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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 中国地震 》

《 中国地震 》 是国家地震局机关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

创刊于 1 9 8 5年
,

除有中文版外
,

将于 1 9 8 7年出版英文版
。

它是国内地震科技工作者的学术园地
,

也将对国际地震科学交流起

着一定的作用
。

通过对 1 9 8 5年一 1 9 8 7年 《 中国地震 》 刊登论文的统计分析
、

归纳整理
,

可以加深我们对

它的了解
,

更好地发挥它对地震科研工作的作用
。

1
.

分析与讨论

( 1 ) 稿件质量与学术水平的分析

《 中国地震 》 的稿件来自全国各省地震局
、

地震研究所和部分大专院校
。

为了提高该刊

的质量
,

业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园地
,

编辑部对稿件提出了较严格的要求
:
反映

地震科学领域的新观点
,

论据要充足
,
结论明确

,

业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从 《 中国地震 》 上的论文来看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
该刊所刊登的方针

、

政策等方面的

论文
,

指出地震工作的方针 , 几种手段的清理攻关方面的论文
,

指出它们的现状
,

改进的方

法及存在的间题 ; 还有地球物理学
、

工程地震学
、

地震预报等方面的论文都有其特色
,

这里

就不一一介绍了
。

( 2 ) 《 中国地震 》 出版周期的分析

该刊具有周期短
、

流通面广的特点
,

业能及时地反映地震科技方面的最新成果及一些有

学术价值的论文
,

以加强学术交流
。

近年来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的速度很快
,

各种科技信息在

不断地增加
,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

使各种信息的处理技术也在突飞

猛进地向前发展
。

在这种形势下
,

期刊的出版周期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也是关系着

期刊生命的关键问题
。

《 中国地震 》 的出版周期大约为 10
.

7月
,

每个季度最后一个月出版
。

这里应该看到该刊所

反映的内容比较丰富
,

文图业茂
,
加工繁杂

,

各种环节较多
,

以及审稿时间不易掌握等
。

在

主编和编辑的努力下
,

尽量加快稿件的处理过程
,

业建立一个多学科的审稿网络
,

缩短了出

版周期
,

进一步提高了刊物的生命力
。

( 3 ) 《 中国地震 》 论文题目分类的科学性及其意义

《 中国地震 》 创刊已二年半
,

从它上面所刊登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出
,

主要是地震 学
、

地

震地质学
、

地球物理学
、

大地测量学
、

地震工程学
、

地震前兆
、

地震预报
、

计算机技术及其

应用
,

以及地震科技工作方针
、

政策
、

科研管理
、

国内外地震科技重要信息及学术讨论等文

章
,

它们占全部论文总数的 87 % 以上
。

正如 《 中国地震 》 办刊方针指出的那样
,

它是以
“
发

表我国地震科学研究重要成果和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

加强学术交流为主要任务
。

学科范围包

括地震学
、

地震地质学
、

地震工程学
、

与地震预报研究有关的地球物理学
、

大地测量 学
、

水

文地质学
、

地球化学和天文
、

气象
、

生物学以及现代观测
、

传输
、

计算技术在地震学领域中

的应用
,

还有地震科技工作方针
、

政策
、

管理改革方面
,

以及报导国内外 地震 科 学 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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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重大学术活动和学术讨论等
” ,

二者基本一致
。

该刊也体现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

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

表现出大容量
、

内涵丰富等优点
。

这也正是该刊的特点
。

( 4 ) 《 中国地震 》 论文撰写单位及作者情况的分析

《 中国地震 》 在二年半的时间里共发表了1 87 篇文章
。

这些论文是由近 1 8 0位专家
、

作者

写的
。

作者工作单位 主要 为地 球物 理研究所
、

地质研究所
、

分析预报中心
、

工程力学研究

所及河北
、

兰州
、

武汉
、

四川
、

云南等省地震局和地震研究所
,

表明这些单位的技术力量 比

较雄厚
,

研究基础比较扎实
,

研究成果比较突出
。

另外
,

该刊还邀请了一些知名专家和学者

为论文审稿
,

这就为提高该刊的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 5 ) 《 中国地震 》 论文中图
、

表的分析

地震科学是一门多学科的边缘科学
。

作者们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
除了在文字上

进行阐述外
,

还辅助于数学公式
、

模拟实验资料
,

特别注意到借用图
、

表来反映 作者 的 见

解
,

力求言简意赅
。

每一篇论文平均有 3一 10 张附图
,

有 2 一 9 个附表
。

该刊图
、

表清晰
、

准确
,

这也是该刊质量较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

因此
,

文图业茂是 《 中国地震 》 又一特色
。

( 6 ) 《 中国地震 》 参考文献的分析

该刊的每一篇论文都在不 同程度上引用了大量的国内外科技文献
,

作为论文 讨 论 的 依

据
。

这些参考文献反映出作者对间题讨论的深入程度
。

根据创刊两年多来所刊登的论文的不

完全统计
,

援引的国内科技文献 639 条
,

国外科技文献 3 95 条
。

在这些文献中又以期刊为主
。

这些文献有中文
、

英文和少量的日文文献
。

近年来
,

由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外语水平的不断

提高
,

所以国外科技文献的引用量增加速度很快
。

这有利于科技论文的国际交往
,

进而提高

论文的学术水平
。

2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中国地震 》 不论从刊物本身的特色
,

还是从专业内容方面来看
,

都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

如果该刊的每一篇论文能列出主题词
,

以及每年最后一

期能列出主题词索引和年度总目录
,

便于作者查找
,

那就更加完美了
。

愿该刊在今后工作中不断提高质量
,

成为广大地震科技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

也能在国际

交往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

以促进地震科学的发展
。

( 国家地震局 赵淑贞 耿秀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