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感谢关注《太阳能学报》！为保证来稿质量，我刊特对来稿作以下要求，对不符合本收稿条件的稿件

将一律作退稿处理。 
一、整体要求  

1. 版面设置：正文以五号字计（不插入图表）单页至多不超过40行，单页半栏不超出21字。参考文献以小五号

字计单页半栏至多不超出45行。作者可通过删除其他部分保留半栏相关内容，用字数统计功能自查。——排版样式

可见下载中心处《排版示例》文件，后文只用于说明格式，不作为示例参考。 
2. 字体：汉字使用宋体，英文及数字使用Times New Roman，正文用五号字，具体字号详见范例。 
3. 行间距、段前段后设置根据版心要求自行调整。 
4. 图表数量：曲线图的横轴实际长度不小于5.5厘米，高等比例放大。其他类型的图因具体情况而定，基本规

则是：在100%视图下，图面字迹清晰可见。图表总数不超过10个。如遇特殊情况，经编辑部确认后，视情况而定。 
5. 页码：按本模板设置要求排版，总页数建议控制在 6 页左右，超出 6 页的部分额外收费。 
6. 按要求分栏。 
7. 首页页脚需有收稿日期（稿件被编辑部收取后在后续步骤补齐）、基金项目（如无项目支持可缺省）、通信作

者信息（硕士研究生必须留导师信息）。 
8. 文中出现的变量注意正斜体规范（变量、点线面代号、坐标轴、不定值代号等为斜体，运算符号、定值、代

码为正体，特殊量的正斜体可以参见相关教科书），单位用国际制单位中规定的符号表示。详见下载中心中提供的

文献。 
9. 文中所用标点符号（包括参考文献部分）用中文格式下的符号，表示文献标号的中括号［］，用全角格式。 
10. 正文中数值和单位之间用一个空格隔开，如 10 min。 

二、正文 

1  题 名 

   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题名应简明、具体、确切。 

2  中文作者及工作单位 

1）作者顺序由作者自行商定，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用逗号“，”分隔，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

注阿拉伯数字序号，相同单位不用标号。作者人数至多不超出 6 个。 

2）主要作者的工作单位，均应包括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名及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之间应以逗号“，”分

隔，所有单位一并用圆括号（）括起。多作者的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序号，各工作单位

之间连排时以分号“；”分隔。作者单位至多不超出 4 个。 

如： 

王志刚 1，陈向东 2，诸葛英 3 

（1. 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北京 100084；2. 西安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西安 710049；  

3.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上海 200030 ） 
3 摘要 

（1）内容：主要论述文章以什么为研究基础或对象，用怎样的实验手段进行什么研究，最后得出什么结论。 
（2）字数：控制在200左右。 
（3）时态：用一般现在时。 
（4）其他：摘要中不出现描述性、评价性语言；不出现“本文”、“本研究”字样，如必须出现改为“该文”、“该

研究”。 
4 关键词 

按照所述概念范围大小顺序排列，以5~8个为宜。 
5 引 言 

1) 编号：正文部分从“引言”开始以“0”开始依次排号。 
2) 内容：从文章相关研究的研究背景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起笔，切入文章所述研究的创新点，简述研究结论

及意义，不自我评价。 
3) 字数：控制在500字以内。 

6 正文主要内容 



着重突出文章本身的研究特点，文章中出现的公式、图表条理清晰，具体要求：  
1) 公式：书写明确，标注清晰。 

1. 用mathtpye输入。 
2. 按照在正文中出现的顺序依次以1,2,3…编号。 
3. 公式中出现的变量正斜体表述正确（变量用斜体表示，常量用正体表示）。 
4. 公式后对文中首次出现的符号或作者自己规定的符号做解释（若文中的变量符号较多可在文后统一解

释），公式说明中变量与说明用“——”分隔；说明与量单位之间用“，”分隔；各量之间用“；”分隔。 
5. 数字的单位之间空一格。 

2) 图、表 
1. 插入矢量图（相关说明及做法参考下载中心处相关文件）； 
2. 注意文先图（表、公式）后的规则； 
3. 按照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以1,2,3…编号； 
4. 有中英文对照的标题； 
5. 图表中的变量用中文或变量符号表示，单位使用国际制单位；变量与单位之间用“/”分隔，图、表中的 
单位用指数幂的形式表示，如m/s写为m·s-1； 
6. 图面中坐标刻度线设置为在坐标轴内侧，多条曲线者用不同图例的黑色线表示或不同线型表示；曲线

图尽量使用excell或origin作图； 
7. 注意曲线图的取值范围，使图线占据图面的绝大多数面积； 
8. 条件类似的图尽量用多坐标轴或图组形式表示，图组须拟分图题，分图题不用译英文； 
9. 图表中同一个量的有效数字位数一致；如无特殊要求，有效数字以小数点后两位为宜； 
10. 一般不建议插入实物图，除非文字实在无法清楚表述； 
11. 表格使用三线式表格。 

7 结论 
要求言简意赅，总结文中观点，不自我评价。 

8 参考文献 
按照所引文献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号，正文中出现的标号用上标表示，具体书写格式参见我刊《参

考文献录注标准》。 

9 英文题名 

一般不宜超过 10 个实词。全部大写。 

10 英文作者姓名 

汉语拼音全拼，姓在前名在后，姓与名之间空一个空格，首字母大写。 

11 英文单位 

以学校或单位网站或公认度最高的翻译为宜，单位英译文还应在邮编之后加所属国家，如“……100101，China”。 

如： 

Wang Zhigang1， Chen Xiangdong2， Zhuge Ying3 

（1. Dept. of Thermal Engineering,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Institute of Solar Energy，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3. Dept. of Power & Energy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以下为范文（为方便举例拼凑而来）  

  



文章标题（二号黑体，居中）  

作者前空一行 

张 三
1
，王 丫

2
（小四号宋体，居中）  

（1. 作者 1 的单位名称，所在地区邮编；2. 作者 2 的单位名称，所在地区邮编；后依此类推) （六号宋体，居中） 

作者单位后各空一行 

摘 要:以所研制的相变温度为76 ℃的相变蓄热装置为研究对象，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对该相变蓄热装置的蓄、

放热性能进行模拟分析与实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所研究的相变温度为76 ℃的中温相变蓄热装置具有良好的蓄、放热性

能，为在太阳能利用、工业废热利用以及暖通空调蓄热等领域的工程应用提供可能。 

关键词:中温相变蓄热装置；蓄、放热性能；数值模拟；实验；工程应用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TK513.5             文献标识码:A  

0 引 言（一级标题用四号黑体）  

由于相变材料在相变过程中具有可在近似恒温条

件下吸收或释放大量相变潜热量，与显热蓄热比较蓄热

箱容积小，蓄、放热效率高等特点，相变蓄热技术的应

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有关相变蓄热技术理论与实

验方面的研究
[1]
。……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1 实  验 
1.1 主要试验试剂（二级标题使用五号黑体，三级以后

标题和正文字体字号一致） 
 
 
 
 

吡咯(C4H5N)(A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丙酸(AR，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苯甲醛(AR，
上海化学试剂有限公司)，Ti(C4H9O)4(CP，上海三爱思

试剂有限公司)，Zn(OAc)2·2H2O(AR，上海试剂二厂)， 
 
 
 
 

甲基红（AR, 洛阳化学试剂厂），H2O2 AR,天津市德恩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甲醇（AR, 天津市德恩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商品TiO2（P25，广州华力森化工有限公

司）。 
 

实验共使用8种原料。…… 

 

 

 

…… 

1.3 样品制备 
将1.4 mL吡咯+2mL苯甲醛混合，再加75mL丙酸 
 
 
 
 
 

(pH=5) ， 磁力搅拌 20 min 后 ， 加入相应比例的

Zn(OAc)2·2H2O甲醇溶液，再搅拌20 min，缓慢加入34 
mL钛酸丁酯，形成均匀、稳定、深红棕色溶胶。静置10d，
溶胶变成干凝胶，将其在红外灯(80 )℃ 下干燥12 h，研

磨2 h后，最终在400 ℃下烧结6h，得到ZnTPP-TiO2复合

材料（ZnTPP与TiO2物质的量之比为1:100）。 

…… 

2  风切变与塔影效应 
2.1 风切变 

在大气边界层中，平均风速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其变化规律称为风切变。由于风切变的存在，导致风轮

在整个扫掠面上受到的载荷不均衡，并且随着风力机风

轮直径的增加，风力机的俯仰弯矩和偏航弯矩都会随之

增大。这些将对风力机的使用寿命和运行安全产生影响。 
风切变可采用指数模型或对数模型描述，指数模型

和对数模型分别如式（1）、式（2）所示。 
 
 
 
 

       
 
 

摘要内容包括：以什么为研究基础或对

象，用怎样的实验手段进行什么研究，

最后得出什么结论，字数控制在 200 左

右。用小五号字，前后各缩进两个字符。

尽量少用被动语态。 

以 5~8 个为宜 

注意文先公式（或图、表）紧随其

后的规则。即，先出现相应的说明

文字，后出现相应的公式、图、表

等。 

标题标号级别依次为： 
1……；1.1……；1.1.1……；1）……；①…… 

正文字号为五号。写作时，措辞在书面性、可读性

的前提下尽量精简文字。 

文中如有化学元素或化合物名称，可用化学符

号也可用中文，但全文需统一。一般常见或书

写简单的化合物建议用化学符号表示。 

单位和数值之间留一个空格，单位

用国际制单位中规定的符号表示，

如毫升为 mL，年为 a，转每分为

r/min，摩尔为 mol 等。 

文中出现的数字如非必要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

示。 

两字姓名中间需空一个全角空格 

文献标引详见《参考文献录注标准》。 

文献列表中所有文献标号均需在正文中出现。不建

议笼统的引用文献，如[1~5]这样。 

收稿日期：2011-12-03 
基金项目：（没有项目支持为缺省）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通信作者：姓名（出生年—），性别，学历、职称，主要研究方向。联系 E-mail（硕士研究生需留导师信息） 

小五号字 

数字和单位之间空

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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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h0——参考高度，h0=a+b（其中 a为……；b为……），

m； ——风切变指数，当 0 时，表示风速随高度不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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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0——地面的粗糙度。 
2.2 X射线衍射分析 

对碳纳米管和样品 0﹟
（未加碳纳米管），样品 3﹟

（加 40%碳纳米管），样品 5﹟
（加 100%碳纳米管）进

行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和能谱分析，结果如图 1。从图

1 可看出，碳纳米管管径为 20~30 nm，管壁比较光滑。

样品 0﹟
为未在反应过程中加碳纳米管，为 ZnTPP-TiO2，

颗粒大小为 10~20 nm。加入碳纳米管后， 
 
 
 
 
 
 
 
 
 

ZnTPP-TiO2在 CNT 内外表面沉积，管径变粗。3﹟
样品

是在反应过程中加入 40%碳纳米管所得产物，管径为

50~60 nm。当碳纳米管含量增加到 100%时，因反应液

中碳纳米管含量增高，钛酸丁酯含量减少，所以在 CNT
表面沉积的颗粒减少。  

   

a.碳纳米管          b.0﹟(ZnTPP-TiO2) 

 

 
 
 
 

 

图1 样品的TEM照片（小五宋体，居中） 

Fig.1 TEM images of the samples （小五times new roman，居中） 

对样品进行XRD分析，如图2所示。曲线1是未加碳

纳米管样品的XRD图，显示TiO2和ZnTPP的衍射峰，TiO2

为锐钛矿晶型。曲线2是加40%碳纳米管样品的XRD图，

显示TiO2和ZnTPP的衍射峰，因为碳纯米管的衍射峰与

TiO2的特征峰相重叠，所以未显示碳纯米管的衍射峰。

曲线3是加100%碳纳米管样品的XRD图，显示TiO2和

ZnTPP的衍射峰，同样原因未显示碳纯米管的衍射峰。

从曲线1到曲线3，TiO2和ZnTPP的衍射峰强逐渐减弱，

这是因为样品中碳纯米管含量增加， TiO2和ZnTPP含量

减少的缘故。 
2 1

2
D 

 
0﹟

样品 2. 2﹟
样品 3. 5﹟

样品（小五宋体，居中）

 

1.  

 
 
 

图2 xxxxxx 

Fig.2 xxxxxxx 

…… 

图 5 为在可见光下，不同碳纳米管含量的复合材料

769.00 769.33 769.67 770.00 770.33 770.67 771.00 771.33 771.67 772.00 772.33 772.67 773.0

305 330 355 380 405 430 455 480 505 530 555 580 605 630 655 680 705 730 755

公式、图、表以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

1,2,3…等编号。式中符号（包括下标）正斜

体规范，变量（或不定值）为斜体，常量（或

无物理意义）的用正体。公式在 mathtype 环
境下输入。 

符号说明前均以“式中，”开头；按在公式中出现的

先后顺序，依次说明。量与说明之间用“——”分

隔；量的表达式出现在说明之后，用“，”分隔；单

位亦用“，”做分隔；量与量之间用“；”分隔，最

后以“。”结束。注，如说明中又嵌入了其他公式，

解释时用灰色底字体部分为准。 

表示数值范围时，除百分号为 1%~2%以外，

其他均省略第一处单位，数值与数值之间用

波浪线“~”连接，即 10~20 nm。 
 
同理，在出现单位相同的一组数时，只在最

后一个数字后加单位，各数字之间用“、”

分隔，如：1、2、3、4、5 min。百分号除外

1%、2%、3%。 

条件相似的图可以图组的形式出现，

须拟分图题，分图题不用译英文。 
 
照片图需清晰可见，分辨率设置为 300。 
 

无法区分图线时可用文字加以描述和区分。也

可用不同的线型如实线、虚线等区分。 



对甲基红降解率的关系曲线。由图可见 ZnTHPP-TiO2

的可见光光催化活性高于纯 TiO2 (P25)。这是因为卟啉

锌对可见光(B 带：400~450nm；Q 带：500~700nm) 有
强吸收，在 TiO2中掺杂卟啉锌可拓宽其光谱响应范围、

提高光利用率，因此 ZnTHPP-TiO2 了比纯 TiO2 更高的

可见光光催化活性。 
以碳纳米管为模板，ZnTHPP-TiO2沉积在碳纳米管

内外表面，碳纳米管比表面积大、具有中空结构，当其

用作光催化剂时，可更好地吸附染料分子，因此催化活

性更高。从图中还可看出碳纳米管含量为 40%时，复合

材料的催化活性最高。碳纳米管含量继续增加，

ZnTHPP-TiO2含量相对减少，所以光催化性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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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可见光下甲基红的降解曲线 

Fig.5 Photo degrades curves for the methyl red under visible light 

irradiation 
烧结之后，对两组电池片分别使用测试分选仪进行

测试，并从中任意抽出 7 片进行对比。在表 1 中，列出

了 SE 电池同常规电池的开压、短流和填充因子的对比。

由数据可看出，SE 电池各个参数均优于常规工艺。SE
电池最大的优势在于短路电流的提高。从表 1 中可看到，

短路电流提升较明显。在非电极区域，较低的掺杂浓度

减少了电子和空穴的复合，提高了少子寿命，也促使短

路电流的增加。 
表 1 测试结果的比较（小五宋体，居中） 

Table1  The test results of conventional solar cells and 
 SE solar cell（小五 Times New Roman，居中） 

常规
Voc/V 

SE 
Voc/V 

常规
Jsc/A·cm-2 

SE 
Jsc/A·cm-2  

常规
FF/% 

SE 
FF/% 

0.62 0.62 5.42 5.50 77.92 78.24 
0.62 0.62 5.44 5.53 78.07 78.17 
0.62 0.64 5.00 5.53 78.00 78.03 
0.62 0.61 5.43 5.50 78.07 77.87 
0.60 0.67 5.45 5.57 77.98 78.15 
0.62 0.67 5.41 5.00 77.40 78.23 
0.62 0.62 5.40 5.59 77.98 77.99 
0.62* 0.62* 5.40* 5.56* 77.92* 78.10* 

注：*为均值。 
 

4  结 论 
针对快速跟踪环境温度和光照强度变化的要求，本

文在分析最大功率点与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光伏系统主电路拓扑结构及改进的

P&O 最大功率点跟踪算法。通过对本文提出的光伏系统

建模及控制策略分析和仿真实验验证，可得出以下结论： 

1) 根据快速跟踪最大功率点的目标，建立了开路电

压 ocV 或短路电流 scI 的采样控制策略，并分析了其对系

统的性能影响效果。 

2) 根据控制目标，提出了一种改进型的 P&O 最大

功率点算法及建立了系统的小信号模型。通过对模型的

分析，提供了合理设计闭环控制器的指导方法。  

3) 基于系统小信号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系统传

递函数 ( )
ov d

G s 与输出阻抗 Z 和输出滤波电容 oC 无关。

基于传统的 PID 控制器，对光伏系统的负载动态特性进

行了实验测试。 

符号表（小五黑体，居中）  

μ 导热系数，W/(m·℃)  
ρ 密度，kg/m3 
c 比热，kJ/(kg ·℃)  
T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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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NTs as carrier, CNTs-ZnTHPP-TiO2 nanocomposite was prepared by sol-gel method. Its structure was characterized by XRD, IR and TEM. The 

UV absorbing properties were detected by the UV spectrophotometer. The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CNTs-ZnTHPP-TiO2 composite was investigated by the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of methyl red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ZnTHPP increases the visible light absorbable range of TiO2 significantly. As 

photocatalytic agent，CNTs-ZnTHPP-TiO2 composite has better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visible light，and can degrades the methyl red effectively under 

sunlight．The catalyst has the best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when the content of carbon nanotube is 40%, and that of ZnTHPP is 1%.  

Keywords：CNTs-ZnTHPP-TiO2 anocomposite；sol-gel method；photocat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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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号）的改为“，”（逗号），用“~”（波浪

线）的改为“-”（连接线）。 

 

注意中英文的对应，关键词顺序、数目一致等。 

请确保中英文作者姓名、顺序及单位信息的对应性。如与前

后不符的情况，最终排版时以中文呈现的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