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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期刊简介及投稿要求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期刊简介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于 1980 年 9 月创刊，是中国农业科学

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指导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综合性月刊。主要宣传农业绿色发展、耕地

等农业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农业计划、农业发展规划、农业投

资规划、农村区域开发、商品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介绍农业

绿色发展、农业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区域规划、农业遥感、农村产

业结构布局调整、农村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持续农业等方面的经验、

成果和国外动态，及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探讨市场经济发展和运

行机制与农业计划和农业资源区划的关系和影响；推动农业计划和农

业资源区划学术理论发展；普及有关基础知识。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杂志栏目包括：农业绿色发展、研究综

述、热点问题、工作研究、问题讨论、资源利用、持续农业、区域农

业、农业区划、技术方法、资源利用、持续农业、农业产业化、结构

调整等。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现被国内多家权威检索系统和数据库收

录，包括：《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中国农业核心期刊、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科技期刊世

界影响力指数报告》2023（知网）来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

刊）、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文摘等。曾荣获第三届



2

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二等奖、荣获 2020、2023、2024 年中国最具国际

影响力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前 5%的期刊）。

CNKI 发布的 2024 版的复合影响因子为 5.77，与去年相比进步了

近 45%。影响力指数（CI）为 443.291，学科排名为 7/57。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6 次入选国际影响力期刊（2019-2024

年），其中 3 次获评“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20 年、2023

—2024 年），3次获评“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19、2021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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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投稿须知

为更好地执行国家科学技术期刊标准，规范来稿格式，提高稿件

质量。请注意来稿有关事项：

一、文章的组成部分：

（一）中英文题名

中文题名不超过 20个汉字；题名语意未尽，却有必要补充说明

其特定内容时可以使用副标题。英文题名与中文题名含义一致，一般

以不超过 10个实词为宜。

（二）作者及项目资助

请在文章第 1 页下方的收稿日期后详细注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

者的单位、地址、邮政编码及作者的职务、职称。注明基金项目(国

家级、省部级或其他)名称、年度与编号，或文稿产生与受资助的情

况；项目如通过鉴定或获奖，也请寄送证明材料（报奖的在获奖后补

寄复印件），本刊将予以优先发表。

格式如下:

收稿日期：2013-11-08

作者简介：李心（1973—），女，河南泌阳人，博士、教授；国

家进步二等奖或国务院特殊津贴。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管理

※通讯作者：杨□(1975—），男，湖南益阳人，博士、研究员。

研究方向：农业遥感。Email: yangpeng@caas.cn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牧户行为的草地管理模

式研究—以西藏自治区为例”（70803020）；国家环保公益性行业科

研专项项目 “西藏地区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

（201209032）

mailto:yangpeng@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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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文摘要

来稿要有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不少于 350个汉字，英文摘要不

少于 400个单词)及 4～6个中英文关键词。摘要一律按第三人称写，

不许出现“本文”、“作者”“笔者”之类的词。

（四）简明扼要的提炼出文章的创新点。

（五）层次标题

应简短明确，各层次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如"1 ……"，

"1.1 ……"等；引言无编码。文章结构顺序为：题目、作者、单位（要

具体到二级）、中文摘要及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摘要（包

括题目、作者、单位）及关键词。作者一般以不超过 5名为限。

（六）参考文献。

应为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献，按文内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同

时用方括号将编号标于引文处右上角。文献的作者名称一律采用"姓

前名后"形式（外国人名应缩写），作者超过 3人的只写前 3位，后

加"等"。参考文献请增加近 2年本刊引文 2～3篇。文后参考文献一

般不少于 15条，具体的著录格式如下：

期刊论文 [序号]作者.文章名.刊名，出版年份，卷次（期号）：

起--止页码.

专著 [序号]作者.书名.版本（第 1版不注）.译者.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析出文献 [序号]作者.文章名.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文章名.保存地：保存单位，年份.

标准规范 [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

专利文献 [序号]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专利国别：专利号，批准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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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献 [序号]作者.文章名[电子文献/载体类型标识].文献出处

（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二、量和单位标注

本刊将使用国家标准规定使用的单位符号，不再使用单位的中文

名称，具体要求如下：

常用长度单位：km（公里），m（米），cm（厘米），mm（毫

米）

常用面积单位：km2（平方公里），hm2（公顷），m 2（平方米），

cm 2（平方厘米），mm 2（平方毫米）

常用质量单位：t（吨），kg（公斤），g（克），mg（毫克）

常用时间单位：d(日），h(小时），min（分），s（秒），年（不

用 a）

常用速度单位：km/h（公里/小时），m/h(米/小时)，m/s(米/秒）

常用频率单位：MHz（兆赫兹），Hz(赫兹）

常用功率单位：kW（千瓦），W(瓦）

常用温度单位：℃（摄氏度）

三、图和表

顺序给出图序和相应图题，标目（由物理量及其相应的符号和单

位组成）应与被标注的坐标轴平行，居中排印在坐标轴和标值的外测，

标值的数字尽量不超过 3位数。采用三线表。除非文章只有 1个表格，

否则就应该有表序。每个表格应尽量给出表题。

四、稿件处理方式

来稿一律在线进行投稿，投稿邮箱 lsfzyjh@caas.cn，稿件字数一

般不少于 6000字，不超过 11000字。本次会议论文来稿需经过专家

审阅，符合期刊要求的会优先推荐给期刊，来稿审阅未结束时（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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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请勿一稿两投，如会后 15天扔未收到稿件任何处理通知，

作者可自行处理。

五、关于费用

所有来稿一经审阅采用，需自行交纳版面费，已缴纳版面费的由

于个人原因申请撤稿的，一律不退还已收取的版面费，望大家周知与

理解。

六、版权说明

一经审阅采用的来稿，按期刊要求，届时请邮件或寄送单位或科

研管理部门同意发表的证明，并说明作者是相关项目的主持人或参加

人（须有主持人的签字）；或者说明论文是作者本人完成的，而且不

存在一稿多投现象。请上传或寄送所有作者签名的版权转让协议书扫

描件，文章采用后，不允许变动或更改作者。

本刊编辑部对来稿有删改权，来稿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为作者同意

本刊及《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及数十种数据库等合作媒体进行

收录与信息网络传播与发行，本刊所付稿费也包括上述所有使用方式

的稿酬，不再另发。另外，稿件一经发表版权即归本刊编辑部所有，

其他检索刊物或媒体转载须征得本刊同意，并一律不付作者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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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信息》

——期刊简介

《中国农业信息》（双月刊）始创于 1989年，由农业农村部主

管，中国农学会农业信息分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

研究所共同主办，是我国目前全方位传播和刊载国内外农业遥感/农

业信息科学领域的信息获取、处理、分析和应用服务的理论、技术、

系统集成、标准规范等方面最新进展和成果，促进学术交流以及农业

信息学科关键技术与产品的创新研发、集成推广和应用示范的综合性

科学技术期刊。

主要刊登农业遥感、农业传感器、农业信息智能处理、精准农

业/智慧农业、农业监测预警与信息服务系统、农业物联网、智能装

备与控制、虚拟农业、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标准等方向学科热点领域

的最新、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成果。主要栏目有：农业遥感、智

慧农业、综合研究、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物联网、专题报道等。

期刊入选 2024 年度“中国农林核心期刊（B类）”，加入“中

国农业期刊集群”（该集群入选科协卓越计划），并被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多

家数据库收录。

根据中信所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中国农

业信息》扩展影响因子为 0.828，在农业工程类学术期刊中排名 22位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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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

《中国农业信息》投稿须知

一、摘要与关键词。论文必须有摘要和关键词（中英文对照）。

摘要字数在 450字左右，关键词 3~8组。摘要内容应具有独立性和自

明性，不应出现图、表、数学公式、化学结构式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

术语和缩略语。摘要按照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部分撰写，不加

评论和补充解释；综述性、评论性文章可写指示性摘要。论文题目、

作者单位、作者姓名也必须有相应的英文翻译。切记中文摘要修改后，

英文摘要也要对应修改。

中英文摘要必须逐句严格对应，务必请母语或长期国外工作专家

把关。请认真对待英文摘要，一次修改到位，如果摘要不修改到位，

不能发表。

二、论文正文。正文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字号为五号。段前、段后间距均为 0行，行距为单倍。正文

（包括表格、图片）中数据的有效数字位数，保持全文统一。

1. 数量数值。文中数字数值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例如：4方面、

3个角度、10个指标名称、7省、3个不同的气候地区和 3种粮食作

物等。所有的数值采取三位一空的方式拼写，例如，11 000，0.125 131。

注意：121 329用“12.132 9万”表示；104用“万”表示，108用“亿”表示。

经纬度 31°51′54″~31°52′15″

2. 单位。文中单位统一采用国际制单位，例如：土地面积采用

公顷，用 hm2表示；“吨”用 t表示；“小时”用 h表示；“天”用 d表示；

“千瓦时”用 kW·h表示。

3. 一字线连接号（—）。用于连接世纪、年代、年份、日期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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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表示起止。例如：18—19世纪，80—90年代，2001—2005年，

4—6月，15—28日，13:30—16:30。

4. 数值范围号（~）。用来连接相关的数字，表示数值范围。例

如 20~50 m；60%~80%；80~100人。

5. 缩写。摘要、正文(从前言到讨论)、图注及表注中首次出现的

英文缩写，需列出中英文全称。格式参考：

尺度不变特征变换（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SIFT）

Precursore Iper Spettrale della Missione Applicativa（PRISMA）星

载高光谱传感器

高分一号（GF-1）

资源一号 02D（ZY1-02D）高光谱卫星

可见光近红外（VNIR）波段

6. 模型公式。文中的模型、公式请使用Mathtype 6.0 Equation输

入，变量均使用斜体 。正文以及表格中的变量符号，使用英文字符

输入，且使用斜体。【注意！！用英文单词缩写代表变量不用斜体，用

正体】。每一个变量在正文中都要进行解释。文中模型、公式与数据

必须仔细核对。

7. 表格。表格按照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从“1”开始连续编号，

为“表 1”“表 2”“表 3”等。表格应为三线表，行距为固定值 18磅，表

格中的数据需加千分位标记（即“三位一空”）；小数点前面的 0，不能

省略。表格中的括号一律使用中文格式。

8. 图片。本刊默认为黑白印刷，文中黑白图对比要明显可辨，

若有需要可用彩图。其中，彩图分辨率≥300 dpi，黑白图≥600 dpi。最

好提供可编辑的图片文件，图中若有英文，均要有中文注释，或者用

中文表示。数据图、线框图、地图的详细格式设置如下（数据图或者

线框图，不能保存为 Excel，Word 和 PPT 格式的，按下面的要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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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存为 PDF格式）

（1）数据图：数据图为 EXCL格式的线条图，请提供可编辑的

excel文件；图中若有英文，均要有中文注释，或者用中文表示。数

据图具体格式设置为：

① 坐标轴轴线：宽度为 0.5磅、颜色为黑色；

② 坐标轴刻度线：刻度线标记为“显示主刻度线、内部”；

③ 线条与标记：线条颜色为黑色（建议黑白印刷）、宽度为 0.5

磅；标记为内置，类型自选，大小为 4磅，颜色为黑色（数据图中不

同的线条请设置不同的线型或标记，确保即使采用黑白印刷也能区

分）；

④ 坐标轴文字：字号均为 8磅，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请注意图片坐标轴的有效数字位数，应与正文数

据的有效数字位数保持一致。线图分辨率≥1000 dpi。

（2）线框图：在 PPT、word中制作的线框图（如流程图、原理

图等），请提供可编辑的 PPT或 word文件；图中若有英文，均要有

中文注释，或者用中文表示。黑白线框图分辨率≥1000 dpi。

线框图具体格式设置为：

① 线框图一律不加底纹；

② 图中线条宽度为 0.5磅、颜色为黑色；

③ 图中文字字号均为 8磅，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3）地图：图片为地图类的，大图尺寸为 300 dpi、宽度为 160 mm

以内；小图尺寸 300 dpi、宽度为 90 mm，要先确定图片的宽度，再

录入图例。地图类提供 TIF格式图片。若用中国地图，保证中国版图

完整，并加上审图号。图名为黑体小五号。地图具体格式为：

① 指北针放右上角，图例放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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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图例：字号为 7磅，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图例的数字若有千分空，数字之间用“~”间隔。例如，0.308

901~0.462 100；10 123~110 456。

③ 比例尺：比例尺文字字号为 7磅，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比例尺单位采用国际制单位（如千米写为“km”），比例尺上数字也遵

循三位一空的方式拼写，数值到了万以上，以万为单位进行计数；

④ 格式与色彩：地图图片最后保存格式为 TIF格式；定稿图片

是彩色的，要 CMYK四色；图中不能用渐变的颜色来表示，渐变色

若是彩色的，最好用有色差的颜色。渐变色若是黑白的，可以填充不

同的线条来展示。

三、参考文献。论文参考文献必须统一编号，放在文章末尾；参

考文献格式必须符合相关规范；论文参考样本见写作模版。

四、稿件处理方式。来稿一律在线进行投稿，投稿邮箱

lsfzyjh@caas.cn，邮件及稿件名称请以“姓名+单位+拟投递期刊名”命

名（例如：张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稿件字数一

般不少 8000字。本次会议论文来稿需经过专家审阅，符合期刊要求

的会优先推荐给期刊，来稿审阅未结束时（约会期前），请勿一稿两

投，如会后 15天扔未收到稿件任何处理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五、关于费用。所有来稿一经审阅采用，需自行交纳版面费，已

缴纳版面费的由于个人原因申请撤稿的，一律不退还已收取的版面费，

望大家周知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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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综合开发》

——期刊简介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主管，农田

建设管理司业务指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主

办的指导（综合）类科技期刊，是农田系统全国唯一的农田建设及耕

地保护建设政策发布、理论研究和工作交流的国家公益宣传平台，聚

焦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建设、农业绿色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

生产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重点工作，宣传重要决策部署、政策法规，权

威解读政策热点问题，全方位展示各地典型经验和模式，交流学科研

究新进展、推广新技术、展示新成果，是集权威性、前瞻性、指导性、

系统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体，是面向部委、全国省市县和社会发

行量大、覆盖面广、实效性强的月刊杂志。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由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核

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

万方数据和维普网等收录。

办刊宗旨：围绕“三农”，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建

设、农业绿色发展、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重点工作；

探索学科建设，提升理论水平；交流经验，展示农田建设风貌，服务

基层。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2-0881

国内统一刊号：CN 11-492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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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

《中国农业综合开发》投稿须知

一、稿件内容及格式要求

1. 政治正确、传递正能量；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思路清晰、

方法科学；论证严密、资料翔实；结构严谨、行文规范。请作者尽量

使用Word软件写作（图表应选择 Excel软件，可编辑格式）并提交

word电子文件，稿件篇幅控制在 2600字～7000字。

2. 文章体例格式：作者为个人的，正文前应撰写中文摘要(简明

扼要提炼出文章的亮点及创新点)、关键词。

3. 各级标题采用“1，1.1,1.1.1”序号，原则上序号不再往下延续；

参考文献；公式、表、图的序号依次标注；阿拉伯数字应统一为 Times

New Roman 字体；提供的图片应另外打包发送，每张图片大小应大

于 1M等。

4. 计量单位：采用我国的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相除组合单位以

分数形式表示，且符号中的斜线不能多于 1条，如“mg/(kg·d)”不能写

作“mg/kg/d”。

5. 图表：文中只附必要的图和表，严禁图、表内容重复。图表

应排在正文首次提及之后。表格编排采用三线表，可加必要的辅助线。

计算机作图，应能在Word文件中打开并能修改，作图要带数据源。

照片要清晰，色彩对比度高。

6. 参考文献：只列出最新相关参考文献。未公开发表的文章或

资料不宜引用。参考文献按照在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即按“顺

序编码制”编写。在文中引用处的右上角加方括号标明文献序号。其

中专著、论文集、期刊、报告、标准、专利的文献标识分别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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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R”、“S”、“P”表示。文献作者 4个及以下的须列出全部

作者姓名，4个以上列出 3个并加“等”字。

7. 规范文后参考文献编排格式及部分示例：

a 期刊文章：[序号]作者姓名.文章题目[J].期刊名称,出版年,卷

(期):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1]李保国.新时代下盐碱地改良与利用的科学之路[J].中国农业

综合开发,2022,223(1):8-9.

b专著、学位论文：[序号]作者姓名.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

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2]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化肥减量增效技术[M].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2018:322-327.

c论文集中析出的文献：[序号]作者姓名.文章题目[A].编者姓名.

论文集名称[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d 国际、国家标准：[序号]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

[3]GB/T30600—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S].

e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

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⑤ 诚信要求：来稿请将复制比控制在 10%以内，严禁抄袭、数

据造假。

⑥版权声明：请上传或寄送所有作者签名的版权转让协议书扫

描件，文章采用后，作者不允许更改。

二、稿件处理方式

来稿一律在线进行投稿，投稿邮箱 lsfzyjh@caas.cn，邮件及稿件

名称请以“姓名+单位+拟投递期刊名”命名（例如：张三+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稿件字数一般不少 8000字。本次会议论

文来稿需经过专家审阅，符合期刊要求的会优先推荐给期刊，来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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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未结束时（约会期前），请勿一稿两投，如会后 15天扔未收到稿

件任何处理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三、关于费用

所有来稿一经审阅采用，需自行交纳版面费，已缴纳版面费的由

于个人原因申请撤稿的，一律不退还已收取的版面费，望大家周知与

理解。

四、编辑部对来稿有删改权。

选用的稿件著作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全部归《中国农业综合开

发》编辑部所有，作品作者不得自行使用或转让第三方。根据《著作

权法》有关规定，主办方享有对入选作品修改、再设计、注册、展示、

出版及其他形式的宣传、使用（包括授权使用）等著作权，作品投稿

人不再享有与该作品著作权有关的任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