能成为高被

引文章，比如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MC-ICP-MS）Hf

同位素研究（侯可军等，2007）、锆石 SHRIMP 年龄

（宋彪等，2002）、辉钼矿铼-锇同位素定年（杜安道

等，1994）等。因此，与新测试技术研发及改进相关

文章的应受到格外关注。

3.3 与国际知名期刊对比

国际上，矿床学领域的两大著名期刊，Minera⁃
lium Deposita和Economic Geology的报道方向及发文

内容被认为引领矿床学研究的前沿。为了解《矿床

地质》的载文内容与热点在国际矿床学领域中的水

平和地位，本文以上述两种期刊为参照，梳理出同类

期刊在发文量与内容等方面的异同点。

Mineralium Deposita 刊文栏目包括论文、社论材

料、综述论文、会议论文和在线发表和书籍评论。

1982~2022年期间发文量共计 2306篇，年均约57篇，

其中，论文为 2029，综述文章为 54 篇，讨论 24 篇。

Economic Geology在这个时间段中发文 2812篇，年均

约 70 篇，其中论文 2220 篇，综述文章为 75 篇，讨论

80篇。《矿床地质》的栏目设置包括研究论文、最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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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研究进展、书评等，近二十年来三个期刊的年度

发文量总体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图 1），但是短期都保

持相对的稳定。其中，《矿床地质》的年发文量 84

篇，略高于二者，说明优质期刊应在控制发文量稳定

的前提下，重点追求文章内容质量。

为了探究最新热点，本文针对 3 个期刊载文做

了进一步筛选。3 个期刊在 2013~2022 年间的发文

量分别为 846篇、682篇和 1462篇（图 1），可见《矿床

地质》近十年的发文量与Economic Geology和Minera⁃
lium Deposita的总体之和相当。通过分析关键词，可

以梳理出不同期刊在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Eco⁃
nomic Geology的数据中缺失关键词字段，因此使用

Keywords Plus字段的数据替代；而Mineralium Deposi⁃
ta仅部分载文缺失关键词，可将标题和摘要输入到

ChatGPT(GPT-3.5)中，由其自动抽取出关键词；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将 Economic Geology和Mineralium
Deposita的关键词进行整体统计。

分别选取各刊 Top50 关键词，绘制关键词共现

关系图。Economic Geology的关键词共现关系图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圆形轮廓（图 10a），说明各个关键词

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且中心词的特征明显，如：

geochemistry 和 evolution。Mineralium Deposita则次

之，其共现关系图虽呈现出一定的圆形轮廓 (图

10b)，但部分词汇仅与少量词汇存在联系，关键词间

的紧密度次之。由于两个外文期刊的中心词较为相

似，因此可将Economic Geology与Mineralium Deposita
两期刊的统计结果进行整合，从在共现关系图中得

到更为显著的中心词（图 10c）。《矿床地质》的共现关

系图（图 10d）呈不规则形状，关键词之间的紧密程度

较为有限，未能形成明显的中心词。

通过进一步筛选关键词（表 5）可以看出，Eco⁃
nomic Geology主要关注地质年代学和年代测定（geo‐

chronology 和 stable-isotope）、矿床成因和地质特征

（evolution、mineralization、origin、genesis、hydrother‐

mal alteration、fluid inclusions 和 greenstone belt）、地

球化学（geochemistry和 trace elements）、区域性矿床

研究（district和 Western-Australia），岩石和矿物研究

（rocks），以及热点矿床研究（gold deposits、copper-

deposit）等。Mineralium Deposita重点关注地质年代

学和年代测定（geochronology 和 sulfur isotopes）、矿

表5 2013~2022年《矿床地质》、Economic Geology 和Mineralium Deposita 关键词排名前20汇总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Top 20 keywords in Mineral Deposits, Economic Geology and Mineralium Deposita from
2013 to 2022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conomic Geology

Top20关键词

geochronology

evolution

mineralization

geochemistry

deposits

origin

trace elements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fluid inclusions

constraints

systems

rocks

district

stable-isotope

gold deposits

genesis

copper-deposit

geology

Western-Australia

greenstone-belt

词频

227

174

120

106

98

78

71

58

51

50

43

42

41

39

39

36

36

32

32

30

Mineralium Deposita

Top20关键词

geochronology

gold

fluid inclusions

trace elements

geochemistry

orogenic gold

sulfur isotopes

platinum-group elements

magnetite

mineralization

pyrite

skarn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evolution

China

porphyry

South China

Kalgoorlie

hydrothermal

Archean

词频

88

53

50

43

35

28

24

20

20

19

18

16

16

15

15

14

13

12

11

11

Economic Geology+ Mineralium Deposita

关键词

geochronology

evolution

geochemistry

mineralization

trace elements

deposits

fluid inclusions

origin

gold

hydrothermal alteration

constraints

gold deposits

platinum-group elements

systems

rocks

district

orogenic gold

stable-isotope

genesis

copper-deposit

词频

315

189

141

139

114

106

101

86

82

74

60

48

45

44

43

43

42

41

40

39

矿床地质

Top20关键词

流体包裹体

矿床成因

锆石U-Pb定年

地质特征

内蒙古

成矿流体

西藏

成矿规律

成矿作用

金矿床

闪锌矿

矿床地质特征

黄铁矿

成矿时代

找矿方向

铁矿床

矽卡岩

稀土元素

新疆

成矿物质来源

词频

105

58

55

54

44

43

42

40

38

34

33

32

32

32

31

28

27

26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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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成因和地质特征（fluid inclusions、orogenic gold、

mineralization、hydrothermal、hydrothermal alteration、

evolution 和 Archean）、地球化学（geochemistry、trace

elements和 platinum-group elements）、区域性矿床研

究(China、South China 和 Kalgoorlie)、岩石和矿物研

究（magnetite、pyrite、skarn和 porphyry），以及热点矿

床研究（gold）等。从整体统计来看，Economic Geolo⁃
gy与Mineralium Deposita两期刊在地质学和矿床学

领域有许多共同点。相比之下，《矿床地质》的关键

词粒度更为精细，作者认为和它的涵盖面相对局限，

多限于国内，不像两大国际期刊涉及全球矿床有关，

比如，矿床成因和地质特征（流体包裹体、矿床成因、

地质特征、成矿流体、成矿规律、成矿作用、矿床地质

特征、成矿时代和成矿物质来源等）、地质年代测定

（锆石U-Pb定年）、区域性矿床研究（内蒙古、西藏和

新疆）、岩石和矿物研究（闪锌矿、黄铁矿和矽卡岩）、

热点矿床研究（金矿床和铁矿床），以及地球化学（稀

土元素）等。此外，《矿床地质》在微量元素和铂系元

素方面的相关成果不够显著。

总之，《矿床地质》在矿床地质领域的研究涵盖

了广泛的主题，但在一些新兴领域或跨学科研究方

面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后续可不断拓展研

究领域，积极促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以便更好

地推动矿床地质学的发展。

4 结 论

通过大数据分析表明，《矿床地质》一直紧跟世

界矿床学研究前沿，在某些方面甚至引领学科发展。

创刊 40 多年以来，为从事矿床普查、勘探、教学、科

研工作的众多地质人员搭建起了经验和成果的推广

和交流平台。所有刊文作者，尤其是发文量排名靠

前的作者，都对矿床地质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基

于对已刊文献的统计学研究，作者得出以下结论，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未来刊文继续围绕区域成矿规律、成矿背景

与构造环境、成矿流体和矿化特征、成岩成矿年龄和岩

浆热液成矿作用、元素富集成矿等五大研究主题。

（2）刊文内容需要继续重视原创成矿理论、找

矿勘查新发现，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矿床学中的应用

等方面，尤其应侧重成矿理论和勘查实践紧密结合

的文章。

（3）刊文应加强与微区矿物的精细研究、微量

元素和铂族元素等相关文章。

当前社会正处在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科技

期刊正经历从传统纸媒向新媒体转变过渡。期刊工

作者应整合多种资源，从内容、服务和传播等多方面

入手，有助于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内容方面，即把

握上述的刊文内容，注重文章质量。服务方面，可以

针对热点研究方向进行专辑策划，并向国家重点项

目承担团队组约优质稿件。传播方面，努力申请加

入国际数据库检索、加快多新媒体平台建设等。多

项并举将会有效吸引优质稿源，从而保证中文科技

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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