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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辉程释然欣慰 憧憬未来壮怀锦绣
—_庆祝《地球学报》创刊30周年

In Celebration of the 30恤Anniversary of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地球学报》编辑部

光阴如梭、逝者如斯。到2009年，《地球学报》走过了30载华光辉程，扶案追昔，释然欣

慰；憧憬未来，踌躇满志，壮怀锦绣。借《地球学报》创刊30周年特刊付梓之际，恭疏短序，寄言

咏志。

1979年前，中国地质科学院没有自己的正规学术刊物，科研成果发表和科技信息交流不便，

大块文章束之高阁。广大科研工作者期盼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期刊。在这种形势下，一个新的学术

刊物应运而生：她诞生在1979年瑞冬，发祥于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她是改革春潮涌动下，催生

在科学春天里的一支奇葩；她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系统主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名“中国地质科学院

院报”。

从初创时的不定期多卷连续出版物，到1994年的定期季刊(刊名也同时更改为《地球学报》)，

再到2001年的双月刊，《地球学报》走出了一条发展进步的道路。截至2009年12月，累计出版

期刊30卷，计116期。

《地球学报》恪守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之理念，宽容不同学术观点，提倡争鸣讨论。《地球学

报》张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优势，辟众多栏目，推特色专辑。涉及地学各领域的优秀论文如百花争艳，

绚丽多姿。作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院刊，本院许多院士和学术精英惠赐华彩，为《地球学报》在学

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奠基夯石。《地球学报》还得到了国内地质科研、教学和勘查机构同行的支

持和关心，使之成为立足于中国地质科学院、面向全国的有影响力的地学刊物。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期刊评价机制建立并趋完善，《地球学报》的学术地位和知名

度不断提高。《地球学报》是全国100种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作为核心期刊首批入选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是中国科技期刊精品

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来源期刊。它也被众多的国际期刊检索系统收录，如

俄罗斯文摘杂志(AJ)、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网站(CSA)、美国乌利希期刊指南

(UPD)、日本科学技术文献数据库(JST)、英国动物学记录(zR)等。《地球学报》通过全国地质图书

馆与国外近200个科研教学单位及图书馆建立永久交换关系，成为馆藏重要期刊之一，受到国际

地学界的广泛关注。2008年以来，《地球学报》被评选为首批“中国精品科技期刊”，进入SCI

总被引频次100以上中国期刊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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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地球学报》的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依托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整体科研实力和科

技水平，依仗于拓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从2008年开始，《地球学报》刊载中国地质

科学院本年度“十大科技进展”成果论文，并配发当期封面照片和封面故事，对展示中国地质科学

院的最新重大科研成就，做出了积极响应和尝试。作为我国地球科学界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中国

地质科学院在全国科研机构的科研竞争力、学术地位和知名度均名列前茅。据《科学时报》报道：

2007年中国大陆科研竞争力名列全球第20位，进入世界科研机构科研竞争力排行1000强的中国

科研机构只有5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综合排名第3位。有中国地质科学院做坚实后盾，有全国地学

机构的支持，《地球学报》有望越办越好。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交流科学技术成果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崇高公益事业。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和产品，积极拓展便捷、高效的信息交流渠道是时代之必然。《地球学报》与时俱进，树立

起公共意识和服务意识，于2008年12月开通自主网站，涵盖两大功能模块：其一，免费提供本刊

创刊以来所有正刊论文(1730余篇)及部分增刊论文(7期359篇)的全文浏览及下载，兼备中、英文

检索功能；其二，运行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实现网络投稿、审稿、编辑于弹指之间。

至此，我们十分感谢30年来为《地球学报》创办和成长而注入心血的领导、前辈和同事。感

谢厚爱本刊的老一辈科学家和所有作者、读者、审者。感谢历届编委会学者的关怀。感谢编辑部

新老同仁的默默耕耘和敬业奉献。深切缅怀首任程裕淇主编、第二任郭文魁主编，特别感激第三任

沈其韩主编和现任董树文主编倾注予《地球学报》的舔犊之情。

未来的竞争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创新能力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愿《地球学报》为提升我

国的地学研究水平、荐举科技新人做出更大贡献，为把中国地质科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地学研究机

构而不懈奋进。

愿《地球学报》成为老科学家传播学术思想的讲坛、中坚学术精英展示成果的舞台、年轻学

子崭露头角的窗口。

愿《地球学报》备受眷顾而报之以琼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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