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题名 
（题名要求以最恰当、最简明且便于检索的词语，准确地概括论文最主要的内容，可以根据科研成果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来命

名，或者根据所要加工的科研资料和性质来命名，一般不超过 20 字。题名应该避免使用不常见的缩略词、首字母缩写字、

字符、代号和公式等。） 

姓名 1,2 姓名 1 姓名 1 

（1.单位，省市 邮编 2.单位，省市 邮编） 

摘要：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1]。主要内容包括论文研究的目的（指出研究的范围、

目的、重要性、任务和前提条件，不是主题的简单重复）、方法（简述研究了哪些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做了

哪些工作，包括对象、原理、条件、程序和手段等）、结果（陈述研究之后重要的新发现、新成果及价值，包括

通过调研、实验、观察取得的数据和结果，并剖析其不理想的局限部分）和结论（通过研究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包括从中取得证实的正确观点，比较预测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意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价值）等。摘要一般

不宜超过 200~300 字，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慎用长句，不用引文；一般不举例证，不讲过程，

不做工作对比；除实在无法变通外，不用图、表、化学结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1]；不使用“本文”、

“作者”等作为主语，建议采用第三人称，如“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

等记述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关键词 5 

（关键词尽量用《汉语主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通常有 2 类：一量叙词，即用以标引文献主题概念

的经过规范化的主题词或词组；二是直接从论文的题名、摘要、层次标题或正文中抽取的能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

自然语言，即主题词表中的上位词、下位词、替代词，或反映最新科技进展的而主题词表中找不到的自由词。一

般选取 3~8 个词作为关键词为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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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引言定义为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范围、相

关领域的前人工作和知识空白、基础理论和分析研究

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测结果和意义等[1]。

即说明“为什么做此项研究”“采用了何种方法研究”

“解决了什么问题”及“说明重要的意义”等问题。

引言可以包括以下 5 项内容中的全部或其中几项：1）

介绍某研究领域的背景、意义、发展状况、目前的水

平等；2）对相关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和综述，包括

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解决的问题，并适当加以评价

或比较；3）指出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留下的技术

空白，也可以提出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新方法、

新思路，从而引出自己研究课题的动机与意义；4）

说明自己研究课题的目的；5）概括论文的主要内容

或勾勒其大体轮廓。 

引言的写作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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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以参考文献的形式标出即可；3）尊重

科学、实事求是，在论述本文的研究意义时应注意分

寸，切忌使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填补了国内外

空白”“首次出现”等词语，同时也要注意不用客套

话，如“才疏学浅”“恳求指教”“抛砖引玉”之类

的语言；4）引言的内容不应与摘要雷同，也不应是

摘要的注释，引言一般与结论相呼应，在引言中提出

的问题，在结论中应有解答，但应避免引言与结论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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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5）引言不必交待开题过程和成果鉴定，也不必

引用有关合同公文和鉴定的全部结论；6）引言最好

不要插图、列表和数学公式的推导证明。 

引言中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需要以尾注的方式注

明引用成果的出处，并在文后“参考文献”中标明。

引言的长短根据论文的篇幅及阐述内容来确定。 

1 正文  

正文一般包括论点（提出问题）、论据和论证（分

析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解决问题）和结论。由

于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方法、工作进程、

结果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对正文内容不能作统

一的规定[1]。 

在论证过程中，正文内容上要求科学、以事实为

依据、客观真实；思路上要求清晰、合乎逻辑、准确

完备；结构上要求层次分明、简练可读；语言上要求

简洁、准确，尽量通过数据与事实说话，并用简要的

文字陈述；可用图或表来表达文字难以说明的内容。 

1.1  量和单位 

1） 文中涉及到量的单位，务必使用国际标准单

位。 

2） 避免用同一个符号表示不同的量。 

3） 凡是有变量含义的符号（包括表示量及其上、

下角标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反之，用正体；表示矩

阵、张量和矢量的符号一律用黑斜体。 

4） 量与其单位之间用“/”切分，复合单位应在

“/”后加注括弧，如速度/（m∙s-1）。 

5）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物理量值；公元世纪、

年代、年、月、日、时刻；计数的数字；非物理量的

量词前面的数字及仪器型号、样品编号、标准代号页

等。 

1.2  插图编排规范 

1） 插图排在第一次提及该图图号的正文之后，

并按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2） 插图一般由图、图号、图题和图注构成。图

题应准确、简明地阐释插图内容。 

3） 插图尽量不用彩色图。小图宽度小于 7.5 cm，

大图宽度为 12 cm～15 cm。 

4） 插图中字体为黑色宋体或 Times New Roman

小五号，线条为黑色 0.75 磅。 

5） 坐标图的横、纵坐标必须标明其对应的量的

符号或名称/单位符号，如 t/s。 

6） 若有图注，放在图下方，图题上方（即图与

图题之间）；若有图例，放在图的上方。 

7） 插图中的术语、数值、符号等应与正文及其

他插图中的表述一致。 

1.3  表编排规范 

1） 表排在第一次提及该表表号的正文之后，并

按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 

2） 表一般由表号、表题、表头、表身和表注构

成。表题应简练并明确表示出表格的主题。 

3） 表格采用三线表，小表宽度小于 7.5 cm，大

表宽度为 12 cm～15 cm。 

4） 表身中单元格内的数值不宜带单位，应把单

位符号归并在表头中（量的符号或名称/单位符号）；

如果表中涉及的单位全部相同时，宜在表的右上方统

一标注。 

5） 横表头各单元格内容宜居中排。纵表头各单

元格内容宜左齐排。 

6） 表身中行和列的数字、文字、图形宜对齐。 

7） 表身中同一列中相同量的数值宜对齐，以个

位、范围号、正号“＋”、负号“－”等为准。 

8） 表身各单元格中的文字为多行叙述时宜左齐

排。 

9） 表身中同一栏各行的数值有效位数相同。 

10） 表中的术语、数值、符号等应与正文及其

他表格中的表述一致。 

表 1  表题 

表头     

      

 表身    

     

     

 

顶线（0.75 磅） 

底线（0.75 磅） 

横表头线（0.5磅） 



 
 

1.4  数学式编排规范 

1） 文中的公式采用 WORD 中的公式编辑器编

辑。 

2） 公式的主体应排在同一水平线上；繁分式的

主辅线要分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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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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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简单的和常识性的运算公式和推导过程不要

列写。 

例： 

pnV = ( )
3

    cos
2

im im V            (1) 

式中， pnV 为一个开关周期内输出电压的平均值；m

为电流的调制系数； imV 为输入相电压的幅值；
i 为

输入电流相对输入电压的位移。 

2 结论 

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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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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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中有无发现例外或

本论文尚难以解释和解决的问题；3）与先前发表过

的研究工作的异同；4）本文在理论上和实用上的意

义及价值；5）进一步深入研究本课题的建议。 

结论撰写基本要求： 

1）语言要求明确精炼、严谨，一般不能用“大

概”“或许”“可能是”等词语，以免使读者产生似

是而非的感觉； 

2）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

段小结的简单重复[1]，要与引言相呼应，与正文其他

部分相联系； 

3）结论一般不作自我评价，不宜使用例如“本

研究结果属国内首创”等价值判断类词句来进行自我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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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put voltage unbalance and drop situation of matrix converter will affect the output dc voltage, a feedback control 

strategy with current space vector modulation algorithm is adopted.  

Key words: key word1; key word2; key word3; key word4; key wor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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