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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论文的写作规范与要求

何书金 , 姚鲁烽 , 赵 歆
(《地理学报》 编辑部 , 北京 100101)

一篇地理学论文除包括引言、区域数据与方法、结果和讨论 4 方面的核心内容外 ,
还要再加上标题 (题名)、作者署名及单位标署、首页脚注的作者与项目资助信息、中英

文摘要、关键词、致谢和参考文献等内容 , 才能构成一篇完整的地理学论文。下面分别

就地理学论文组成部分的特征和基本要求进行说明。

1 标题规范要求

1.1 标题的形式与内涵要求

1.1.1 标题的明确性 全文内容要与题目呼应。① 在研究空间上 , 应把文章限定在有

数据的区域。这样才有实际应用的意义 , 不要为 “全国”而全国。② 在研究要素上 , 应

限定相关要素 , 不能面面俱到。例如 , 论 文 中 仅 分 析 了 降 水 变 化 , 标 题 就 不 宜 用 “气

候”, 而用 “降水”。

1.1.2 标题的简要性 论文标题一般不超过 20 字。① 标题后一般不用加 “······研

究”、 “·····分析”等词语。② 标题过长可加副标题 , 但一般最好不用副标题 , 如 “大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以北京市为例”最好改为 “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③ 标题中不要出

现不确定的词汇, 例如: “某某研究的新方法”, 标题中应该说明具体的方法名称。④ 标

题中一般不宜出现英文缩写, 最好用中文表达。

1.2 正文标题系统要求

正文标题系统必须具有完整性。论文关键部分的章节应该有次一级的子标题 , 同级

标题排列应该是内容并列的。每级标题下的文字论述不能过短 , 并且应有定量数据。论

文的分节排列通常按照研究内容、影响因子、分布区域、时间阶段、实验方式等顺序排

列。本刊正文标题系统 1、2、3 级标题分别按 1、1.1、1.1.1 编号 , 各级标题一律左起顶

格书写。

2 作者信息表述规范要求

2.1 作者署名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 GB 7713-87 规定 , 在学术论文中署名的个人作者 “只限于那些对于选

定研究课题和制订研究方案、直接参加全部或主要部分研究工作并作出主要贡献以及参

加撰写论文并能对内容负责的人 , 按其贡献大小排列名次”。对于那些不够署名条件 , 但

对研究成果确有贡献者 , 可采用在 “致谢”或 “脚注”中表示感谢的方法。因此 , 合理

的作者署名与排序不仅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利益 , 同时也表明哪些人应该对所发表研究成

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负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越来越多的研究课题需要有多领域、

特长各异的专业人员来共同完成。多位作者对共同完成的论著联合署名时 , 署名顺序应

按各人的贡献大小排列。

通讯作者通常是实际统筹处理投稿和承担答复审稿意见等工作的主导者 , 也常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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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涉及研究工作的负责人。通讯作者的姓名多位列作者名单的最后 , 但其贡献不亚于

论文的第一作者。

2.2 作者地址的标署要求

作者地址不仅有助于作者身份的识别 , 同时也是期刊编辑部或读者与作者联系所必

需的信息。标署地址时应注意 : ① 尽可能地给出详细的通讯地址 , 对于大多数研究机构

来说 , 在不影响邮局投寄信件的前提下 , 可以不列出详细的街道名 , 但邮政编码必须要

给出 ; 对于高等院校来说 , 通信地址一定要具体到院系或研究所 , 以免按论文中地址抄

录的邮件无法寄达作者本人。② 如果有二位或多位作者 , 则每一不同的地址都应按作者

出现的先后顺序列出 , 并以相应上标符号的形式列出与相应作者的关系。③ 如果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同时为其他单位的兼聘或客座研究人员 , 并且为体现成果的归属 , 需要在

论文中同时标署作者实际所在单位和受聘单位的地址 , 则一定要清楚地指明作者的有效

通讯地址。④ 如果第一作者不是通讯作者 , 作者应按期刊的相关规定表达 , 并提前告诉

编辑。期刊多以首页脚注或致谢的形式标注通讯作者或联系人, 等等。

2.3 首页脚注要求

首页脚注信息中需注明: 研究资助项目的中英文名称、编号 , 作者简介 , 电子邮件 ,
联系电话, 通讯作者等方面。

3 摘要与关键词的规范要求

3.1 中文摘要的要求

中文摘要一般字数范围在 300~500 字 (6~8 行)。摘要为一段 , 不要分段。摘要中不

要出现 “本文”2 字。摘要应重点说明 : ① 选题的背景、意义 ; ② 采用的方法、数据 ;

③ 研究的地区、时段、内容和得出的结论。审稿人和读者通常最先阅读摘要 , 一份完善

的论文摘要对于稿件评审和发表效果会有很大的帮助。摘要的内容应该简明易懂 , 尽量

使本专业以外的读者也能看明白。摘要中一般不要出现专有名词的英文缩写、数学公式

等。

3.2 关键词的列举要求

关键词一般 3~7 个。关键词主要包括研究学科和对象、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时段、

研究地区等四方面的内容。论文中的关键词对于读者检索和了解论文的核心内容起着重

要的作用。(1) 研究学科关键词包括 ① 一级学科 , 例如 : 气象、旅游地理、地图学等 ;

② 研究对象 , 例如: 降水、碳循环、人口迁移等。(2) 研究方法关键词包括 ① 数据研究

类型, 例如: 树木年轮、DEM 模型等; ② 数据采集方法, 例如: 遥感、人口普查等; ③

数据分析方法 , 例如 : 地理信息系统等。(3) 研究时段关键词包括 ① 地质年代 , 例如 :
第四纪、全新世等 ; ② 历史时期 , 例如 : 汉代、清代晚期等 ; ③ 现代时段 , 例如 : 20
世纪、 “八五”规划时期等。(4) 研究地区关键词可以是自然地域 , 也可以是行政区域。

① 自然地域 , 例如 : 黄河、青藏高原、珠江三角洲等 ; ② 行政区域 , 例如 : 河北、广

州、京津唐地区等; ③ 气候带, 例如: 寒带、暖温带等。

有些论文发表在遥感、生态等期刊上可以不要研究区地名做关键词 , 但在地理学论

文上应该列出, 因为区域性是地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关键词应是具体的名词, 而不是过于宽泛的抽象名词, 例如: 误差、规律、变化等。

3.3 英文摘要要求

英文摘要篇幅为 1~2 页 , 其中应包括 : 简要的研究方法 ; 重要的实验、观察、统计

数据 ; 分区、分类、分级指标 ; 关键的数学公式和基本观点。易混淆的外文字母 , 需用

铅笔标出文种、大小写、上下角注等。外文的中国地名用汉语拼音拼写。现在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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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都在因特网上全文发布 , 国外很多读者是通过网络版阅读期刊的 , 为扩大论文在国

际上的影响, 特别强调英文摘要不能泛泛而写, 必须列出主要研究成果。

4 引言的写作规范要求

引言内容包括 : 简要综述国内外已有的同类工作或在研究地区已有的工作进展 , 说

明本文研究与他人工作的异同之处与研究进展。说明本项研究的研究意义和科学问题所

在 , 讨论在我国其他地区推广该研究的前景。前言介绍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情况要全面和

客观。不仅列出了一些相关文献, 但是应围绕文中所提出的关键问题来写。

4.1 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方法

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方法有以下方面:
(1) 按前人成果的时间顺序排列, 这类列举一般具有前期粗略、后期详细的特点。

(2) 按理论或模型的类型排列, 这类列举一般以繁简程度排序。

(3) 按工作方法的类型排列。

(4) 按研究方向和内容排列。

(5) 按研究成果和著作排列, 这类列举一般用于反映学科的发展过程。

4.2 对前人观点分歧的处理

在引用多种前人不同的概念定义、研究方法、分类指标等有较多分歧之处时 , 应该

明确交代自己侧重的概念和使用的方法 , 并与下文紧密联系起来。保持文章前后部分不

脱节。

4.3 研究区特征、研究特色及研究意义说明

在引言中要说明数据样本的类型、数量、区域、时段, 用地图绘出采样点的分布等。

5 研究数据与方法的写作规范要求

5.1 研究区域特征描述

主要表述研究区域的区位、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

5.2 各类研究数据的来源与分析方法

5.2.1 采用数据的范围、时段、种类 有些读者可能对论文的研究结果并不特别关心 ,
而侧重于搜集论文中对自己研究有用的数据。数据的时段不能用 “近 10 年”等模糊概

念, 应改为 “1992-2002 年”等明确的时段表述。对于数据的选取方法 , 对于研究区内的

数据, 并非所有的数据都可以运用, 需要进行必要的筛选。例如:
(1) 温 度 数 据 。······本 文 研 究 所 用 的 基 础 数 据 来 源 于 中 国 气 象 局 , 时 间 为

1961~2000 年, 数据内容为年平均的旬温度, 各气象站点的经度、纬度和海拔高度 , 共涉

及 726 个气象站点。对数据进行精度验证 , 剔除不可替代的错误数据后 , 在本文研究中

实际使用了 725 个站点的资料。······;
(2) DEM 数据。高程模型 (DEM) 空间分辨率 1 km。资料来源 : 美国地球资源观测

系统数据中心。经严格的几何校正、配准、投影变换处理 , 选取的投影方式为 : Albers
等积投影。投影主要参数 , 第一条纬线 : 北纬 25 度 ; 第二条纬线 : 北纬 47 度 ; 中央经

线: 东经 110 度; 起始投影纬线: 北纬 10 度。

5.2.2 分析方法 研究方法与技术的论述应根据方法的新旧条件分三种情况处理 : ①

用前人采用过的一般常识性方法可用一、二句话简述 , 并列出参考文献提供给读者做进

一步说明。② 对前人采用过的方法做一定修订后使用的 , 应该说明改进部分的内容和修

改原因。③ 用作者自己新创的方法应该较详细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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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与讨论的写作规范要求

6.1 研究结果分析的表述要求

研究结果与分析的重点是指出本研究的现象、规律、因果关系。要对观测和分析的

结果的意义及应用前景做分析 , 说明这些研究对于揭示该地区的地表环境过程有什么特

殊的意义和作用。结果与分析需主要阐述 : ① 现象揭示。该论文所分析的自然和社会经

济现象; ② 规律分析。将本文所分析的研究要素与前人不同地区的同类研究结果进行区

域比较 ; ③ 因果关系。将本文所分析的现象与前人的同地区其他相关要素的研究结果进

行比较。

研究结果分析的表述要注意以下问题 : ① 专用名词的英文缩写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

应注明其中英文名称的全称及其含义。② 行文应尽量用书面语言。用尽可能少的文字传

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 避免口语化表述 和 过 多 的 文 字 描 述 。 例 如 : 尽 量 不 使 用 “众 所 周

知”、 “我们知道”等词语。③ 尽量用定量的数据说明问题, 一般在定性表述前后要列出

相应的定量数据。④对一些地理现象和过程的描述要符合学术惯例。作者在投稿之前 ,
要字斟句酌 , 做到概念清楚、推理严密。否则 , 让人感觉不认真。如果表述有问题 , 研

究成果的价值将难以充分体现和正确反映。⑤ 文字说明要与图表显示一致。文字说明要

与插图和表格所反映的现象、规律、趋势一致。三者必须统一 , 不能出现矛盾。特别是

对极值、相对值等关键部分要注意。

6.2 结论与讨论的表述要求

6.2.1 结论表述要求 结论表述要注意以下问题 : ① 必须是本文得到的研究结果。不

能有参考文献引注 , 不能含无本文依据的结论。② 结论尽可能定量地说明研究结果。不

能只用定性的文字阐述。 ③ 结论应该是清晰明确的研究结果。不能用 “估计”、 “可能”

等模糊的概念。④ 结论应该有创新性。所得结论不能是大家熟知的或是可以推断的。⑤

结论的表述应简明易懂。尽可能使不同学科专业的读者都能理解。⑥ 对文中的结论要给

出具体的地理概念。例如小麦种植比例,那些地区 (自然、行政区)要扩大或压缩 , 扩大或

压缩的幅度 (不能仅说水资源相对丰富 , 短缺地区), 最好将不同小麦种植比例扩大或压

缩的幅度用地图表示出来, 然后对各类区域的位置,范围等进行分析。

6.2.2 讨论表述要求 讨论的目的在于对本文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要将自己的工作与国

内外类似研究的结果进行对比 , 以此说明自己的新发现。讨论部分应展开 , 不能只是结

论的简单重复。讨论应针对研究目标, 提出相应的预测和决策意见等。

7 参考文献引用规范要求

参考文献只列文中引用的、公开发表的文献 (未公开出版的用脚注说明), 按文中出

现的先后顺序编号 (引用之处在右上角标注编号)。引用他人的资料和数据要认真核对 ,
注明出处。英文文献中作者姓在前 , 名在后。 如 J. C. Smith 文献著录为 Smith J C。中

文参考文献应译成英文 (先英文, 后中文)。

参考文献引用要注意以下问题: ① 广泛阅读和引用国内外相关的参考文献 , 避免不

必要的自引。② 要有相关专业期刊的文献。③ 要有较高水平期刊的文献。④ 要有近期

发表的期刊文献。⑤ 要引用具体数据。⑥ 要引用数据和观点的原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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