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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论文投稿须知 
一、基本要求 

1、论文需报送全文，文稿用 word 录入排版。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谨、结论可靠、文字

精炼、图文规范（具体格式要求见附件），标点符号使用正确。文中不得涉及保密事项，每篇稿件一般全文

字数不超过 8000 字。 

2、文章结构。论文应依次包含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全称及通信地址、摘要、关键词、正文、

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论文应完整且简明扼要，需包括必要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与分析等，

应保留涉及主要观点的图片、曲线和表格，并注明数据来源。 

3、根据学术会论文集出版需要，编辑有权对稿件进行删改。 

二、论文格式 

排版采用通栏布局，页边距：上下 2.54cm，左右 1.9cm。 

1、正文以前部分： 

论文题目，不超过 25 字，三号黑体，居中排版,文头顶空一行。 

作者姓名，4号楷体，居中排，作者之间用逗号区分，间距为段前段后均 0.5 行。 

作者单位及通信地址，按省名、城市名、邮编顺序排列，宋体小 5 号，居中排，全部内容置于括号之

中，间距为段前段后均 0.5 行。作者单位与省市名之间用逗号，城市名与邮编之间空一全角格。作者单位

多于一个的在作者姓名处用上角标注。 

摘要，“摘要”二字黑体 5 号加粗；内容宋体 5 号，间距为段前 0.5 行。摘要应具有自明性；必须包括

所研究的问题、过程和方法、结果 3 部分（字数控制在 300～400 字）,能具体而准确地概括出正文的关键

内容和创新点；应采用第 3 人称的写法。且摘要内容不能再重复出现在正文中。 

关键词，需列出 3～5 个。“关键词”三字黑体 5 号加粗，其他宋体 5 号，间距为段后 0.5 行。关键词

要体现精准，不要出现如“研究”“优化”等过于宽泛的无效词汇。 

2、正文 

正文 5 号宋体，左齐，首行空两格，1.25 倍行距。 

前言不排标题序号, 也不加“前言”二字。 

各级标题均左顶格书写，标题的序号均用阿拉伯数字, 一级标题为“1”, 二、三级标题编号数字间用

下圆点相隔, 例如, “1.1”, “1.1.1”。间距：一、二级标题及题目加粗，段前段后均为 0.5 行，三级标

题题目间距为段前 0.5 行。四级标题：用（），其间为序数。一级标题为小 4 号宋体，二级标题为 5 号黑体。 

必须使用规范的中文简化字。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符号、角标等须注明文种、大小写、正斜体、黑

体等，正文（含公式、图表）中的物理量和计量单位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文中年代、年月日、数字用阿拉

伯数字表示。文中所引用的公式，需采用公式编辑器录入。 

文中图、表应有自明性，且随文出现。尽量采用 Word 文档以插入表格方式制作三线表。图（表）须

有图（表）题，紧随文后，且在同一页面。图中文字、符号或坐标图中的标目、标值须写清。工程图应符

合制图规范,照片应为反差较大的黑白片。表格请制成三线表(表内无斜线、竖线)。图和表中的量和单位请

参考有关标准，一般用符号（字母）表示,量的单位用量与单位的比值表示,例: l/mm (l 表示长度, 单位为

mm)。关于图片，如文中出现 Visio 图，请将 Visio 原图插入文中。如图片为 CAD 形式，也请嵌入原文件，

以便后期编辑。如折线图为 Excel 表格中生成的，请将 Excel 表格嵌入文中。 

图表及公式用阿拉伯数字分别连续编号。图号和图题在图的正下方居中，表号和表题在表的正上方居

中。图号和图题，表号和表题均用黑体 5 号加粗。表中内容宋体 5 号。 

公式号用圆括号括起来排在公式行右顶格。标目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物理量和单位符号。表的内容

切忌与插图和文字内容一致。 

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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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四字宋体小 5 号加粗居中排；内容为小 5 号宋体，左起定格排列；间距 1.25 倍行距，内

容用插入符号[ ]排列，其间为序数。 

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四字宋体小 5 号加粗左起顶格排，间距为段前 0.5 行；内容宋体小 5 号，作者简介中须

写明：第一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出生地或籍贯（具体到市县）、技术职称和最高学位、邮箱、联系

电话等信息。如第一作者不方便联系，一定要按照上面的内容补充通信作者信息。 

三、论文格式范例 

长大重载货物列车编组方案优化研究 

作者 1,作者 2 

（1.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科学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北京 100081;2.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北京 

100844） 

摘  要:本文阐述了…… 

关键词:长大重载；纵向动力学；紧急制动 

0  引言（该级标题可有可无，但如在第一个一级标题出现前的文字过多的话，需要保留） 

世界各国的长大货物运输实践证明：铁路运输在国家的大型重点建设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不可替

代的地位，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其长大货物运输装备研制技术难度大，水平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

国家的工业化水平。 

本文采用列车纵向动力学仿真软件，建立 40t 轴重车辆混编的纵向动力学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模拟产

生列车最大纵向力的紧急制动工况，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1  列车纵向动力学模型 

1.1  基本原理 

铁路长大货物车与通用货车不同，从总体结构表现为结构多样、多层、多轴、多导向、多种技术装

置。 

1.1.1 车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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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活载图式（距离以 m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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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作者（1971-），男，汉族，博士，研究员，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联系电话：010-45668888，电子邮箱：zz@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