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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报告以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的 13 位学者（以中山大

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公布的名录为准，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为研究对象，以CASHL收录的学术论文1为基础（发文时间限定为2017-

2021 年2），以 CNKI、CSSCI、WOS、Scopus 等数据库同时段收录的学

术论文为补充研究资料，对中山大学考古学学科的整体科研情况进行

基础分析。报告以万方分析平台和 CNKI 可视化分析、引证文献分析

平台为工具，以 SciVal 科研管理与全球前沿研究发现平台为辅助工

具，旨在通过进行学者基础分析和研究，尝试揭示中山大学考古学学

科的基本情况，为完善学科建设、提升学科综合实力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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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论文指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 
2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部分学者最新发文年限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极个别学者最新发文晚于此

日期，忽略不计。存在网络首发情况的文献以网络首发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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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概况 

第一节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概况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是华南地区高校唯一设置的考古专业，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和博

士后完整的考古人才培养层次；拥有博物馆、考古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完整的科研教学体系。

拥有团体考古发掘领队资格。 

自 1920 年代始傅斯年先生、顾颉刚先生于中山大学开创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民俗学、

人类学、民族学及历史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延续至今。1956年在历史系建立考古教研室，

1961 年招收民族考古方向研究生，1972年正式招收考古专业学生；所编教材《考古学通论》

为教育部指定教材，并先后发现了马坝人、西樵山石器加工场、和黄岩洞人等。1981年考古

专业并入人类学系，建设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结合的模式。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立足华南面向东南亚，在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南方民族考古、出土

文献、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宗教考古、性别考古等研究领域较为突出；同时在珠江流域文明

起源与进程研究、东南亚考古、水下考古等领域亦有拓展。 

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注重理论、方法、实践、服务多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强调学生田野

工作能力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依托人类学和博物馆学相关资源，形成了考古学与博物馆

学的特色培养方向，现已培养了大量研究广东本地以及华南地区的科研工作者，先后出现了

一批造诣深厚的学者，也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对海内外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3 

 

第二节 发文期刊分布 

表 1.2.1 2017-2021 年中山大学考古学学者发文期刊分布一览表 

序号 发文期刊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合计 

1 南方文物 3 5 3 3 0 14 
2 人类学学报 2 2 1 1 1 7 
3 中国农史 1 1 2 0 0 4 
4 文博学刊 1 0 0 3 0 4 
5 大众考古 0 1 0 0 3 4 

                                                        

3 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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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方文物 1 1 1 1 0 4 
7 西域研究 2 0 0 0 1 3 

8 文物春秋 0 0 3 0 0 3 

9 考古 0 0 0 1 2 3 

10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 0 0 1 0 3 

11 西部蒙古论坛 0 0 0 2 0 2 
12 博物院 1 0 0 1 0 2 

13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1 0 0 0 0 1 

14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0 0 0 1 0 1 

15 艺术与民俗 1 0 0 0 0 1 
16 艺术设计研究 1 0 0 0 0 1 
17 文化遗产 0 0 1 0 0 1 
18 吐鲁番学研究 1 0 0 0 0 1 
19 思想战线 0 0 0 1 0 1 
20 史林 0 1 0 0 0 1 
21 社会科学战线 0 0 1 0 0 1 
22 人民周刊 0 0 0 1 0 1 
23 求索 0 0 0 1 0 1 
24 齐鲁学刊 0 1 0 0 0 1 
25 美术观察 0 1 0 0 0 1 
26 考古学报 0 0 1 0 0 1 
27 华夏考古 0 0 1 0 0 1 

28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0 0 0 1 0 1 

29 广州文博 0 0 0 1 0 1 
30 佛学研究 0 0 1 0 0 1 
31 敦煌吐鲁番研究 0 0 0 0 1 1 
32 东南文化 0 0 0 1 0 1 

33 
第十六届中国古脊椎动

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0 0 0 1 0 1 

34 大足学刊 0 0 0 1 0 1 
35 边疆考古研究 0 0 0 0 1 1 
36 北京社会科学 0 0 0 0 1 1 
37 Science Bulletin 0 0 0 1 0 1 
38 CELL 1 0 0 0 0 1 

39 

ASIAN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ARCHAEOLOGY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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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NTIQUITY 1 0 0 0 0 1 

 

通过对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教师 2017-2021 年发文期刊进行分析，由上表可见，发文量排

名最多的刊物为《南方文物》，发文合计 14 篇；其次为《人类学学报》，发文合计 7 篇。除

这两种刊物外，发文量较多的期刊还有《中国农史》、《文博学刊》、《大众考古》和《北方文

物》，发文量均为 4 篇；《西域研究》、《文物春秋》、《考古》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 》四种刊物，发文量均为 3 篇。发文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中，核心期刊有 7 种。

除中文期刊外，考古专业在国际四个知名期刊也有发文，显示了中山大学在考古学专业存在

一定的研究实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山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第二章 学者文献分析 

第一节 郭立新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4
数据库检索结果

5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郭立新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42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640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8，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341，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21，篇均被引量为 4.43，他引率为 92.08%。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1.1 2017-2021 年郭立新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夏是哪国王朝——历史英雄大

禹的文化属性暨原乡 
郭立新 
郭静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 
郭立新 
郭静云 

南方文物 2021 

3 
从古环境与考古资料论夏禹治

水地望 
郭立新 
郭静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登录时间：2022 年 3 月 6 日。 
5 以“郭立新”+“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6 至少属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之一。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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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

忆？（下） 
郭静云 
郭立新 

中国农史 2021 

5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一） 
郭立新 
郭静云 

南方文物 2021 

6 
夏处何境——大禹治水背景分

析 
郭立新 
郭静云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7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上） 

郭静云 
郭立新 

中国农史 2020 

8 
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

炼遗迹考辨 
郭静云 
郭立新 

南方文物 2020 

9 
中国洪水与治水故事:范型神话

或历史传说 
郭静云 
郭立新 

史林 2020 

10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

明（二） 

郭静云 
邱诗萤 
郭立新 

南方文物 2020 

11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

为例 

郭立新 
郭静云 

齐鲁学刊 2020 

12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

的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下） 
郭静云 
郭立新 

中国农史 2019 

13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

明 

郭静云 
邱诗萤 
郭立新 

南方文物 2019 

14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

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 
郭静云 
郭立新 

中国农史 2019 

15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

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二） 

郭静云 
邱诗萤 
范梓浩 
郭立新 

南方文物 2019 

16 作为话语实践的中国考古学 郭立新 求索 2018 

17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

中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

（一） 

郭静云 
邱诗萤 
范梓浩 
郭立新 
陶洋 

南方文物 2018 

18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

渊源 
郭静云 
郭立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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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郭立新发表的 18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733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

计 8986 篇，共引文献总计 50316 篇。具体如下： 

表 2.1.3 2017-2021 年郭立新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献

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夏是哪国王朝——历史英雄大禹的

文化属性暨原乡 
33 711 2389 

2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 72 385 1757 
3 从古环境与考古资料论夏禹治水地

望 
111 1871 3139 

4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下） 
22 273 883 

5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一） 29 260 563 
6 夏处何境——大禹治水背景分析 52 933 2605 
7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上） 
48 446 20143 

8 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炼遗

迹考辨 
10 187 124 

9 中国洪水与治水故事:范型神话或历

史传说 
27 533 5074 

10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二） 
27 129 470 

0

3

4

5

6

0

1

2

3

4

5

6

7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2.1.2  2017-2021年郭立新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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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58 832 3023 

12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

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下） 
22 157 428 

13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32 135 1285 
14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发

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 
72 546 2271 

15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

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 
20 118 500 

16 作为话语实践的中国考古学 13 65 891 
17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

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 
63 1241 3771 

18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22 164 1000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郭立新发表的 18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64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

计 47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2417 篇。具体如下： 

表 2.1.4 2017-2021 年郭立新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献

数量 
同被引文献

数量 
1 夏是哪国王朝——历史英雄大禹的

文化属性暨原乡 
0 0 0 

2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二） 2 3 60 
3 从古环境与考古资料论夏禹治水地

望 
1 0 32 

4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下） 
0 0 0 

5 中国最早城市体系研究（一） 1 1 9 
6 夏处何境——大禹治水背景分析 3 2 149 
7 神农神话源于何处的文化记忆?

（上） 
1 0 32 

8 邓家湾屈家岭文化祭坛上的冶炼遗

迹考辨 
1 0 32 

9 中国洪水与治水故事:范型神话或

历史传说 
4 4 194 

10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二） 
2 1 130 

11 古史复原应遵从的史料学原则——

以大禹治水在豫西晋南说为例 
7 3 206 

12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

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下） 
4 1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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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家河文化：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 5 2 222 
14 “蓝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

发生机制及指标问题（上） 
5 1 258 

15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

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二） 
7 3 223 

16 作为话语实践的中国考古学 1 7 57 
17 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

游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 
12 8 383 

18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8 11 303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郭立新合作发文的作者较多，其中合作最多的为郭静云，达到了 17 次，

其余合作较多的有邱诗萤、范梓浩、陶洋等，上述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先秦考古（新

石器至殷商）、长江流域田野考古等。 

5. 研究主题 

郭立新主要致力于先秦考古、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

图 2.1.5 2017-2021年郭立新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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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立新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郭立新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夏文化的考古

学研究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得知，2017-2021 年郭立

新获得的资助基金包括以下几项：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西南族群研究项目、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和前

沿新兴交叉学科培育资助计划“从稻作萌生到国家文明的起源”等。 

  

第二节 金志伟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7
数据库检索结果

8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金志伟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6 篇，外文学术论文 1 篇，其中中文核

心收录
96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2，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25，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4，篇均被引量为 3.12，他引率为 100%。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2.1 2017-2021 年金志伟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New radiocarbon and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reveal 
the timing and route of southward 
dispersal of rice farming in south 
China 

Xiaoyan Yang 
Qiuhe Chen 

Yongchao Ma 
Zhao Li 

Hsiao-chun Hung 
Qianglu Zhang 

Zhiwei Jin 
Suoqiang Liu 
Zhenyu Zhou 
Xianguo Fu 

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1 

                                                        

7 登录时间：2022 年 3 月 6 日。 
8 以“金志伟”+“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9 至少属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或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之一。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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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掘简报 邓宏文 金志伟 
姚崇新 吴更生 
席松甫 刘奕一 
朱荣嬉 侯芝 
马瑜凡 雍杰荃 
徐新宇 盛优优 
李毓烨 周帅涛 
张伟超 孙锐 
柯传伦 冯宇 

南方文物 2021 

3 广东和平枫树墩遗址 2016 年度

发掘简报 
邓宏文 金志伟 
朱柯 吴更生 
罗苗 郑嘉怡 
冯斯敏 钟晓琳 
刘秋华 杨锦彪 
吴昊 李唯硕 
许奎甲 龚海珍 
凡秀平 叶龙 

林挺 

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21 

 

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金志伟发表的 2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9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0

3

0 0 0

0

0.5

1

1.5

2

2.5

3

3.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2.2.2  2017-2021年金志伟发文趋势折线图



 

10 

34 篇，共引文献总计 252 篇。具体如下： 

表 2.2.3 2017-2021 年金志伟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数量 
二级参考文献

数量 
共引文献数量 

1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

掘简报 0 0 0 

2 广东和平枫树墩遗址

2016 年度发掘简报 9 34 252 

 

2017-2021 年间，金志伟发表的 1 篇外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65 篇，属于 WOS 核心合

集的参考文献总计 27 篇，高被引论文总计 3 篇，热点论文总计 0 篇。具体如下： 

表 2.2.4 2017-2021 年金志伟外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

献数量 

参考文献中的

WOS 核心合集

论文数量 

参考文献中

的高被引论

文数量 

参考文献

中的热点

论文数量 

1 

New radiocarbon and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reveal the timing 
and route of southward 
dispersal of rice farming 
in south China 

65 27 3 0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金志伟发表的 2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3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0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82 篇。具体如下： 

表 2.2.5 2017-2021 年金志伟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

献数量 
同被引文献

数量 
1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掘简报 1 0 11 
2 广东和平枫树墩遗址 2016 年度发掘

简报 
2 0 71 

 

2017-2021 年间，金志伟发表的 1 篇外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8 篇，属于 WOS 核心合

集的引证文献总计 15 篇。具体如下： 

表 2.2.6 2017-2021 年金志伟外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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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引证文献

中的

WOS 核

心合集论

文数量 

引证文献

中的高被

引论文数

量 

引证文献

中的热点

论文数量 

1 New radiocarbon and 
archaeobotanical evidence 
reveal the timing and route of 
southward dispersal of rice 
farming in south China  

18 15 0 0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2.7 2017-2021年金志伟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金志伟合作发文的作者较多，其中合作 2 次及以上的为邓宏文，上述

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遗址发掘简报。 

5. 研究主题 

金志伟主要致力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考古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金志伟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金志伟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对华南地区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JXTW201822008&DbName=CJFDLAST201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JXTW201822008&DbName=CJFDLAST201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JXTW201822008&DbName=CJFDLAST201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JXTW201822008&DbName=CJFDLAST2019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DbCode=CJFD&FileName=JXTW201822008&DbName=CJFDLAS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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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早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未发现 2017-2021 年金

志伟获得资助基金。 

 

第三节 李法军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10
数据库检索结果

11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李法军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27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17 篇，外文

学术论文 3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6，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140，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7，篇均被引量为 4.83，他引率为 92.85%。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3.1 2017-2021 年李法军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明清

时期缠足女性足骨的形态

观察 
邱林欢  李法军 

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 

2 华南地区史前人类骨骼的

生物力学特征 
李法军 

南方文物 2021 

3 

越南和平文化石器技术分

析及对华南东南亚砾石石

器工业研究的启示 

李英华 
林美蓉  
邓鸿山  
李法军  
Hubert Forestier 
周玉端   
陈鹏 

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 

4 
广西顶蛳山遗址人骨的龋

齿病理观察 

张佩琪               
李法军                
王明辉 

中国农史 2021 

                                                        

10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1 以“李法军”+“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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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行为

模式的骨骼生物力学分析 
李法军 

南方文物 2021 

6 

A New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Hoabinhian 
Stone Artifacts from 
Vietn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betwee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Li, YH (Li Yinghua) 
Dung, LTM (Lam Thi My 
Dung)  
Son, DH (Dang Hong Son)  
Li, FJ (Li Fajun) 
Forestier, H (Forestier, 
Hubert) 
Zhou, YD (Zhou Yuduan) 
Chen, P (Chen Peng) 
Wang, LW (Wang Liwei)  
He, CP (He Chengpo) 
Liang, TT (Liang Tingting) 

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 

2021 

7 Subsistence and health in 
Middle Neolithic (9000-7000 
BP) souther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the 
Dingsishan site 

Zhu, SM (Zhu, Simei) 
Li, FJ (Li, Fajun)  
Chen, XL (Chen, Xianglong) 
Fu, XG (Fu, Xianguo)  
Hu, YW (Hu, Yaowu)  

中国农史 2020 

8 

Human population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1,000 
years ago 

Wang, TY (Wang, Tianyi) 
Wang, W (Wang, Wei) 
Xie, GM (Xie, Guangmao) 
Li, Z (Li, Zhen)  
Fan, XC (Fan, Xuechun) 
Yang, QP (Yang, Qingping) 
Wu, XC (Wu, Xichao)  
Cao, P (Cao, Peng) 
 Liu, YC (Liu, Yichen) 
Yang, RW (Yang, Ruowei)  
Liu, F (Liu, Feng)  
Dai, QY (Dai, Qingyan)  
Feng, XT (Feng, Xiaotian) 
Wu, XH (Wu, Xiaohong) 
Qin, L (Qin, Ling)  
Li, FJ (Li, Fajun)  
Ping, WJ (Ping, Wanjing) 
Zhang, LZ (Zhang, Lizhao) 
 Zhang, M (Zhang, Ming) 
Liu, YL (Liu, Yalin) 
Chen, XS (Chen, Xiaoshan) 
Zhang, DJ (Zhang, Dongju) 
Zhou, ZY (Zhou, Zhenyu)  
Wu, Y (Wu, Yun)  
Shafiey, H (Shafiey, Hassan) 

南方文物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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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o, X (Gao, Xing) 
Curnoe, D (Curnoe, Darren) 
Mao, XW (Mao, Xiaowei) 
Bennett, EA (Bennett, E. 
Andrew)  
Ji, XP (Ji, Xueping) 
 Yang, MA (Yang, Melinda 
A.)  
Fu, QM (Fu, Qiaomei)  

 

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李法军发表的 5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159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

计 578 篇，共引文献总计 4247 篇。具体如下： 

表 2.3.3 2017-2021 年李法军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献

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明清时期缠足女性

足骨的形态观察 
33 148 496 

2 华南地区史前人类骨骼的生物力学特征 22 93 500 
3 越南和平文化石器技术分析及对华南东

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研究的启示 
37 64 33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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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2 2017-2021年李法军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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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西顶蛳山遗址人骨的龋齿病理观察 32 91 2118 
5 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的骨骼生

物力学分析 
35 182 794 

 

2017-2021 年间，李法军发表的 3 篇外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248 篇，属于 WOS 核心

合集的参考文献总计 87 篇，高被引论文总计 22 篇，热点论文总计 1 篇。具体如下： 

表 2.3.4 2017-2021 年李法军外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

号 
题名 

参考

文献

数量 

参考文献中的

WOS 核心合

集论文数量 

参考文献中

的高被引论

文数量 

参考文献

中的热点

论文数量 

1 

A New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Hoabinhian Stone Artifacts from 
Vietn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betwee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100 18 1 0 

2 

Subsistence and health in Middle 
Neolithic (9000-7000 BP) 
souther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the Dingsishan site 

52 33 1 0 

3 
Human population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1,000 years ago 

96 36 20 1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李法军发表的 5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0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5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634 篇。具体如下： 

表 2.3.5 2017-2021 年李法军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

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明清时期缠足女性

足骨的形态观察 
1 0 16 

2 华南地区史前人类骨骼的生物力学特征 1 0 135 
3 越南和平文化石器技术分析及对华南东

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研究的启示 
0 0 0 

4 广西顶蛳山遗址人骨的龋齿病理观察 3 3 94 
5 鲤鱼墩遗址史前人类行为模式的骨骼生

物力学分析 
5 2 389 

 

2017-2021 年间，李法军发表的 3 篇外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0 篇，属于 WOS 核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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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引证文献总计 8 篇。具体如下： 

表 2.3.6 2017-2021 年李法军外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

号 
题名 

引证

文献

数量 

引证文献

中的 WOS
核心合集

论文数量 

引证文献

中的高被

引论文数

量 

引证文献

中的热点

论文数量 

1 

A New Technological Analysis of 
Hoabinhian Stone Artifacts from 
Vietna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Variability 
betwee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China 

0 0 0 0 

2 

Subsistence and health in Middle 
Neolithic (9000-7000 BP) souther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the 
Dingsishan site 

0 0 0 0 

3 
Human population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since 11,000 years ago 

10 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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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李法军合作发文的作者较多，其中合作 2 次及以上的有李英华、林美

蓉、邓鸿山、Hubert Forestier、周玉端、陈鹏等，上述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要是越南石器

研究。 

5. 研究主题 

李法军主要致力于人类微观演化和生物考古学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李法军

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李法军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对华南及东南亚地区

史前时期人群生业方式、行为模式、病理观察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得知，2017-2021 年李法

军获得的资助基金包括以下几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天津地区出土明清时期人骨资料整理项

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崇左地区史前时期人骨研究项目”

图 2.3.7 2017-2021年李法军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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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四节 李宁利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12
数据库检索结果

13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李宁利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10 篇，外文

学术论文 2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8，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104，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1，篇均被引量为 7.43，他引率为 99.03%。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4.1 2017-2021 年李宁利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情境重构：康乐园展藏的明清

铁钟研究 
李宁利 博物院 2021 

2 康有为所藏意大利石雕的流转

及其艺术特色 
李宁利  
魏明珠 

博物院 2018 

 

                                                        

12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3 以“李宁利”+“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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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李宁利发表的 2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17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0 篇，共引文献总计 4718 篇。具体如下： 

表 2.4.3 2017-2021 年李宁利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献

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情境重构：康乐园展藏的明清铁钟研究 9 0 4319 

2 
康有为所藏意大利石雕的流转及其艺

术特色 
8 0 399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李宁利发表的 2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0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0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0 篇。具体如下： 

表 2.4.4 2017-2021 年李宁利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献

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情境重构：康乐园展藏的明清铁钟研

究 
0 0 0 

0

1

0 0

1

0

0.2

0.4

0.6

0.8

1

1.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2.4.2  2017-2021年李宁利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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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有为所藏意大利石雕的流转及其艺

术特色 
0 0 0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4.5 2017-2021年李宁利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李宁利合作发文的学者主要是魏明珠等，上述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

要是康有为藏意大利石雕研究。 

5. 研究主题 

李宁利主要致力于民族考古学、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文化地理学、文化遗产学等方面

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李宁利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李宁利的

研究主题集中于康乐园明清铁钟、意大利石雕等文物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未发现 2017-2021 年李

宁利获得资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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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刘文锁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14
数据库检索结果

15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刘文锁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42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27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7，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128，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1，篇均被引量为 3.37，他引率为 97.65%。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5.1 2017-2021 年刘文锁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2021 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

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

初步认识 

刘文锁 
王泽祥 
王龙 

西域研究 
2021（2021 年

12 月 31 日网络

首发） 

2 美术考古：“他者”的美术史 刘文锁 美术观察 2020 

3 
新疆发现契约文书与中古西域

的契约实践 
刘文锁 西部蒙古论坛 2018 

4 
新疆古代语言文字资料的发现

与整理 
刘文锁 西部蒙古论坛 2018 

5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

况 

丰琳 
张弛 
刘文锁 

西域研究 2017 

 

                                                        

14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5 以“刘文锁”+“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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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文锁发表的 5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67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19 篇，共引文献总计 4122 篇。具体如下： 

表 2.5.3 2017-2021 年刘文锁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献

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2021 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 
3 0 72 

2 美术考古：“他者”的美术史 — — — 

3 
新疆发现契约文书与中古西域的契约

实践 
19 2 1847 

4 新疆古代语言文字资料的发现与整理 32 17 1900 
5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 13 0 303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文锁发表的 5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6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4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352 篇。具体如下： 

表 2.5.4 2017-2021 年刘文锁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1

2

0

1 1

0

0.5

1

1.5

2

2.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2.5.2  2017-2021年刘文锁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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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献

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2021 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

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 
0 0 0 

2 美术考古：“他者”的美术史 — — — 

3 
新疆发现契约文书与中古西域的契约

实践 
2 2 148 

4 新疆古代语言文字资料的发现与整理 2 2 148 
5 西方学界新疆史前考古研究概况 2 0 56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5.5 2017-2021年刘文锁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刘文锁合作发文的学者主要是王泽祥、王龙、丰琳、张弛等，上述学

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要是新疆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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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主题 

刘文锁主要致力于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新疆与内陆欧亚考古、中古中国考古

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刘文锁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刘

文锁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新疆考古和美术考古。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得知，2017-2021 年刘文

锁获得的资助基金包括以下一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第六节 刘扬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16
数据库检索结果

17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刘扬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40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21 篇，外文学

术论文 5 篇。 

经检索万方平台，因重名问题，无法获得刘扬的准确 H 指数等相关数据。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6.1 2017-2021 年刘扬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第 10 地点

初步研究 

刘扬 杨俊刚 包
蕾 邱维理 侯亚

梅 尹春雷 
人类学学报 2020 

2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地点

剥片技术研究 
刘扬 侯亚梅 
杨泽蒙 包蕾 

北方文物 2019 

3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

古学研究 
刘扬 侯亚梅 

考古学报 2019 

4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2地点

2014-2015 出土的石制品 

雷蕾  刘扬  侯亚

梅  张家富  包蕾 
胡越 杨俊刚 

人类学学报 2019 

                                                        

16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7 以“刘扬”+“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充

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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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

遗址发掘简报 

许永杰  谭玉华 
武新年  许广健 
罗雪菱 谢小倩谢

丽雯  谢涵雨  刑
丽维  冯楚尧  程
琳雅 谷佳妮雷雪

娜  邱雅聪  麦颖

琪  詹惠婕  余璐

江  刘扬  陈博宇 
余翀 

文物春秋 2019 

6 
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考

古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刘扬  侯亚梅  尹
春雷  杨泽蒙 包
蕾 杨俊刚 

第十六届中国古

脊椎动物学学术

年会论文集 
2018 

7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的性质和功能 

刘扬 侯亚梅 
杨泽蒙 包蕾 

北方文物 2018 

8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

遗址埋藏学研究 
刘扬 侯亚梅 
杨泽蒙 包蕾 

考古 2018 

9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人类生存

环境与技术 
刘扬 侯亚梅 考古 2017 

 

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扬发表的 9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124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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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2  2017-2021年刘扬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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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篇，共引文献总计 7834 篇。具体如下： 

表 2.6.3 2017-2021 年刘扬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

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第 10 地点初步研究 14 43 240 

2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剥片技

术研究 
9 49 157 

3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9 29 92 

4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2 地点 2014-
2015 出土的石制品 

16 78 171 

5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

简报 
10 13 4869 

6 
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

进展与展望 
13 91 99 

7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的

性质和功能 
13 53 120 

8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

学研究 
7 21 161 

9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人类生存环境与技

术 
33 201 1925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扬发表的 9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5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5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692 篇。具体如下： 

表 2.6.4 2017-2021 年刘扬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

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河第 10 地点初步研究 0 0 0 

2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剥片技

术研究 
1 0 55 

3 石英岩硬锤直接剥片的实验考古学研究 3 3 105 

4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2 地点 2014-
2015 出土的石制品 

1 0 241 

5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

简报 
5 0 119 

6 
近年来鄂尔多斯地区旧石器考古研究的

进展与展望 
1 0 34 

7 
试论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遗址第 1 地点的

性质和功能 
1 1 7 

8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旧石器时代遗址埋藏

学研究 
2 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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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人类生存环境与技

术 
1 0 96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6.5 2017-2021年刘扬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刘扬合作发文的作者较多，其中侯亚梅为最多合作者，共计合作 8 次，

其余合作 2 次及以上的有包蕾、杨泽蒙、杨俊刚、尹春雷等，上述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主要

是河北泥河湾、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 

5. 研究主题 

刘扬主要致力于旧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刘扬发表的论文进行

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刘扬的研究主题集中于河北泥河湾、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的旧

石器时代考古及实验考古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得知，2017-2021 年刘扬

获得的资助基金包括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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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

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创新人才——“草原英才”工程后备人才专项基金、内蒙古高等学校青年科

技英才支持计划、鄂尔多斯市政府专项经费、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乌兰木伦遗址发掘

专项经费、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科学院古生物化石发掘专项基金、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等。 

 

第七节 刘昭瑞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18
数据库检索结果

19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刘昭瑞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9 篇，其中中文核心收录 8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6，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69，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5，篇均被引量为 3.63，他引率为 98.55%。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7.1 2017-2021 年刘昭瑞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20 世纪 20 年代新学堂女学生的

时尚用品 
刘昭瑞 艺术与民俗 2021 

2 瑶族宗教信仰若干问题讨论 刘昭瑞 思想战线 2018 

3 
家庭教会的田野观察与思考—

—以深圳市为例 
刘昭瑞 北京社会科学 2017 

 

                                                        

18 登录时间：2022 年 2 月 16 日。 
19 以“刘昭瑞”+“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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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昭瑞发表的 3 篇中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6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7 篇，共引文献总计 271 篇。具体如下： 

表 2.7.3 2017-2021 年刘昭瑞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

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20 世纪 20 年代新学堂女学生的时尚用品 1 0 68 
2 瑶族宗教信仰若干问题讨论 3 0 113 

3 
家庭教会的田野观察与思考——以深圳

市为例 
2 7 90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刘昭瑞发表的 3 篇中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7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6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282 篇。具体如下： 

表 2.7.4 2017-2021 年刘昭瑞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

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20 世纪 20 年代新学堂女学生的时尚用品 0 0 0 
2 瑶族宗教信仰若干问题讨论 2 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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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2  2017-2021年刘昭瑞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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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教会的田野观察与思考——以深圳

市为例 
5 1 169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7.5 2017-2021年刘昭瑞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刘昭瑞无合作发文。 

5. 研究主题 

刘昭瑞主要致力于宗教人类学和宗教考古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刘昭瑞发

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刘昭瑞的研究主题集中于《广州民国日报》载女

学生用品、瑶族宗教信仰、基督教田野观察方面。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未发现 2017-2021 年刘

昭瑞获得资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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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王宏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20
数据库检索结果

21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郑君雷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20 篇，中文核心收录 14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9，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211，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50，篇均被引量为 10.55，他引率为 95%。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8.1 2017-2021 年王宏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西樵山细石叶石核的开发策略 杨石霞 浣发祥 
王宏 吴振宇 
卢筱洪 李京亚 

人类学学报 2021 

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王宏发表了 1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39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0 篇，

                                                        

20 登录时间：2022 年 3 月 6 日。 
21 以“王宏”+“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充

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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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2  2017-2021年王宏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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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引文献总计 0 篇。具体如下： 

表 2.8.3 2017-2021 年王宏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文

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西樵山细石叶石核的开发策略 39 0 0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王宏发表的 1 篇论文，引证文献、二级引证文献、同被引文献均为 0。

具体如下： 

表 2.8.4 2017-2021 年王宏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文

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西樵山细石叶石核的开发策略 0 0 0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王宏合作发文的作者有杨石霞、浣发祥、吴振宇、卢筱洪、李京亚，

上述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向为西樵山细石叶石核开发。 

5. 研究主题 

王宏主要致力于长江流域先秦时期考古、珠江流域包括港澳地区先秦时期考古、青铜器

鉴定与研究、考古学理论与田野考古学方面的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王宏发表的论文进

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王宏的研究主题集中于珠江流域西樵山考古。 

6. 资助基金 

通过相关数据库及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官方网站检索，未发现 2017-2021 年王

宏获得资助基金。 

 

第九节 许永杰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22
数据库检索结果

23
可知，截

                                                        

22 登录时间：2022 年 6 月 5 日。 
23 以“许永杰”+“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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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许永杰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7 篇，中文核心收录 11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6，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84，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2，篇均被引量为 4.67。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9.1 2017-2021 年许永杰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从《黑龙江志稿》到《黑龙江通

史·先秦卷》 
许永杰 北方文物 2021 

2 
考古学的生命源泉——田野考

古实习三题 
许永杰 南方文物 2020 

3 
此心安处是吾乡——许永杰教

授访谈录 
许永杰 梁侨 南方文物 2020 

4 
张忠培先生的玉器玉文化研究

理念——《张忠培论良渚》读后 
许永杰 北方文物 2020 

5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的学术著作 许永杰 大众考古 2020 

6 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 许永杰 华夏考古 2019 

7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

遗址发掘简报 

许永杰 谭玉华 武
新年 许广健 罗雪

菱 谢小倩 谢丽雯 
谢涵雨 刑丽维 冯
楚尧 程琳雅 谷佳

妮 雷雪娜 邱雅聪 
麦颖琪 詹惠婕 余
璐江 刘扬 
陈博宇 余翀 

文物春秋 2019 

8 史前三种粮食加工工具 许永杰 大众考古 2017 

9 
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

地? 
许永杰 大众考古 2017 

10 
从昂昂溪骨制渔猎工具说起 嫩
江流域史前先民的生计模式 

许永杰 大众考古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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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许永杰发表的 10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43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54

篇，共引文献总计 8210 篇。具体如下： 

表 2.9.3 2017-2021 年许永杰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

文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从《黑龙江志稿》到《黑龙江通史·先秦

卷》 
12 21 465 

2 考古学的生命源泉——田野考古实习三题 3 8 12 
3 此心安处是吾乡——许永杰教授访谈录 0 0 0 

4 
张忠培先生的玉器玉文化研究理念——《张

忠培论良渚》读后 
11 8 714 

5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的学术著作 0 0 0 
6 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 7 4 2142 
7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 10 13 4877 
8  史前三种粮食加工工具 0 0 0 
9 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 0 0 0 

10 
从昂昂溪骨制渔猎工具说起 嫩江流域史前

先民的生计模式 
0 0 0 

 

3

0

2

4

1

0

0.5

1

1.5

2

2.5

3

3.5

4

4.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图2.9.2  2017-2021年许永杰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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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许永杰发表的 10 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1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6

篇，同被引文献总计 819 篇。具体如下： 

表 2.9.4 2017-2021 年许永杰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

文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从《黑龙江志稿》到《黑龙江通史·先秦

卷》 
0 0 0 

2 考古学的生命源泉——田野考古实习三题 0 0 0 
3 此心安处是吾乡——许永杰教授访谈录 0 0 0 

4 
张忠培先生的玉器玉文化研究理念——

《张忠培论良渚》读后 
0 0 0 

5 考古报告是考古人的学术著作 0 0 0 
6 考古学研究古村落的成功尝试 0 0 0 

7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

报 
5 0 119 

8 史前三种粮食加工工具 2 2 333 
9 禹会村祭坛是否为涂山会盟之地? 2 1 141 

10 
从昂昂溪骨制渔猎工具说起 嫩江流域史

前先民的生计模式 
2 3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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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9.5 2017-2021年许永杰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许永杰合作发文两篇，其中一篇合作者作者为广州日报编辑梁侨，另一

合作文章《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中，合作者共计 20 人。 

5. 研究主题 

许永杰主要致力于田野考古学、中国北方先秦考古学及聚落考古学研究。通过对 2017-

2021 年许永杰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许永杰的研究主题集中于田野

考古方面。 

6. 资助基金 

从来源数据库未获取相关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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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姚崇新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24
数据库检索结果

25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姚崇新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7 篇，中文核心收录 11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6，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84，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2，篇均被引量为 4.67。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10.1 2017-2021 年姚崇新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广州海幢寺《禁妇女入寺烧香示

碑》初步考察 
姚崇新 文博学刊 2021 

2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

献》评介 
姚崇新 吐鲁番学研究 2021 

3 
里程碑式的成果—《龟兹石窟题

记》评介 
姚崇新 艺术设计研究 2021 

4 
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

中心的考察 
姚崇新 西域研究 2021 

5 
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

史论 
姚崇新 佛学研究 2019 

6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掘简报 

邓宏文 金志伟 姚崇

新  吴更生  席松甫 
刘奕一 朱荣嬉 侯芝 
马瑜凡 雍杰荃 徐新

宇  盛优优  李毓烨 
周帅涛 张伟超 孙锐 
柯传伦 冯宇 

文博学刊 2018 

7 
广州光孝寺早期沿革与驻锡外国

高僧事迹考略-兼论光孝寺在中外

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姚崇新 广州文博 2018 

8 
大足地区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

造像遗存的初步考察 
姚崇新 大足学刊 2018 

9 
十字蓮花:唐元景教藝術中的佛教

因素 
姚崇新 敦煌吐鲁番研究 2017 

                                                        

24 登录时间：2022 年 6 月 5 日。 
25 以“姚崇新”+“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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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姚崇新发表的 9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151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280

篇，共引文献总计 28636 篇。具体如下： 

表 2.10.3 2017-2021 年姚崇新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

文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广州海幢寺《禁妇女入寺烧香示碑》初步

考察 
9 87 1523 

2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旅

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评介 
0 0 0 

3 里程碑式的成果—《龟兹石窟题记》评介 3 0 0 

4 
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

察 
18 163 2021 

5 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 0 0 0 
6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掘简报 1 0 0 

7 
广州光孝寺早期沿革与驻锡外国高僧事迹

考略-兼论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

地位 
46 6 19314 

8 
大足地区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造像遗存

的初步考察 
41 54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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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2  2017-2021年许永杰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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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十字蓮花:唐元景教藝術中的佛教因素 33 270 2322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姚崇新发表的 9 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7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2 篇，

同被引文献总计 508。具体如下： 

表 2.10.4 2017-2021 年姚崇新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

文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广州海幢寺《禁妇女入寺烧香示碑》初步考

察 
0 0 0 

2 
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旅顺

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评介 
0 0 0 

3 里程碑式的成果—《龟兹石窟题记》评介 0 0 0 
4 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 0 0 0 
5 观音与神僧:中古宗教艺术与西域史论 0 0 0 
6 广东和平谢屋背遗址发掘简报 1 0 0 

7 
广州光孝寺早期沿革与驻锡外国高僧事迹考

略-兼论光孝寺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的地

位 
1 0 6 

8 
大足地区唐宋时期千手千眼观音造像遗存的

初步考察 
4 0 469 

9 十字蓮花:唐元景教藝術中的佛教因素 1 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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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10.5 2017-2021年姚崇新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姚崇新合作发文一篇，该文合作者有 17 人，二人主要介绍广东和平谢屋

背遗址发掘情况。其余文献皆为独立发文。 

5. 研究主题 

姚崇新主要致力于考古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姚崇新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得

知上述时间段内姚崇新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佛教考古与佛教社会史、中外文化交流考古与敦煌

吐鲁番学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从数据库数据来源，未能了解到 2017-2021 年姚崇新获得资助基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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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余翀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26
数据库检索结果

27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余翀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10 篇，中文核心收录 8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3，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17，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2，篇均被引量为 1.7。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11.1 2017-2021 年余翀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马骨

的 DNA 初步研究 

东晓玲 赵欣 
吕鹏 赵丛苍 
余翀 陈靓 
刘铭 张雅军 

南方文物 2021 

2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

南地区的家猪饲养业初探 
余翀 张海成 南方文物 2019 

3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

遗址发掘简报 

许永杰 谭玉华 
武新年 许广健 
罗雪菱 谢小倩 
谢丽雯 谢涵雨 
刑丽维 冯楚尧 
程琳雅 谷佳妮 
雷雪娜 邱雅聪 
麦颖琪 詹惠婕 
余璐江 刘扬 
陈博宇 余翀 

文物春秋 2019 

4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及

周边地区的生业初探 
余翀 南方文物 2018 

5 
关于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

定结果所使用拉丁名的思考 
余翀 南方文物 2018 

6 

对数指数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

应用——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

时代早期的中国黄牛属动物为

例 

余翀 考古 2017 

                                                        

26 登录时间：2022 年 6 月 5 日。 
27 以“余翀”+“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充

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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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西方学者关于动物驯化研究的

新进展-以家猪、山羊和黄牛的研

究为例 
余翀 边疆考古研究 2017 

 

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余翀发表的 7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98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412

篇，共引文献总计 7801 篇。具体如下： 

表 2.11.3 2017-2021 年余翀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

文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马骨的 DNA 初步

研究 
23 180 221 

2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地区的家

猪饲养业初探 
22 54 610 

3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 10 13 4857 

4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及周边地区的

生业初探 
23 87 875 

5 
关于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所使用

拉丁名的思考 
5 5 663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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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2  2017-2021年余翀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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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数指数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以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黄牛属动

物为例 
15 73 575 

7 
西方学者关于动物驯化研究的新进展-以家

猪、山羊和黄牛的研究为例 
— — —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余翀发表的 7 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2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3 篇，

同被引文献总计 485 篇。具体如下： 

表 2.11.4 2017-2021 年余翀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

文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马骨的 DNA 初步

研究 
1 0 86 

2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地区的家猪

饲养业初探 
0 0 0 

3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 5 0 119 

4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岭南及周边地区的生

业初探 
5 3 194 

5 
关于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结果所使用

拉丁名的思考 
1 0 86 

6 
对数指数法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以新

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的中国黄牛属动物

为例 
0 0 0 

7 
西方学者关于动物驯化研究的新进展-以家

猪、山羊和黄牛的研究为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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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11.5 2017-2021年余翀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 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余翀合作发文的作者有东晓玲、赵欣、吕鹏、赵丛苍、陈靓、刘铭、

张雅军、张海成、许永杰、谭玉华、武新年、许广健、罗雪菱、谢小倩、谢丽雯、谢涵雨、

刑丽维、冯楚尧、程琳雅、谷佳妮、雷雪娜、邱雅聪、麦颖琪、詹惠婕、余璐江、刘扬及陈

博宇。合作人员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广东东莞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5. 研究主题 

余翀主要致力于考古学文化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余翀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可以

得知上述时间段内余翀的研究主题集中于生物考古、科技考古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2017-2021 年余翀获得的资助基金主要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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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周繁文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28
数据库检索结果

29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周繁文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9 篇，中文核心收录 5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1，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20，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15，篇均被引量为 2.2。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12.1 2017-2021 年周繁文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秦汉帝国的南疆:考古学视角的

长时段观察 
周繁文 边疆考古研究 2020 

2 两千年前的长安与罗马 周繁文 人民周刊 2018 

3 
帝国以前的罗马城——从聚落

到都城的考古学观察 
周繁文 

中山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18 

4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 —
—以五联罐为主 

周繁文 东南文化 2018 

5 
秦汉番禺城与“海上丝绸之路”

关系考 
周繁文 

芳林新叶——历史

考古青年论集（第

二辑） 
2017 

 

                                                        

28 登录时间：2022 年 5 月 30 日。 
29 以“周繁文”+“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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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周繁文发表的 5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184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1273

篇，共引文献总计 54574 篇。具体如下： 

表 2.12.3 2017-2021 年周繁文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

文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秦汉帝国的南疆:考古学视角的长时段观察 53 568 2972 
2 两千年前的长安与罗马 — — — 

3 
帝国以前的罗马城——从聚落到都城的考

古学观察 
4 0 34 

4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 ——以五联罐

为主 
40 407 2572 

5 秦汉番禺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考 87 298 49027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周繁文发表的 5 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1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1 篇，

同被引文献总计 79 篇。具体如下： 

表 2.12.4 2017-2021 年周繁文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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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2  2017-2021年周繁文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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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

文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秦汉帝国的南疆:考古学视角的长时段观察 0 0 0 
2 两千年前的长安与罗马 — — — 

3 
帝国以前的罗马城——从聚落到都城的考

古学观察 
1 1 79 

4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 ——以五联罐

为主 
0 0 0 

5 秦汉番禺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考 0 0 0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图 2.12.5 2017-2021年周繁文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中国知网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周繁文发表的五篇论文均为独立发表，未有合作情况。 

5. 研究主题 

周繁文主要致力于考古学文化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周繁文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

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周繁文的研究主题战国秦汉考古、古罗马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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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助基金 

周繁文获得的资助基金主要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古典时期罗马城的考古发现

与研究”。 

 

第十三节 郑君雷 

1. 学术影响概况 

根据 CASHL、万方分析、CNKI、CSSCI、WOS、Scopus 等30
数据库检索结果

31
可知，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郑君雷共发表中文学术论文 20 篇，中文核心收录 14 篇。 

根据万方分析平台可知，学者 H 指数为 9，论文总被引频次为 211，论文最高被引量为

50，篇均被引量为 10.55。 

2. 2017-2021 年发文情况 

2.1. 发文情况一览 
表 2.13.1 2017-2021 年郑君雷发文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作者 来源 发表年份 

1 
“东北区域文化”学理基础和研

究体系谫论 
郑君雷 社会科学战线 2019 

2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类型

及其文化遗产价值 
张晓斌 
郑君雷 

文化遗产 2019 

3 
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

类学考察 
郑君雷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0 登录时间：2022 年 5 月 31 日。 
31 以“郑君雷”+“中山大学”为关键词进入不同数据库检索，所得结果不同，通过对比，以各库相互补

充的最高收录结果为准，作为总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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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文趋势 

 

 

3. 2017-2021 年发文引用及被引情况 

3.1. 引用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郑君雷发表的 3 篇论文，参考文献总计 84 篇，二级参考文献总计 248

篇，共引文献总计 6900 篇。具体如下： 

表 2.13.3 2017-2021 年郑君雷中文发文参考文献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参考文献

数量 
二级参考

文献数量 
共引文献

数量 

1 
“东北区域文化”学理基础和研究体系谫

论 
22 40 2156 

2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类型及其文化遗

产价值 
16 34 598 

3 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 46 274 4146 

 

3.2. 被引情况一览 

2017-2021 年间，郑君雷发表的 3 篇论文，引证文献总计 9 篇，二级引证文献总计 5 篇，

同被引文献总计 349 篇。具体如下： 

表 2.13.4 2017-2021 年郑君雷中文发文被引情况一览表 

序号 题名 
引证文献

数量 
二级引证

文献数量 
同被引文

献数量 
1 “东北区域文化”学理基础和研究体系谫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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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2  2017-2021年郑君雷发文趋势折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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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类型及其文化遗产

价值 
6 4 129 

3 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考古人类学考察 3 1 220 

 

3.3. 中文文献互引及共引分析 

 

4. 作者合作分析 

2017-2021 年，与郑君雷合作发文的作者仅有一位张晓斌，二人合作研究的方向是广东

海上丝绸之路。 

5. 研究主题 

郑君雷主要致力于考古学文化研究，通过对 2017-2021 年郑君雷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

可以得知上述时间段内郑君雷的研究主题集中于东北区域文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百越文

化等方面。 

6. 资助基金 

2017-2021 年郑君雷获得的资助基金主要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第三章 结论 

本报告以 CASHL 收录的学术论文为主要基础，亦以 CNKI、CSSCI、WOS、Scopus 等

图 2.13.5 2017-2021年郑君雷中文发文文献互引网络，来源：CNKI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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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同时段收录的学术论文为补充研究资料，选择 2017-2021 年（以下简称“上述时间段”）

发表的 83 篇学术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山大学考古学专业的 13 位学者（以下简称“上述学

者”）的发文情况，发文趋势，发文引用和被引情况，作者合作情况，研究主题和研究基金，

得到以下结论：  

1.发文特征：在国内 109 种考古学期刊中，中山大学考古学学者发文量排名最多的刊物

为《南方文物》，发文合计 14 篇；其次为《人类学学报》，发文合计 7 篇。除这两种刊物外，

发文量较多的期刊还有《中国农史》、《文博学刊》、《大众考古》和《北方文物》，发文量均

为 4 篇；《西域研究》、《文物春秋》、《考古》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

种刊物，发文量均为 3 篇。发文量排名前十位的期刊中，核心期刊有 7 种。除中文期刊外，

考古专业在国际四个知名期刊也有发文，显示了中山大学在考古学专业存在一定的研究实

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山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2.研究成果：上述时间段内，上述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于新石器时代考古、中

国南方考古、生物考古、文物研究、新疆考古、宗教考古、宗教人类学、考古学理论、动物

考古、秦汉考古等研究领域，且研究领域呈现一定的华南地域性特征。 

3.发文数量：上述时间段内，以第一作者
32
身份发表文章最多的是许永杰教授，达到 10

篇，其余较多的还有姚崇新教授和郭立新教授。 

4.影响力：上述时间段内，在国际期刊上发文最多的是李法军教授，达到 3 篇，具备了

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5.合作发文：上述时间段内，上述学者合作发文情况较多，合作者多为境内外考古工作

者，包含知名专家，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校内外、境内外的紧密合作形势。 

通过上述剖析，可知中山大学考古学学者发文在数量和质量上（核心期刊，SSCI 收录

期刊）呈现平稳发展趋势，体现了良好的学术发展势头和活力。校内外、境内外学术合作数

量与范围都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打破地域限制乃至国界限制的著者与著者、著者与机构、

机构与机构间的学术合作已成为中山大学考古学学科科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国家和

学校开展“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向优势院校和机构看齐，进一步提升科研实

力、拓展研究领域、突破发展桎梏、培养专业人才，将成为中山大学考古学学科进一步发展

需要思考的问题。 

                                                        

32 以署名排序界定，如有特别标注为共同第一作者的亦界定为第一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