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撰写要求

1 题名

题名应简明，不宜超过 25字，应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

字符、代号和商品名称，尽可能不出现数学式和化学式。题名中避免

标点符号及空格；一般不设副标题，确有必要时，副标题前加破折号

（破折号起另起行），英文副标题前加冒号；尽量删去题名中的“研

究”“实验研究”等多余字段；英文题名应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题

名中系列研究用罗马字母Ⅰ、Ⅱ表示，不用中文一、二表示；自拟方

命名采用汉语拼音，应以词为音节列出拼音。如“补肾活血丸”应写

为“Bushen Huoxue Wan”或“Bushen Huoxue Pill”；若有基金项目

资助的课题请在论文题目结尾以“
△
”标注。

2 作者及工作单位

1)第一作者必须是文章的主要完成者；2）通信作者对文章的选

题及内容进行辅导，可对文章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3）其余作者

也有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4)起草或修改论文

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

相同单位的作者不用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若不同单位的作者，

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序号应按从小到大的顺序依次

出现），并在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处序号相同的序号；作者单



位应按照作者署名顺序依次著录；同一作者不同单位以不同序号标注，

序号间以“，”间隔。

中英文通信作者右上角均应加注“
*
”；并列第一作者右上角加

注“
a
”，并在脚注按下例格式标注：

所有署名作者的英文姓名应全部列出，中国作者姓名用汉语拼音

标注，姓在前，名在后，姓名之间用空格分开，复姓连写，姓氏字母

全部大写，名首字母大写，双名中间用“-”分开，如 WANG Xing-min；

大写字母“ü”可以用“YU”代替，如“吕”拼写为“LYU”。按下例

格式标注：

李耿
1
，李振坤

2
，郭宇博

3
，程煜华

4
，刘立营

5
，张秀梅

5
，杨洪军

6*

单位全称与地名之间以“，”间隔，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或县以 1 个中文字符间隔，省、市或县与邮编以 1 个中文字符间隔，

不同单位以分号“；”间隔，在单位中单位与部门或学院之间空半个

中文字符；同一单位 2 种名称以“/”隔开；不同序号单位另行排版；

英文作者单位应在邮编后面加注国别，只标注城市，不标注省份；凡

以“a、o、e”开头的非第一音节的拼音字母，在“a、o、e”前用隔

音符号“ʹ”隔开（Xiʹan）,按下例格式标注：



3 基金项目

在稿件首页以脚注的形式注明有关部门的正式基金名称的全称

（子课题不用写具体名称）及编号，多个基金项目之间用“；”分隔。

示例：

△
[基金项目 ] 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8ZX09735-006）

*
［通信作者］ 段金廒，教授，研究方向：中药资源化学与资源

循环利用、中药功效物质与配伍关系；E-mail：dja@njucm.edu.cn

4 摘要

中英文摘要前分别冠以[摘要][Abstract]字样；中文摘要一般

200～500 字。研究性论文的中英文摘要均采用目的（Objective）、

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结论（Conclusion）四要素的结

构书写；综述性论文需写出叙述形式的指示性摘要，要突出文章的创

新内容；在摘要中，如原词过长且文中又多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时一

律先写出中文全称后在圆括号内标注缩写词，以后出现则用简称（摘

要、正文、图、表中都要独立出现）；英文摘要无比号“︰”，应该

用英文状态下的冒号“:”表示；英文题名或摘要中的书名用斜体；

摘要中不能出现“本研究”“本文”等字样；摘要及正文中的英文单



词尽量避免转行。按下例格式标注：

［摘要］ 目的：建立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谱法

（UPLC MS/MS）同时测定…。方法：采用 ACQUITY UPLC BEHC18色谱

柱（100 mm×21 mm,18 μm），…。结果：９个维生素类成分具有良

好的线性关系，…。结论：该方法操作简便、准确、重复性好，…。

5 关键词

关键词要紧扣主题，宜从《汉语主题词表》《中医中药主题词表》

中选取，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重要术语及地区、人物、

产品等，可选作关键词，选取 3～8个关键词为宜。

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隔；作品名称作为关键词时应加书名

号，特定含义的词作为关键词时应加双引号；应按照反映主题的重要

性排序，表达核心主题因素的关键词排在前面，表达非核心主题因素

的关键词排在后面；关键词如涉及植物拉丁名要有定名人。按下例格

式标注：

［关键词］ 雪莲；维生素；超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级杆串联质

谱法

英文关键词应以[Keywords]作为标识排在行首，各关键词之间用

“;”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需一一对应；英文关键词全部

用小写（专有名词除外）；书名在英文关键词中用斜体；关键词如果

有英文缩写可直接缩写。按下例格式标注：

[Keywords] Cassiae Semen ； modern application ； chemical

components；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5 正文主体

正文构架一般分为目的（引言）、材料、方法、结果、讨论 5 个

部分，删去“实验目的”“实验方法”“实验结果”“实验讨论”中的

“实验”二字。研究性文章中的“材料”和“方法”应分别列出；“方

法”“结果”可分别列出，也可合并。

5.1 引言

概述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及其意义等，明确本文

的创新之处。

引言不宜超过 300 字，删去“现将结果报道如下”等啰嗦字句，

注意尽量避免与文题及摘要文字上的雷同，切忌写成文献综述。

5.2 材料

写明规格和来源，药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国药品

通用名称》《国际非专有药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ry

Names，INN）等，药用植物名符合《中国植物志》，不用代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新药则用批准的药名。首次出现的中文、外

文简称（缩写语）应先写出全称（中、外文全名），然后才能直接使

用。动植物实验材料必须附拉丁学名，并提供鉴定人的单位、职称信

息，鉴定信息中属名用全称。

植物来源中植物名后的拉丁名不用括号，第一次出现用全称，再

次出现属名可用缩写，省略定名人。



研究对象为实验动物，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来源、

动物许可证号及动物实验的伦理学审查（注明单位及批号）、数量、

性别等信息。

药品及化学试剂使用通用名，并注明来源、批号、规格、剂量。

仪器应注明名称、型号（型号后需要加“型”字）、生产者，仪器厂

家是否注明国别，同一篇文中统一即可。

采用中药汤剂、中成药，应列出组成的药物名称、剂量、炮制方

法、服用方法。

提取物需要提供质量控制标准；对照品需要提供批号和纯度。

5.3 方法

尽量简单明了。凡文献已有记述的方法，一般可引用文献。对新

的或有实质性改进的方法要写明改进处。如作者创新的方法，则宜详

述，以便他人重复。

5.4 结果

结果部分应实事求是、简单明了，应与观察指标对应。

5.5 讨论

讨论部分应着重讨论研究结果的创新点及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可

提出建议、设想或改进意见。



6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数量不少于 6 篇，应尽量引用近期公开发表的原始文献。

综述性文章应尽量使用 10年以内文献，文献数量一般控制在 50篇以

内。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在网站投稿时务必使

用“参考文献检测”功能，以便帮助发现并及时修改参考文献中的错

误。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执行国家标准（GB/T 7714—2015）的规定。

每条参考文献著录项目应齐全。

题名后用方括号加注文献类型标识（普通图书：M，会议录：C，

汇编：G，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报

纸：N，电子公告：EB，数据库：DB）和文献载体标识（光盘：CD，

联机网络：OL），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

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参考文献由作者与其原文核对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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