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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文  题  名 

作  者 1
, 作  者 2 

（1.作者单位全称，省市 邮编；2.作者单位全称，省市 邮编） 

摘要：选用报道性摘要，陈述论文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一般不超过 300 字。摘要中应排

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

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不引用参考文献；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结构严谨，表达简明，

语义确切。用第三人称，不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新术语或尚

无合适的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除了无法变通之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

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

次出现时必须加括号说明。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 

中图分类号：（作者本人填写）      文献标识码：（作者本人填写）  

论 文 英 文 题 名 

作  者 1
, 作  者 2 

 

（1.二级单位，一级单位，所在城市（县） 邮编，国家；2.······ 

Abstract :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150 words ,不少于100 words ,用简洁、明确的语言将论文的目的“purpose”, 

主要的研究过程“procedures”, 所采用的方法“methods”,以及由此得到的主要结果“results”和得出的重要

结论“conclusions”表达清楚。所提供的信息必须具有完整性,要使读者对论文研究目的、方法、过程、

结果和结论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要避免过于笼统的、空洞无物的一般论述和结论;要取消或减少背

景信息;作者在文献中谈及的未来计划不应纳入摘要中。所采用的人称、语态、时态应视情况而定，力

求表达自然、妥当。 

Key words: 对应中文关键词列出，用分号隔开，避免使用自定的缩略语、缩写字作为关键词。 

一般不超过 20 字，不用

不常见的英文缩写。 

多个作者署名用

逗号隔开，一般不

宜超过 6 名作者。 

照 片 尺 寸 为

20mm*30mm；最

好不用红色背景 

要求 3~8 个，
用分号隔开。 

正文 5 宋，
首行缩进
2 字符。 

英文题目与中文题目对应，略
去题目中的冠词，去掉“Study 
on…,Thoughts on”等字样。除首
字母及专有名词外，其余字母均为
小写;不用不常见的英文缩写。 

英文作者姓名与中
文相对应，其间用逗
号隔开。姓大写，名
首 字 母 大 写 。 例
WANG Huaibin 

作者单位英文书
写应由小至大 

摘要及关键词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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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内容。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场白，应以简短

的篇幅介绍论文的写作背景和目的，以及相关

领域内前人所做的工作和研究概况，说明本研

究与前人工作的关系，目前研究的热点、存在

的问题及作者工作的意义。引言的写作要求如

下：1、开门见山，不绕圈子。避免大篇幅地讲

述历史渊源和立题研究过程。2、言简意赅，突

出重点。不应过多叙述同行熟知的及教科书中

的常识性内容，确有必要提及他人的研究成果

和基本原理时，只需以引用参考文献的形势标

出即可。在引言中提示本文的工作和观点时，

意思应明确，语言应简练。3、引言不必交待开

题过程和成果鉴定程序，也不必引用有关合同

公文和鉴定的全部结论。4、引言的内容不要与

摘要雷同，也不是摘要的注释。5、引言要简短，

最好不要分段论述，不要插图、列表和数学公

式的推到证明。 

1  正文 

文中的层次编号用阿拉伯数字，并以“1”、

“1.1”、“1.1.1”形式编排。文中尽量不用第一人称

“我们”字样。 

正文写作。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

果不同，以及学科的不同，对正文的写作和编排不

能作出统一的规定，但一般正文部分都应包括研究

的对象、方法、结果和结论这几个部分。试验与观

察、数据处理与分析、实验研究结果的得出是正文

的主要部分，应该给予有重点的详细论述。论文不

必要讲求辞藻华丽，但要求思路清晰、合乎逻辑，

用语简洁准确、明快流畅。内容务求客观、科学、

完备。切忌用教科书式的方法撰写论文。 

 

1.1 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和书写规则 

量和单位的名称、符号及书写规则严格执行国

家标准（GB 3100~3102），不可使用非法定计量单

位。引用文献数据出现非法定计量单位时，应加换

算成法定计量单位的关系式。正文中组合单位用分

数形式，如：不用 J·kg
-1，而用 J/kg 形式。数字与

单位之间加空格） 

一个符号只代表一个物理含义，一个物理量只

用一个符号表示。符号尽量简化，最好以单字母表

示。物理量符号采用国家标准中的规定，如压力用

P、温度用 T，均用斜体。矢量、张量、矩阵用黑斜

体。下角一般用小写正体，只有量符号和代表变动

性数字及坐标轴的字母作下标，采用斜体字母。如：

（1）表示变量用小写斜体，如 Si，i=1,2,…，i 用斜

体；（2）保留原物理含义，如比定压热容 cp中的 p

为小写斜体。 

物理量符号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前面应有其中

文名词或对其进行解释，后文重复出现时可直接用

符号表示；物理量符号解释的顺序要以在式中出现

的顺序为依据。 

1.2 插图和表格的编排规范 

1.2.1 表格 

表格的设计应该科学、明确、简洁，具有自明

性。表格应采用三线表，项目栏不宜过繁，小表宽

度小于 7.5 cm，大表宽度为 12～15cm 。表必须有

中英文表序、表题。表头物理量对应数据应纵向可

读。物理量与单位间用斜线，两者不能并列时，斜

线与单位一起排于物理量下方。对于相似的表格应

尽量合并。表身中数字一般不带单位，百分数也不

带百分号，应把单位符号和百分号等归并在栏目

中。如果表中栏目中单位均相同，则可把共同的单

位提出来标示在表格顶线上方的右端（不加“单位”

二字）。表身中同一栏各行的数值应以个位（或小

数点）对齐，且有效位数相同。上下左右相邻栏内

的文字或数字相同时，应重复写出。表中需要加表

注时，在表内文字或数字右上角加“*或**”字样，

表注也以“*或**”引出注释文字置于表的左下方。 

1.2.2  插图 

文中插图要随文出现，图以 6 幅为限。图形要

符合规范，图幅尺寸为：分栏图宽度不超过 7.5 cm, 

通栏图不超过 12~15 cm；图面汉字为 6 号宋体，物

理量符号（斜体）、物理量单位（正体）和数字均

为 New Roman 6 号；图中粗线条为 0.75 磅，细线

条为 0.5 磅。插图尽可能不用彩色图。插图使用

CorelDRAW 或 Photoshop 描绘；灰度图存为 TIF 格

一级分段标题， 5

号黑体加粗。 
 

三级分段标题， 
5 号楷体。 

二级分段标题， 
5 号黑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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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辨率不小于 800 dpi）；插图可单独存盘，也

可选择插入对象方式插入 word 文档。图必须有中、

英文图序和图题。函数图，端线尽量取在刻度线上；

图内的空间较大时可将图注列在图内空白处。横、

竖坐标必须垂直，标值线的疏密程度要相近，标值

线朝向图内，去掉无数字对应的标值线，不用背景

网格线。图注的各项间用分号，最后无标点；横纵

标目的物理量尽量用中文，如，注水压力 / MPa。

对于相似的图像应尽量予以合并，做成分图形式

（a）、（b）、（c）。 

3  数学符号及数学式的编排规范 

公式依出现的顺序编号（如果在下文中没有提

到此公式，可以不编号）。变量用斜体字母表示。

点、线段及弧用斜体字母表示。在特定场合中视为

常数的参数也用斜体字母表示。对具有特殊定义的

函数和值不变的数学常数用正体字母表示。具有特

殊定义的算子也用正体字母表示。矩阵符号用大写

的黑斜体字母表示，矩阵元素用白斜体字母表示。 

公式及公式中的符号说明尽量接排以节省版

面。把带有复杂上角标的指数函数 e 
t写成 expt。公

式的主体应排在同一水平线上；繁分式的主辅线要

分清。长公式在运算符号后回行；长分式转行时，

先将分母写成负幂指数的形式，然后转行；矩阵和

行列式不能转行。矩阵元素包含式子时，每一列应

以中心线上下对齐，行要左右排齐；元素为单个字

母或数字时，每列应使正负号对齐。对角矩阵中对

角元素所在的列应明显区分，不能上下重叠。 

简单的和常识性的运算公式和推导过程不要列

写。 

4 正文中参考文献的标注 

参考文献引用已公开发表的文献，著录要真实，

引用要合理，一般不少于 10 篇。正文中采用顺序

编码制标注参考文献，即按正文中引用文献出现的

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参阅

GB/T 7714—2005），并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

标或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  

5 结 论（注意与结束语的区别） 

结论不应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它应

以正文中的实验或考察得到的现象、数据的阐述分

析为依据，完整、准确、简洁地指出以下内容：a.

由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或实验得到的结果所揭示

的原理及其普遍性；b. 研究中有无发现例外或本论

文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c. 与先前发表过的研

究工作的异同；d. 本文在理论上和实用上的意义及

价值；e. 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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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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