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论文标准结构及写法规范最全整理！

论文标题

文字概括精练，一般要求不超过 15-20 个汉字；单行题目要居中，双行题目上

行要长于下行题目；

英文题目要求不超过 12 个词或 100 个书写符号；题目不用缩写词或者简化词；

尽量不用标点符号。

摘要

论文摘要又称文摘、提要，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要由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分组成：



目的部分应简要说明研究的目的，说明提出问题的缘由，表明研究的范围及重要性；

方法部分应说明研究课题的基本设计，使用了什么材料和方法，如何分组对照，研

究范围以及精确程度，数据是如何取得的以及经过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

结果部分要列出研究的主要结果和数据，有什么新发现，说明其价值及局限，叙述

要具体、准确，并需给出结果的可信值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

结论部分应简要说明、论证取得的正确观点极其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是否值得推

荐或推广等。

摘要的内容是对题目的扩充，是全文的高度概括。

摘要一般不分段，不列图、表以及化学结构式，也不引用参考文献。摘要的长短，

一般为正文字数 2-3%。国际标准组织建议不应少于 250 个词，最多不超过 500 个词。

摘要虽然居于全文前首，但在写作上却是论文完稿后写的。

关键词

关键词也称主题词，是从论文的题名、层次标题、摘要和正文中选出来的，能反映

论文主题概念的词和词组，并按照一定顺序逐次排列出来的。其标引质量直接影响

到二次文献的收录与利用，便于对全文的检索。一般要求一篇论文要有 3-5 个全文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

引言

引言（前言、概论、序言、绪论、绪言、导言、导论）

引言作为论文的开端，主要是交待研究成果的来龙去脉，即回答为什么要研究

相关的课题，目的是引出作者研究成果的创新论点，使读者对论文要表达的问题有

一个总体的了解，引起读者阅读论文的兴趣。



引言一般稍多于摘要的字数。要求该部分的写作要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不要与摘

要雷同，也不要成为摘要的注释。一般不用图表和公式来论述问题，但至少应该有

观点的罗列，同时一定要把作者的创新点明确表达出来。

引言部分应以阿拉伯数字“0”作为该级层次的前置编号。

引言内容：如需编序号，用圆括号序号，段前空两个字的间空。

正文

正文是引言之后、结论之前的部分，也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作者论点的提出、论据

的陈述、论证的过程、结果和讨论都要在此得以展现。要求观点要正确、论点要明

确、论据要充分、选材要新颖；论述要有条理，有较好的逻辑性、可读性和规范性；

表达要以读者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信息量为原则；量、单位、名词术语的使

用要统一、规范。正文是否有创新性，是决定一篇论文采用与否的首要标准，也是

刊物决定录用与否的主要依据。

虽然许多论文不属于“首次提出”、“首次发现”，但作为一篇论文总应该对某一

个问题的研究有新意，或对某种算法有改进，或对某一技术指标有提高。要求论点

突出、尊重事实、表达准确，要求结构能紧紧围绕主题层层展开、环环相扣，使整

篇论文系统严密、浑然一体。常见的论文的结构形式有并列式、递进式、总分式和

分总式等。

论文结构层次一般分成若干个自然段，或是用若干个小标题来论述。每层的小标题

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一个编码的两个数字之间用圆点（.）分开，末位数字后

面不加圆点。每一层次一般不超过 4级，最后一级如果还要分层次，可用 1）；2）；

①；②形式表示。如：1 （一级标题）；1.2（二级标题）；1.2.3（三级标题）；三

级；正文的结构层次不论是采用自然段还是小标题的形式，都要注意各层次之间要



紧密衔接、环环相扣、富有逻辑，达到无懈可击；层次与层次之间还应协调一致，

各部分的先后次序、篇幅的长短，都应根据逻辑顺序和表现主题的需要当详则详，

当略则略。

正文结构层次上的常见问题：

（1）标题不简明、不得体；

（2）标题用词不确切，含混不清；

（3）标题之间缺乏逻辑关联；

（4）层次递进缺阶、段，衔接不上，层次混乱，不符合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规律；

（5）同一篇文稿中使用多种结构方式。

结论（结语、结束语）

结论是一篇论文的收束部分，是以研究成果为前提，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论

证所得出的最后结论。

在结论中应明确指出论文研究的成果或观点，对其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价值等加

以预测和评价，并指出今后进一步在本研究方向进行研究工作的展望与设想。

结论应写得简明扼要，精练完整，逻辑严谨，措施得当，表达准确，有条理性.

一般说来，读者选读某篇论文时，先看标题、摘要、前言，再看结论，才能决定阅

读与否。

因此，结论写作也是很重要的。撰写结论时，不仅对研究的全过程、实验的结

果、数据等进一步认真的加以综合分析，准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且，

对论证的材料，选用的实例，语言表达的概括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等方方面面，也

都要一一进行总判断、总推理、总评价。



同时，撰写时，不是对前面论述结果的简单复述，而要与引言相呼应，与正文

其他部分相联系。

结论中，凡归结为一个认识、肯定一种观点、否定一种意见，都要有事实、有

根据，不能想当然，不能含糊其词，不能用“大概”、“可能”、“或许”等词语。

如果论文得不出结论，也不要硬写。

凡不写结论的论文，可对实验结果进行一番深入讨论。论文结论的字数要求在

600-800 字左右。

科学研究通常不是只靠一二个人的力量就能完成的，需要多方面力量支持，协

助或指导。特别是大型课题，更需联合作战，参与的人数很多。

在论文结论之后或结束时，应对整个研究过程中，曾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单位和

个人表示谢意。尤其是参加部分研究工作，未有署名的人，要肯定他的贡献，予以

致谢。如果提供帮助的人过多，就不必一一提名，除直接参与工作，帮助很大的人

员列名致谢，一般人均笼统表示谢意。如果有的单位或个人确实给予帮助和指导，

甚至研究方法都从人家那里学到的，也只字未提，未免有剽窃之嫌。

在论文末尾向曾经给与该论文各种帮助的人给予真诚的致谢，是对别人研究成

果和劳动的一种尊重。

附录

附录是将不便列入正文的有关资料或图纸编入其中。它包括有实验部分的详细数据、

图谱、图表等，有时论文写成，临时又发现新发表的资料，需要补充，可列入附录。

附录里所列材料，可按论文表述顺序编排。

参考文献

作者在论文之中，凡是引用他人的报告、论文等文献中的观点，数据、材料、成果

等，都应按本论文中引用先后顺序排列，文中标明参考文献的顺序号或引文作者姓

名。每篇参考文献按篇名、作者、文献出处排列。列上参考文献的目的，不只是便



于读者查阅原始资料，也便于自己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应该注意的是，凡列入参考

文献，作者都应详细阅读过，不能列入未曾阅读的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原则：

（1）只著录最必要、最新的文献；（2）只著录公开发表的文献；（3）参考文献的

数量不宜太少。

参考文献：

［1］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

准[S]，专利[P]，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A]．［2］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

机[CP]，电子公告[EB]．［3］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互联网[OL]，光盘[CD]，磁带[MT]，

磁盘[DK].

示例：

A、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

选）例：

［1］刘国钧，陈绍业.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B、期刊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 .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例：

［1］何龄修．读顾城《南明史》[J]．中国史研究，1998，(3):167-173．

［2］OU J P，SOONG T T，et al.Recent advance i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s of passive

energy dissipation systems[J].EarthquackEng，1997，38(3):358-361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可选）.原文献

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



［7］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炜.运筹学的理论与应用--中

国运筹学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8-10.

D、报纸文章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例：

［8］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E、电子文献

[文献类型/载体类型标识] [J/OL]网上期刊.

[EB/OL]网上电子公告[M/CD]光盘图书.

[DB/OL]网上数据库[DB/MT]磁带数据库.

［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 [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版或获

得地址，发表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例：

［12］王明亮.关于中国学术期刊标准化数据库系统工程的进展[EB/OL].

注释

注释就是对文章内容的解释和说明。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和自己很容易看懂。为了让

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段代码是做什么用的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

介绍、评议的文字。一般置于“参考文献”后面。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包括主要要素：作者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籍贯、现在工作

单位、职务或者职称以及简单履历和工作业绩等。字数一般要求 50-100 字之间。

基金项目

一般在作者简介之后，通常用“注”或者“※”号提示，包括要素：基金项目、具

体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和项目主持人姓名等等。

表格备注

用来注解表格相关内容的文字或数字。

插图



插图是指插在文字中间用以说明文字内容的图片。其作用主要有：用图示的方

法展示正文的内容，形象、直观，一目了然；作文字部分的补充；能表述复杂的科

技问题，减少文字叙述；文图并茂，美化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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