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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产出了大量的科学本底数据以及资料、图集、论文等成果，这些成果支撑着不

同领域的科技创新产出。为了评估分析这些成果产出的领域布局及其影响力，根据2006—2015年立项的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项目所产生的2 650篇学术文献，并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研究主题、产出机构、发文期刊、发文趋势等方面进

行统计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论文发文集中在2009—2018年，反映出论文具有2 ～ 3年的迟滞长尾效应；具有中文论

文远多于英文论文、领域覆盖面广、主要产出单位以中央国家级院所为主等基本特点；中文论文成果领域主要分布在

中医、地理、农业、地质、林业、矿业、地震、气象、生态等领域，但在工程、材料、海洋、天文、物理等领域的成

果不够突出；英文成果领域有生命、地质、地球物理、植物、生态、青藏高原、水土保持等，且成果多集中在生物多

样性（植物科学）、地球科学以及多学科交叉领域。在此基础上，提出扩大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效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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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基础资源是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的基础科技数据与资料、自然科技

资源及各类标本（样品）等资源的统称。科技基

础资源调查专项是由中央财政资金设立，面向国

家科学研究需求，开展获取自然本底科学数据、

绘制科技图集图件、整理科技资料等公益性、系

统性、战略性的科技基础工作 [1-2]，对推动科技

资源的开放共享 [3]、支撑推进国家科技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4]，科技资源和科

学数据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务院办公厅就科研

基础设施向社会开放提出了意见，明确表示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前提是有效的资源共享 [5]。为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指示，科技部制定和发布了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办法》[6]，重组

20 个学科领域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利用科技资源

在国家层面设立综合性、基础性公共服务平台 [7-8]。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成果数据汇交是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对外服务的重要资源

保障来源之一。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按照国家科学

数据汇交管理规定 [9]接收了 2006—2015 年立项

的 180 个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汇交的

成果和数据，涉及生物科学、古人类学、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等多个领域。随着科技

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持续开展，各界对其成果也

越来越关注 [10]。目前，迫切需要对科技基础资

源调查成果在各领域的布局和专题影响力进行深

入分析，为未来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发展提

供规划指导参考。尽管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以

数据和资料产出为主，但是不同领域的科技基础

资源调查项目科技论文产出也很丰富。通过对这

些论文成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能够客观反映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成果所聚焦的研究主题、学

科领域及影响力等。为此，本文以专题资助产生

的科技论文为对象，对论文成果中的中文论文和

SCI英文论文分别进行计量分析，挖掘其热点主

题覆盖面、产出机构、产出数量及质量以及研究

趋势等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发展形势与新的发展

需求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汇交的论文。论文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

据中心网站（www.geodata.cn）。截止检索日期

amount of scientific background data as well as information, atlases, papers and other results, which support the 
outpu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fields. In order to asses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omain 
layout of these outputs and their thematic impact, this study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based on 2650 academic literature generated fro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ources survey projects 
established from 2006 to 2015, based on bibliometric methods on their research themes, output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journals, and publishing trend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paper releases was from 
2009 to 2018, reflecting a 2-3 year delayed long-tail effect of papers. The overall results of the dissertation reflec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ar more papers in Chinese than in English, wide coverage of the field, and 
the main output units are mainly the central national institutes. The result areas of Chinese paper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medicine, geography, agriculture, geology, forestry, mining, earthquake, 
meteorology, ecology, etc., but the achievements in engineering, materials, ocean, astronomy, physics and other 
fields are not outstanding enough. The English result fields include life, geology, geophysics, plants, ecology, 
Qinghai-Tibet Plateau,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tc. And the result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biodiversity 
(plant science), earth science a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section fields. On this basis, five suggestions for 
expan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peci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basic resource survey were put forward.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resources survey, basic work, data remittance,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sults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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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平台共收录了 2006—
2015 年立项的有论文汇交的 127 个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专项项目，汇交的论文成果总数量为 4 357
篇，其中有一部分是专著、报告等。根据该项目

目录，从中文知识库CNKI以及英文论文库Web 
of Science中检索到 2006—2020 年发表的论文

3 754 篇。其中，中文文献有 2 523 篇，英文文献

有 1 231 篇（包括SCI的 127 篇）。本文对其中的

中文论文和SCI论文（总计 2 650 篇）进行计量

分析，探索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汇交成果

的领域布局与影响力。本文主要运用可视化分析

技术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产出论文的发

文趋势、产出机构、载文期刊等内容以知识图谱

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采用DDA（Derwert Data 
Analyzer）软件对中英文文献的关键字段进行分

析，对关键词和研究机构字段进行机器与人工清

洗；分别依据中英文论文的关键词字段，应用

VOSviewer软件对论文中的高频主题词和关键词

进行聚类，并分别对每个聚类进行命名和解读，

直观反映其研究热点主题及领域。

2 中文论文分析

2.1 发文量趋势分析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论文总体发文量

情况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自 2006 年

国家科技基础资源专项成立以来，资助项目逐渐

增多，论文发文量持续增长，在 2017 年达到最

高，年度产出 314 篇。之后，由于此批汇交项目

陆续结题，但仍然有后继长尾成果发表，2017 年

之后产出论文逐渐减少且新增都是中文，SCI在
考核期结束后没有新的论文产出。这反映出两个

显著的特点：一是中文论文要远高于英文论文，

符合我国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成果主要在国内的特

点；二是论文具有长尾效应，在论文集中产出的

项目执行期后，存在一段时间的成果延续发表问

题，这也为部分数据设定保护期提供依据。目前

成果延续的时间主要是 2 ～ 3 年。

2.2 论文成果形式分析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中文论文总计 2 523
篇，其中期刊论文占总论文数量的 94.53%，共计

2 385 篇（图 2）。其中，期刊专辑有 4 份；国内外

会议论文有 31 篇；学位论文有 99 篇，其中硕士论

文有 84 篇，博士论文有 15 篇，学位论文占总论文

数量的 3.9%。由此可见，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论文成果中，硕博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比较欠缺。

2.3 论文产出机构分析

对第一发文单位发文量进行统计分析，数

据显示共计 354 个机构作为论文第一研究单位发

图 1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中英文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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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其中发文量前 7 位（发文量大于 50 篇）的

机构中，中国中医科学院最多，论文产出量为

133 篇，紧随其后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别为 125 篇和 117
篇，其次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东北林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及中国地震

局。图 3 展示了发文数量大于等于 30 篇的第一

发文机构。这些研究机构所属的领域大体分布在

中医、地理、农业、地质、林业、矿业、地震、

气象、生态等领域，这与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的总体布局是相符的。但同时，也反映出在天

文、物理、海洋、材料等领域的成果不够突出，

这些领域的进展值得进一步监督指导。在机构布

局中，主要的产出单位以中央级国家院所为主，

中国科学院的优势地位较为明显，但同时也发现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带动了东北、西北等区域

高校的发展。

2.4 主要发文期刊

成果发文所在的期刊能够体现出其研究的

主要学科领域和水平。基于CNKI平台统计，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的论文载文于 637 种期

刊，其中 291 种发文期刊为核心期刊。这反映出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领域覆盖面非常广，也

是符合其专项领域多样性的定位的。载文数量大

于 30 篇的期刊，主要是《人类学学报》《中国中

药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杂志》《生态学报》《冰川冻土》《东北林业大学》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和《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9 种刊物。载文数量大于 20 篇的期刊有 19 种，

载文总数达 617 篇（图 4）。在图 4 中带“*”的

图 2 研究成果类型及其数量

图 3 第一发文单位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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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为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期刊a”

的期刊，经统计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论文

的投稿期刊中有 34 种期刊入选该计划，共载论

文 333 篇。由此可见，汇交的中文论文有相当数

量发表在有较高影响力的中文期刊上，其科技资

源调查的成果质量较高。如在地理科学领域，多

种期刊载文居前。《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地

理学报》分别是我国测绘领域和地理领域排名第

一的期刊。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期刊和《资源

科学》均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

办。一方面，反映了该机构拥有地理学会、自然

资源学会两大旗舰刊物，具有成果影响力；另一

方面，反映了该机构脱胎于原自然资源综合科学

考察委员会，具有自然资源科学考察的长期人才

和技术储备。

2.5 研究热点主题

利用关键词共现的方法，对中文期刊发文主

题进行识别和分析。通过聚类分析得到 5 个热点

a　 参见https://www.cast.org.cn/art/2021/9/26/art_458_169280.html、https://www.cast.org.cn/art/2019/11/25/art_458_105664.html。

研究主题，分别为“基于树木年轮的气候变化研

究”“土地利用方式相关的土地退化研究”“中药

资源与茶树等农作物资源的调查”“多地重金属

污染与健康风险评价”“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

古人类学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图 5 所示，

“基于树木年轮的气候变化研究”主题包括

基于树轮研究气候变化历史、森林群落的时空变

化特征和特定树种的碳储量变化，研究地点集中

在我国东北地区和黄土高原；“土地利用方式相关

的土地退化研究”主题包括不同土地利用引起的

土壤侵蚀问题、水土流失问题、土壤有机碳变化

和景观变化，特别是在我国小麦种植区；“中药

资源与茶树等农作物资源的调查”主题主要调研

了我国多地中药资源、茶园种质资源与病虫害天

敌的分布，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中药资源的空间分

布，茶树等农作物资源及其病虫害的分类与基因

编码；“多地重金属污染与健康风险评价”主题主

要研究了我国渤海地区和青藏高原的重金属污染

图 4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论文载文量大于 20 篇的期刊

注：“*”为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期刊”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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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其健康风险；“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古人

类学研究”主题研究内容集中在旧石器时代石制

品的观测与处理，主要研究地点位于泥河湾盆地

和长白山区域。

3 国际论文分析

3.1 合作研究国家分布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英文SCI论文成果

涉及多个合作国别。图 6 显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

专项项目开展期间与 15 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展开

了合作。合作产出的SCI论文数量共计 44 篇，占

总篇数的 34%，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

荷兰、日本等，其中与美国合作发表的论文有 14
篇，占比最高。由此可见，我国与欧美的一些科

技强国在成果合作仍是主体，同时也反映出与我

国周边国家在科技基础资源调查合作上的成果并

图 5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研究主题分析

图 6 SCI论文的合作国家图示

审图号：GS(2020)4392号

1：57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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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突出，尚未形成“一带一路”的合作态势。

3.2 论文产出机构分析

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汇交SCI论文

的第一发文机构进行统计，表明以第一单位身份

发文的国内外机构共计 37 个，其中国内机构有

30 个（发文 120 篇）、国外机构有 7 个（发文 8
篇）。由此可见，无论是第一发文机构的数量还

是SCI发文数量，国内机构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

位，存在明显的两极化。今后仍应增加更多多样

性的国际合作成果。发文数量大于 1 篇的机构共

计 20 个（图 7）。中国科学院下属机构共计发文

69 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发文量占比最高，为 24.2%。这反映出中国科学

院在基础调查领域中的基础前沿领域具有突出优

势，其国际合作成效最为明显，涉及领域或区域

有生命、地质、地球物理、植物、生态、青藏高

原、水土保持等。

进一步分析其二级发文机构。二级发文机

构共有 129 个，其中发文数量大于 5 篇的单位共

16 个（图 8）。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研究所参与发表的科学论文占绝对主导地位， 有
36 篇，占论文总数的 28.1%。在发文数量大于 4
篇的 16 个机构中有 8 个为中国科学院所属机构，

包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和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

所。在其他机构中除四川大学、北京大学等综合

性高校外，也涌现出个别地方机构，如宁夏回族

图 7 SCI第一发文机构发文数量

图 8 SCI二级发文机构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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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这反映出在人类文明考

古等领域的中国地域差异和研究优势特色，这些

考察对于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3.3 载文期刊分布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累计发表 127 篇

SCI论文，刊载于 62 种期刊上，其中发文量大于

2 篇的有 11 种。图 9 显示了其中 9 种期刊（其

中《Chinese Science Bulletin》和《African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在 2021 年未被SCI收录，因

此未纳入图 9）的载文数量、影响因子和期刊影

响因子百分位数值a。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论文

都发表在《Quaternary International》和影响因子

为 4.098 的《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Svolution》
期刊上，其他 7 种期刊的发文量均匀分布。这反

映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汇交水平普遍较高，

且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植物物种）

和地球科学等方面。

a　 影响因子百分位将期刊影响因子排名转化为百分位值 ,从而使期刊的横向比较更加直观。对影响因子百分位进行分析，有利于了

解该指标的特点 ,从而对期刊评价工作提供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b　 WoS核心合集的引用数量。

c　 一篇文献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CNCI） 是通过其实际被引次数除以同文献类型、同出版年、同学科领域文献的期望被引次数

获得的。当一篇文献被划归至多于一个学科领域时，则使用实际被引次数与期望被引次数比值的平均值。一组文献的CNCI，如某个

人、某个机构或国家，是该组中每篇文献CNCI的平均值。

d　 WoS对期刊按照 252 个学科方向进行了分类标引，一种期刊可以同时属于多个WoS学科分类。

3.4 学科领域及其影响力

基于 Incite数据库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

产出的 127 篇SCI论文所含学科领域的发文数量、

被引频次b及学科规范化影响力指数c等进行分

析，揭示本文研究在各学科领域研究实力和学术

影响力。以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体系d为准，

本文研究的产出论文分布在 32 个细分研究领域，

形成论文学科领域热词图（图 10）。分析热词出

现次数可以得到排名前 10 位的学科领域分别为：

植物科学（33 次）、地球科学&多学科（24 次）、

多学科科学（18 次）、进化生物学（12 次）、自

然地理学（11 次）、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10
次）、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8 次）、生物技术

与应用微生物学（8 次）、人类学（7 次）、生态

学（6 次）。学科涉及频次为 1 和 2 的发文数量分

别占比 9.38%、4.69%，占比都不大，这反映出

英文SCI论文成果多产出在生物多样性领域（植

物科学）、地球科学以及多学科交叉领域。

对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图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Nordic Journal of Botany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Radiation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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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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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本文研究SCI论文的来源期刊分布及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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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图 11 中，X轴和Y轴分别表示被引频次

和学科规范化影响力指数、点的大小代表学科领

域发文数量。发文数量表征了科研生产力，被引

频次表征了科研总体影响力，学科规范化影响力

指数排除了时间和学科因素的影响，反映了一组

文献在所属学科领域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位于第一象限的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学

科的总被引频次、学科规范化影响力指数远高于

其他学科，表明其成果影响力较强，研究规模较

大。位于第二象限的人类学学科的学科规范化

影响力指数较高，但总被引频次相对较低，说明

其成果影响力较强，但研究规模在TOP 10 学科

中相对较小。处于第三象限的学科包括进化生物

学、自然地理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生物

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生态学和多学科科学，其

成果影响力和研究规模在TOP 10 学科中相对较

小。植物学和地球科学&多学科的发文量最大，

都处于第四象限，说明其成果影响力在TOP 10
学科中相对较小，但研究规模相对较大。

以上结果显示，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SCI
论文中人类学学科有着绝对的领先地位。结合人

类学领域发文期刊的影响因子百分比进行分析，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在人类学领域的产出虽然

数量不多，但科研效率较高。植物学和地球科学

&多学科的科研产出成果丰硕，但是科研影响力

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5 研究主题

利用关键词共现的方法对产出论文进行聚类

图 10 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SCI论文涉及学科领域热词分布

图 11 SCI论文的前沿研究领域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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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可明确论文的研究领域及主题。对论文核

心主题词聚类分析后得到 3 个簇，分别为“旧石

器时代气候变化与古人类生活研究”“内转录间

隔区系统发育分型研究”“高原地区植物核型进

化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图 12 所示。

“旧石器时代气候变化与古人类生活研究”

主题的研究内容是旧石器时代气候变化对古人类

生活的影响，涉及古人类群落演变、殖民等问

题。“内转录间隔区系统发育分型研究”主题的

主要研究内容是采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植物

的系统发育分型、起源和进化史。“高原地区植

物核型进化研究”主题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从系统

发育和生物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植物的核型进化问

题，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百合科、伞形科、柴胡科

和菊科等多种植物，主要研究地点集中在中国青

藏高原地区。

图 12 本研究SCI论文的主题聚类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结合对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成效评估的总

体需求，本文基于 2006—2015 年立项的国家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汇交的 2 523 篇中文论

文和 127 篇SCI论文，开展其领域布局及其影响

力的分析。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相应

的研究主题、产出机构、发文期刊、发文趋势、

学科领域及影响力，对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

目产出论文以知识图谱形式进行可视化展示，直

观反映其研究领域布局及其优势专题影响力。研

究发现，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项目汇交论文发

文集中在 2009—2018 年，反映出论文具有 2 ～ 3

年的迟滞长尾效应，在论文集中产出的项目执行

期后，存在一段时间的成果延续发表问题，这也

为部分数据设定保护期提供依据。汇交论文反映

出 3 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中文论文要远高于英文

论文，二是产出论文的领域覆盖面非常广，三是

主要的产出单位仍以中央级国家院所为主。这均

与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的定位相符。中文成

果论文领域主要分布在中医、地理、农业、地

质、林业、矿业、地震、气象、生态等领域，但

在工程、材料、海洋、天文、物理等领域的成果

不够突出。这一领域分布状况既与科技基础资源

调查专项的立项项目布局有关 [1]，也与其后期项

目管理和实施过程紧密相关，值得进一步跟踪和

指导。这些领域的英文成果涉及领域或地区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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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地质、地球物理、植物、生态、青藏高原、

水土保持等，且成果多集中在生物多样性领域

（植物科学）、地球科学以及多学科交叉领域。反

映中国独特文化的古人类学领域的产出论文相对

较少，但科研效率较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

究的论文是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当前汇交的论

文，由于各项目的汇交程度不一，可能没有覆盖

全部专项支撑产出的论文。

4.2 发展建议

一是要进一步做好专项的顶层设计，促进

专项的整体成效提升。专项在成果产出领域方面

的布局并不均衡，在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

人口健康领域的进展较为明显，但是在工程、材

料、海洋、天文等领域显著滞后。因此，要在总

体上加强顶层设计，针对国家急需数据资源领域

优化布局，监督和跟踪成果不显著领域的情况，

发现原因并综合分析，提高专项的整体成效。

二是要深化学科和领域特色，逐渐加强专项

定位。当前研究发现，目前在生物多样性领域、

地球科学、多学科交叉领域成果产出最多。要进

一步总结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和学科优势，凝炼形

成专项特色和长期定位。不断在调查工作中，梳

理主体贡献学科领域，发扬优势并提高产出和贡

献，从而进一步明确夯实专项在国家的定位并长

期稳定发展。

三是要加强科技基础专项基础调查人才培

养，提高人才类成果输出。在对国内论文成果形

式进行分析时发现，绝大多数的中文论文形式都

是期刊论文，而学位论文不到 4%。由此可以看

出，硕博士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比较欠缺，今后

需要加大在基础调查领域中“生物分类”“资源

调查”“资源科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

生等后继人才培养。

四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和成果

产出，提高国际间合作成效。目前，在产出论文

中，相比国际合作论文，国内论文占绝对优势，

这与我国以国内调查为主的实际情况相符。在国

际论文中，与欧美的一些科技强国在成果合作占

据绝对主体，反映出与我国周边国家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产出非常薄弱。建议今后加

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成果产出，提

高我国在这一地区开展科技基础资源调查的能力

和影响力。

五是加强专项数据和成果汇交管理与应用成

效。数据汇交的规范性、完整性及数据质量 [11]等

直接影响数据的开放共享和使用。当前已经汇交

的大量科学数据、资料和论文等成果，已经能够

使科技界开放了解到当前领域的布局和进展。今

后应继续扎实做好数据汇交管理工作，并大力推

动汇交后成果的共享和开发利用。一方面提高科

技基础资源调查的共享成效，另一方面通过成果

复用和影响扩大鼓励和提高专项数据贡献者的汇

交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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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并实现双方共赢。

4 结语

本文通过Z-tree平台模拟基于网络平台的科

技信息资源共享利益相关方的博弈场景，设计并

开展博弈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通过建立资源提

供方及共享平台之间博弈模型，并对其进行求解

分析所得出的促进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措施是切

实有效的。

本文主要是通过在Z-tree平台上编程并借助

局域网开展模拟控制实验。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可

进一步尝试采用情景实验方法，力图更加接近真

实情况，减少实验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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