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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刊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标注参考文献, 
数量一般不少于 10 篇, 以 15~35 篇为宜。 

2 参考文献著录依照《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

著录规则》(GB/T 7714—2015)。 
3 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与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要完全一致。作者应对所引文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负责。 
4 正文引用文献的标注格式: ①各篇文献的标

注内容由著者姓氏与出版年构成, 并置于“( )”内。

倘若只标注著者姓氏无法识别该人名时 , 可标注著

者姓名, 例如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用汉字书写

的姓名。集体著者著述的文献可标注机关团体名称。

②当文献只有一个著者时, 格式为(作者, 出版年); 
当文献有两个或以上著者时 , 格式为(第一作者等 , 
出版年)。倘若正文中已提及著者姓名 , 则其后的

“( )”内只著录出版年。③同一处引用多篇文献时, 
应按照出版年的先后顺序排序。④引用同一作者在

同一年出版的多篇文献时, 在出版年后分别用 a, b, 

c…区别。 
例: 

①前人基于节理的观测分析或声发射实验对其

构造应力场进行了一些探讨(孙树林等, 1993; 黄继

钧, 2000; 刘顺等, 2005)。 
②为证实大巴山造山带这一独特的构造应力场, 

武红岭等(2009)开展了相关的数值模拟研究 , 从力

学机制方面半定量化地反演了这一古构造应力场。 
③这种构造解析方法一般应用于中、新生代构

造应力场研究之中(Zhang et al., 2003a, b)。 
5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 ①按先中文(依拼音顺

序)、后英文(依字母顺序)列出。②中文参考文献均

须译成英文(参考文献带英文题目的, 须与原文一致, 
不可自行翻译), 与英文参考文献一起按字母顺序排

列 , 并在该文献后注明 (in Chinese)或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③文献著者不超过 3 个的, 全
部著录; 超过 3 个的, 著录前 3 个, 其后加“, 等”

或“, et al.”。④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  
英文参考文献著录时 , 著者姓氏全部用大写字母 , 
欧美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 , 缩写名后省略     
缩写点。 

6 参考文献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指:  
① 专著(monograph)。以单行本或多卷册(在限

定的期限内出齐)形式出版的印刷型或非印刷型出

版物, 包括普通图书、古籍、学位论文、会议文集、

汇编、标准、报告、多卷书、丛书等。 
② 连续出版物(serial)。载有年卷期号或年月日

顺序号, 并计划无限期连续出版发行的印刷或非印

刷形式的出版物。 
③ 析出文献(contribution)。从整个信息资源中

析出的具有独立篇名的文献。 
④ 电子资源(electronic resource)。以数字方式

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上, 
通过计算机、网络或相关设备使用的记录有知识内

容或艺术内容的信息资源, 包括电子公告、电子图

书、电子期刊、数据库等。 
7 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① 专著: 主要责任者, 出版年. 题名: 其他题

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版本项. 出
版地: 出版者: 引文页码[引文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

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② 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

识]//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
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析出文献页码[引
文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③  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 : 主要责任者 , 
出版年. 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连续

出版物题名 : 其他题名信息 , 卷(期): 析出文献页

码 [引文日期 ]. 获取和访问路径 . 数字对象唯一 
标识符. 

④ 电子文献: 主要责任者, 出版年. 题名: 其
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

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8 文献类型标识代码为 : 普通图书—M; 会议

录—C; 汇编—G; 报纸—N; 期刊—J; 学位论文

—D; 报告—R; 标准—S; 专利—P; 数据库—DB; 
计 算 机 程 序 —CP; 电 子公 告 —EB; 档 案 — A;     
舆图—CM; 数据集—DS; 其他—Z。 

电子资源载体标识代码为 : 磁带—MT; 磁盘

—DK; 光盘—CD; 联机网络—OL。 
9 未正式出版的地质报告、野外资料等内部报

告均列入参考文献, 中、英文对照。英文中个人姓

氏全部大写, 单位名称实词首字母大写。 
10 参考文献著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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