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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投稿及出版格式规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 2015 年 5 月联合发布的《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

2015）、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5年 5月发布的《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CY/T 

121-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 2011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GB/T 28039-

2011），结合本刊编辑出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格式规范。 

一、论文标题格式 

论文主标题应精炼概括正文内容。 

正文各级标题格式如下：一级标题为“一、二、三……”，二级标题为“（一）、

（二）、（三）……”，三级标题为“1、2、3……”。一、二、三级标题各独占一

行，其中一级标题居中，二、三级标题缩进两个字符左对齐，四级及以下标题后

加句号且与正文连排。 

二、中英文摘要格式 

    摘要应以第三人称写作，直接陈述论文主要观点，不进行自我评价，做到内

容完整、结构严谨、语言精炼、表述规范，字数 500-800字。 

中文关键词 3-7个。 

英文标题、作者及所在单位、摘要、关键词应与中文基本对应。关键词一般

用小写，并符合英文国际惯例。 

三、引言格式 

正文开头和每章节都应有引言，引言内容不得与摘要雷同。引言应与结论相

呼应,在引言中提出的问题,在结论中应有回答,同时应避免两者内容雷同。 

四、注释和参考文献格式 

文中凡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又不适合在正文中陈述的内容，采用脚注的形

式予以标示。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观点或引述他人表述，应在文末列参考文献的

形式予以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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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释 

不宜在正文中出现但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引申的文字，可采用当页脚注（页

下注）、用①、②、③……的格式按顺序编码，每页重新编号。 

例如： 

①消化吸收是指进口产品的价值在进口国内，而不管产品的形态是最终产品

还是中间产品。 

②中国“良知”一说最早由孟子提出。而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良知一词也

普遍存在。   

在脚注和参考文献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应先标示脚注序号，再标示参考文献

序号及页码，如②[3]，或①[1]（P55-56，67）。 

（二）文末参考文献 

文末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例如：[1][2][3][4][5]……。页码不在文

末出现，而是标注在正文中，如[3]（P15）。凡直接引用他人成果或观点的，均需

在文中引用处右上角标[]，如[1](P15）；同一文献在文中多次出现的，从第二次开

始每次均应以第一次出现的序号标示于后面出现的位置，并注明页码，例如：[1]

（P20）、[1]（P24）、[1]（P55-56）。 

示例： 

1.专著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第 1 卷. 北京：中华书局，2000. 

[2] 迈克尔哈里森，帕特里克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 谢远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 罗杰斯. 西方文明史：问题与源头. 潘惠霞、魏婧、杨艳等译.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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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历

代王朝与民族宗教.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5] 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与文献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

素集：GB/T 25100-2010.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 

[6] 钱学森. 创建系统学.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7] 冯友兰. 冯友兰自选集.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 徐光宪，王祥云. 物质结构.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9] 牛志明，斯温兰德，雷光春. 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究会论文集. 北京：

海洋出版社，2012. 

[10] W. Crawfor, M. Gorman. Future Libraries: Dreams, Madness 

&Reality.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5. 

[11] A. Kinchy Seeds, Sciences and Struggl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ransgenicCrop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2. 连续出版物 

 

 

 

 

 

[1] 常森. 《五行》学说与《荀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2] 关立哲，韩纪富，张晨珏. 科技期刊编辑审计中要注重比较思维的科学

运用. 编辑学报，2014，（2）. 

[3] 武丽丽，华一新，张亚军等. “北斗一号”监控管理网设计与实现. 测

绘科学，2008，（5）. 

[4]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人民日报，

201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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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炳木. 韩国图书馆法. 图书情报工作，2008，（6）. 

[6] 杨国斌. 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  

[7] 丁文详. 数字革命与竞争国际化. 中国青年报，2000-11-20. 

[8] 刘裕国，杨柳，张洋等.雾霾来袭，如何突围.人民日报，2013-01-12(4).   

[9] D. J. Desmarais, H. Strauss, R. E. Summons, etc. Carbon Isotope 

Evidence for the Stepwise Oxidation of the Proterozoic Environment. 

Nature, 1992, 359. 

[10] H. Kanmori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Science, 1998, 279(5359). 

[11] P. Caplan.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s.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12] K. S. Frese, H. A. Katus, B. Meder.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From Understanding Biology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 Biology, 2013, 

2(1).  

3. 文件、报告、学位论文 

著录格式参考 1. 2.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20 

(2012-01-16). 

[2]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北京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

办法的通知：京政办发[2005]37号(2005-07-12). 

[3] 马欢. 人类活动影响下海河流域典型区水循环变化分析. 北京：清华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4]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 北京：北京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Factors Regulating the Imm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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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 Report of WHO Scientific Group. Geneva: WHO，1970. 

[6] R. B. Calms. 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5. 

4. 汉文古籍刻本 

 [1] 王夫之. 宋论. 刻本. 金陵: 湘乡曾国荃，1865（清同治四年）. 

[2] 汪昂. 增订本草备要：四卷. 刻本. 京都：老二酉堂，1881（清光绪

七年）.  

5. 析出文献 

 

 

 

 

 

[1] 李约瑟. 题词//苏克鲁，管成学，邓明鲁. 苏颂与《本草图经》研究.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 

[2] 王夫之. 周易外传：卷 5//船山全书：第 6 册. 长沙：岳麓书社，2011. 

[3] 程根伟. 1998 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许厚泽，赵其国. 长江

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4] 陈晋镳，张惠民，朱士兴等. 蓟县震旦亚界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

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国震旦亚界.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5]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 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3. 

[6] 姚中秋.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罗卫东，姚中秋. 中国转

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7] L.Weinstein, M. N. Sweetz.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W. A. Sodeman, Jr，W. A. Sodeman. 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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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关参考文献的补充说明 

（1）文献中多个著者的标注。参考文献著者（或译者）人数在 3 个及以内

（含 3个）时，必须写全人名；著者（或译者）人数在 3个以上时，必须写完前

3个人名，用“等”来代替第四位及此后的 N 位作者或译者（如果是英文的，用 

etc.来代替第四位及此后的 N 位作者或译者）；中英文文献著者之间均用“，”

表示间隔（中文文献中用全角逗号，英文文献中用半角逗号）。“等”前不用“，”。 

英文文献作者的姓名按照国际惯例为名前姓后，如 Herbert George Wells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可以写全名，也可简写成 H. G. Wells。英文名字可以

缩写，姓不能缩写。无论是否缩写，全文的文献作者标注格式须统一。 

（2）网络参考文献。从 2024年第 1期开始，本刊不再使用网络文献。 

（3）英文标题和文献大小写。英文标题和文献中涉及的实词的首字母需要大

写（介词、连词、冠词等除外）；句首单词首字母一律大写；书名、刊物名用斜

体。 

（4）同一文献多次使用。多次引用同一著者的同一文献时，从第二次起在正

文中标示首次引用所使用的序号，并在[]外用圆括号著录引文页码。文末参考文

献不标示页码。 

五、图表 

统计表、统计图或其他示意图等均按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

编号，编号数字空一格后再接图、表名称；图名在下，表名在上。  

 

 

 

 

 

 

 

 

表号及表名须标注于表的上方，图号及图名须标注于图的下方，末尾不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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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符号。例：“表 1……”、“图 1……”等。如图（表）下有注释或资料来源，

格式为先列注释，再另起一段标示资料来源（后不加句点），具体为：“注”须标

注于图表的下方，以句号结尾；“资料来源”须标注于“注”的下方。 

 

     

 

 

 

 

 

六、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应包含且仅包含以下要件：作者姓名、所在单位及职称（如“教授”）、

所在城市及邮政编码。 

七、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应包含以下要件：项目类别、编号。请严格参考项目立项通知书上

的完整表述。 

八、字词的使用 

口语用词须慎重、斟酌使用，如：使用“涉及”而非“涉及到”、使用“成

为”而非“成为了”。关于世纪、年代的表达，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如 20 世

纪，不使用“上世纪”之类指代不明的用词。概数使用汉字表述，如“三四个”

“六七个“等。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 

2023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