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工程学院 

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格式及参考文献著录要求 
 

1. 毕业设计（论文）基本版式 

1.1 软件排版 

使用微软 Word软件编辑和排版，并保存为 Word 97-2003

兼容格式。采用 A4 纸（297mm×210mm）纵向排版，文字从

左至右通栏排版。 

1.2 页面设置 

页边距为：上 2.54cm，下 2.54cm，左 3.17cm，右 3.17cm；

装订线 0，页眉边距为 1.5cm，页脚边距为 1.75cm。 

1.3 行间距 

封面：固定行距 40磅。 

其他各部分：固定行距 20 磅。当正文中有公式、特殊

符号等影响行距美观时，可使用 1.25 倍行距。 

2. 毕业设计（论文）内容 

一篇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应依次包括以下主要部分，
每一部分都应单起一页排版。 

（1）封面 

（2）摘要（含：关键词） 
（3）ABSTRACT（含：Key words：） 



                                                                        

 

（4）目录 

（5）正文 
（6）参考文献 

（7）致谢 

（8）附录（任选） 

3. 毕业设计（论文）文字排式 

整个毕业设计（论文）中的英文、数字和符号等均选用

Time New Roman字体。 

3.1 封面 

3.1.1 校徽与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或“四川轻化工大
学本科毕业论文”位于封面顶部，采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

排，其上下各空 1 行；四川轻化工大学校徽位于封面左上角

（在图片格式中版式设置为“浮于文字上方”），居于“四川
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或“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

论文”一行文字的同等高度。 

3.1.2 设计（论文）题目 
设计（论文）题目采用二号黑体字，居中排。设计（论

文）题目的文字字数较少或较多时，按“3.5.1.3 标题长度

与转行”规定处理。 

3.1.3 学生及指导教师信息 

“学生、学号、专业、班级、指导教师”选用三号黑体

字，排在设计（论文）题目的正下方，与论文（设计）题目
及落款单位之间分别空 3 行左右（具体空几行以整个版面比

较适中为宜），居中排。 

3.1.4 落款单位与时间 
封面最下端落款单位为“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

院”，落款时间一般为：“二〇 # # 年 六 月”，字体采

用小二号黑体字，居中排。 



                                                                        

 

3.2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单起一页排版。 

3.2.1 摘要 

“摘要”两字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题处理，即：三

号黑体字，段前段后各 1 行，居中排。 
摘要以摘录或缩编的方式复述本设计（论文）主要内容。

要求：概括地、不加注释地摘录本设计（论文）的研究目的、

方法、结果和结论；或简洁的介绍本设计（论文）阐述的主
要内容及取得的进展。 

编写摘要应注意：客观反映原文内容，不得简单地重复

题名中已有的信息，要着重反映论文的新内容和特别强调的
观点。摘要宜采用第三人称过去式的写法（如“对……进行

了研究”，“综述了……”等；不应写成 “我校……”等）。

摘要正文选用小四宋体，以 400 字左右为宜。 

3.2.2 关键词 

关键词是表达设计（论文）主要内容的词或词组，是设

计（论文）的重要检索点。关键词一般由 3~5 个词或词组组

成。关键词直接从设计（论文）题目或正文中抽取。 

关键词在摘要正文后空一行，然后另起一行排。“关键

词”三个字选用小四黑体字居左排；其后为中文的冒号
“：”；3~5 个关键词用小四号宋体，关键词之间用中文的

分号“；”号隔开，最后一个关键词后不打标点符号。 

3.3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英文摘要及关键词单起一页排版。 

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摘要及中文关键词相

对应，保证中英文意思的一致性，注意英文表达方式、标点
符号、语法结构等与中文的差异。 

“ABSTRACT”一词全部大写，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

题处理，即：三号 Time New Roman 字体加粗，段前段后各 1

行，居中排。 

“Key words”在英文摘要正文后空一行，然后另起一

行排。“Key words”词组首字母大写，选用小四 Time New 



                                                                        

 

Roman 字体加粗，居左排；其后为英文的冒号“: ”，3~5

个英文关键词用小四 Time New Roman 字体，关键词之间用
英文的分号“; ”号隔开。 

3.4 目录 

目录单起一页排版。 
“目录”两字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题处理，即：三

号黑体字，段前段后各 1 行，居中排。 

目录内容应采用 Word自动生成目录方式获得，并按要
求进行格式修改。目录中的标题不能超过三级。目录中应包

括在其之前的摘要和 ABSTRACT。 

一级标题用四号宋体加粗；左侧缩进 0 字符，右侧缩进
0 字符。 

二级标题用小四号宋体加粗；左侧缩进 2 字符，右侧缩

进 0 字符。 
三级标题用小四号宋体。左侧缩进 4 字符，右侧缩进 0

字符。 

标题文字居左，页码居右，之间用连续三连点连接。标

题需转行的，转行后的标题文字应缩进至与该标题第一行文

字对齐。 

3.5 正文 

正文应以“第一章 绪论”开始，以“第#章 结论与展

望”结束。 

正文每章（一级标题）单起一页排版。 

3.5.1 正文标题 

3.5.1.1 标题与序号 

正文标题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建议最多
用到四级标题。 

一级标题为每一章的标题，序号采用汉字序号，“章”

与标题名称之间加一个空格。 
毕业论文的各章标题建议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实验部分 



                                                                        

 

第三章 实验结果与讨论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毕业设计的各章标题建议如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设计依据 

第三章 设计内容与分析 

第四章 结束语 

二级、三级、四级标题分别采用 2 个、3 个、4 个阿拉
伯数字编制序号，中间以点号连接，其后加一空格后接标题

名称。示例如下： 

2.1 实验材料及仪器 
2.1.1 实验材料 

2.1.1.1 铝合金 

3.5.1.2 标题的字级、字体、占行及排版 

一级标题用三号黑体字，段前段后各 1 行，居中排； 

二级标题用小三号黑体字，段前 1 行段后 0.5 行，居左

排； 
三级标题用四号黑体字，段前 0.5 行段后 0 行，居左排； 

四级标题用四号楷体字，段前 0 行段后 0 行，居左排。 

3.5.1.3 标题长度与转行 
标题文字长度应适中，原则上应按标准字符间距排版。

当标题文字太少影响美观时，可按疏排标题方式处理，即加

宽字符间距；当标题文字较多，可能占用两行影响美观时，
可按密排标题方式处理，即紧缩字符间距。 

当标题文字长度太长必须占两行或两行以上时，可按多

行标题方式处理，即应转行。标题转行：在标题文字的行长
超过主体文字 4/5 行长的情况下，必须转行。标题转行不能

割裂词义，如人名、地名、国名、专有名词等，虚词、术语、

符号等不能转为下一行的第一字。 

在有副标题的情况下，应注意主标题与副标题的关系和

比例。 

3.5.2 正文文字 
正文文字选用小四号宋体字。 



                                                                        

 

3.5.3 表格 

表格编号和标题：每个表格必须有编号和标题，并置于
表格之前，5 号黑体，居中排。每章的表格应分别统一编号，

编号规则为：第一个数字为章的序号，第 2 个数字为该表在

本章中的表格序号，两个数字之间用短划线“-”连接。（如：

表 1-1，表 2-3，表附 1-1，等）。每个表格都应在正文中相

应位置引出（标明编号），表格本身不能先于该编号在正文

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出现（即：行文过程中不能先见表后见
编号）。 

表格内文字采用 5 号宋体。原则上所有表格均须采用三

线表格式，表格宽度不能超过版心。 
续表（即一页未排完，下一页接着排的表）应在接排页

的表上方加“续表”或“表×（续）”等字样，如续表不止

一页，则需加上“续表一”、“续表二”等字样。 

如表格较宽，也可采用 A4 纸横排排版；如表格较大，

也可用 B4纸制成横表，按 A4 规格折叠后，装订入册。 

3.5.4 图片 
图片编号和标题：每个图片（或每组图片）必须有编号

和标题，并置于图片之后，5 号黑体，居中排。每章的图片

应分别统一编号，编号规则为：第一个数字为章的序号，第
2 个数字为该图片在本章中的图片序号，两个数字之间用短

划线“-”连接。（如：图 1-1，图 2-2，图附 1-1，等）。每

个图片都应在正文中相应位置引出（标明编号），图片本身
不能先于该编号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的位置出现（即：行文

过程中不能先见图后见编号）。 

手绘图、摄影照片、计算机制作图、印刷品等彩色、黑
白图照均应清晰、清楚、准确，层次丰富。 

图片裁切或遮幅后不能造成不良效果。图片的长度和宽

度不能超过版心尺寸。 

3.5.6 数学公式与方程式、化学分子式与化学反应方程式 

数学公式与方程式应采用数学公式编辑器等工具进行

编辑和处理，注意规范地使用各种格式和符号，如：上标、
下标、数学运算符号等。化学分子式与化学反应方程式应采

用化学分子式编辑器等工具进行编辑和处理，注意规范地使



                                                                        

 

用各种符号，如：化学分子式、化学反应式特定符号等。 

每个数学公式与方程式、化学分子式与化学反应方程式
都应另起一行缩进 4 个字符排版；并用两个阿拉伯数字依次

编制序号，前面冠字“式”，用括号括起来，序号右对齐排

版。编号规则为：第一个数字为章的序号，第 2 个数字为该

式在本章中的序号，两个数字之间用短划线“-”连接，如：

（式 1-1），（式 2-1），（附式 1-1），等。 

3.5.7 物理量符号与单位 

规范地使用物理量符号，尤其注意大小写字母、字体

（如：斜体）、上下标等的规范使用。如无特殊说明和需要，

单位应全部采用国际标准单位制。 

3.5.9 特殊符号 

规范地使用各种特殊符号。 

3.5.10 引文 
短句引文排式：与主体文字相同。 

大段引文排式：整段引文，另段起排，每行行头、行尾

均缩进两格。引文上、下应各空一行。引文应变体（如：使

用斜体）。引文行头、行尾不加引号。诗歌等第一行的行头

可后退四格或更多。 

3.6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单起一页排版。 

“参考文献”四字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题处理，

即：三号黑体字，上下各空一行，居中排。 
中文参考文献采用五号宋体，英文参考文献采用五号

Times New Roman。 

参考文献的具体著录格式详见本规范第 4 节。 

3.7 致谢 

致谢单起一页排版。 

“致谢”两字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题处理，即：三
号黑体字，上下各空一行，居中排。 

致谢的文字内容排版格式与正文相同。 



                                                                        

 

3.8 附录 

每一个附录均应单起一页排版。 
附录应标明序号，各附录依次编排。如“附录 1”及其

标题排在版心左上角，并用四号黑体字。附录文字用五号宋

体字。 

3.9 页眉排式 

“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或“四川轻化工大

学本科毕业设计”用 5 号字居左排，每一章的名称（包括摘
要、ABSTRACT、目录、参考文献、附录等）用 5 号字居右排，

中间为空格；页眉与正文之间用下划线分隔。 

3.10 页码排式 

页码用小五号 Time new roman 字体，排在页脚居中。

摘要、英文摘要、目录页码使用罗马字母表示（Ⅰ、Ⅱ、

Ⅲ……），从Ⅰ开始；正文页码使用阿拉伯数字（1、2、
3、……），从 1 开始。 

4.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与要求 

4.1 依据 

参考文献是对期刊论文引文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重要信

息源之一，在本规范中采用 GB/T 771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推荐的顺序编码制格式著录。 

4.2 参考文献著录项目 

（1）主要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包括专著作者、论文集主编、学位申报人、
专利申请人、报告撰写人、期刊文章作者、析出文章作者等，

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多个责任者之间以“，”分隔，

注意在本项数据中不得出现缩写点“.”。主要责任者只列

姓名，其后不加“著”、“编”、“主编”、“合编”等责

任说明。 

（2）文献题名及版本(初版省略)。 



                                                                        

 

（3）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标识。 

（4）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5）文献出处或电子文献的可获得地址。 

（6）文献起止页码。 

（7）文献标准编号(标准号、专利号……)。 

4.3 参考文献类型及其标识 

（1）根据 GB/T 3469《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的规

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各种参考文献类型，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参考文献类型与标识（单字母） 

参考文献
类型 

专
著 

论文
集 

报纸
文章 

期刊
文章 

学位
论文 

报
告 

标
准 

专
利 

文献类型

标识 

M C N J D R S P 

（2）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

识建议采用单字母“A”；对于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建
议采用单字母“Z”。 

（3）对于数据库(database)、计算机程序(computer 

program)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等电子
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以双字母作为标识，如表 4-2 所

示。 

表 4-2 参考文献类型与标识（双字母） 

电子参考文献
类型 

数据库 计算机程序 电子公告 

电子文献类型

标识 

DB CP EB 

（4）电子文献的载体类型及其标识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当被引用为参考文献时
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本规范建议

采用双字母表示电子文献载体类型：磁带(magnetic 

tape)——MT，磁盘(disk)——DK，光盘(CD-ROM)——CD，
联机网络(online)——OL，并以下列格式表示包括了文献载

体类型的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格式：[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 



                                                                        

 

示例：[DB/OL]——联机网上数据库(database online) 

[DB/MT]——磁带数据库(database on magnetic 
tape) 

[M/CD]——光盘图书(monograph on CD-ROM) 

[CP/DK]——磁盘软件(computer program on 

disk) 

[J/OL]——网上期刊(serial online) 

[EB/OL]——网上电子公告(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以纸张为载体的传统文献在引作参考文献时不必注明

其载体类型。 

4.4 正文中参考文献序号的标注 

在毕业设计（论文）中任何地方（包括图、表及其说明）

引用他人文献资料均应说明来源，标注参考文献。根据顺序
编码制，按引用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排序号，序号置

于方括号中，用上标的形式（置于右上角），直接放在引文

之后（如；
[1]
；

[15, 18]
；

[25, 26]
；

[25-27]
）。 

【备注：同一文献（参考文献标注内容完全相同）应只

使用同一个序号，不应因在文中多次出现而使用多个不同的

序号。虽是同一文献（主要指专著、学位论文等图书类文献），
但由于引用了不同页码的内容，并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时标

注了不同页码而使两个参考文献不相同时，可以使用两个不

同的序号。】 

4.5 文后参考文献编排格式 

文后参考文献单起一页排版。 

“参考文献”四字格式参照正文中的一级标题处理，
即：三号黑体字，上下各空一行，居中排。 

参考文献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列于文后，并用数

字加方括号表示序号，如[1]、[2]、…，建议采用加方括号

的自动数字序号的方式列出参考文献序号。每一参考文献条

目均以方括号内的数字序号开始，以句点符号“.”结束。

首行左顶格、悬挂缩进对齐排版。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编排格式及示例如下： 

4.5.1 专著、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 
格式： 

[序号] 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

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示例： 

[1] 刘国钧，陈绍业，王凤翥.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1957.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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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香草醛和水杨醛对壳聚糖进行改性，制备香草醛改性壳聚糖和水杨

醛改性壳聚糖，结果表明：香草醛改性壳聚糖拥有更强的吸附能力。单因素实验

研究了不同吸附剂用量、Pb2+初始浓度、时间、温度、pH 对 Pb2+吸附效果的影

响，结果表明：************************************************。 

 

关键词：壳聚糖；香草醛；改性；吸附；Pb2+ 

 

 

 

 

 

 

 

 

 

 

 

 

 

 

 

 

 

 

 

 

 



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ABSTRACT                                                         

 I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 words: Chitosan; Vanillin; The modification; Adsorption; P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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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 

*****************************************************************

******************************* 

1.1.2 ************ 

*****************************************************************

******************************* 

1.2 ************ 

1.2.1 ************ 

*****************************************************************

******************************* 

1.2.2 ************ 

*****************************************************************

******************************* 

1.2.3 ************ 

*****************************************************************

******************************* 

1.3 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主要内容 

1.3.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2 研究主要内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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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验部分 

2.1 实验药品及仪器 

2.1.1 实验药品 

实验所需药品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实验所需的药品 

试剂 规格 生产厂家 

硝酸铅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壳聚糖 B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无水乙醇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95%乙醇 AR 成都金山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冰乙酸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乙酸钠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香草醛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水杨醛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硫脲 AR 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硝酸铜（三水）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硝酸镊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硝酸 AR 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 

二甲酚橙 AR 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工业开发区 

2.1.2 实验仪器 

实验所需仪器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实验所需主要仪器 

仪器 规格 生产厂家 

电子分析天平 CP114 奥豪斯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鼓风干燥箱 DGX-9053B-1 上海福马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水浴锅 DK-98-11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UV1100 上海嘉鹏科技有限公司 

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F-101S 巩义市英峪仪器厂 

水浴恒温振荡器 SHZ-B 常州市人和仪器厂 

2.2 实验方法 

2.2.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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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 

*****************************************************************

******************************* 

2.2.3 ************ 

*****************************************************************

******************************* 

2.3 实验方案 

2.3.1 ************ 

*****************************************************************

******************************* 

2.3.2 ************ 

*****************************************************************

******************************* 

2.3.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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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验结果与讨论 

3.1 ************ 

3.1.1 ************ 

*****************************************************************

******************************* 

3.1.2 ************ 

*****************************************************************

******************************* 

3.2 ************ 

3.2.1 ************ 

*****************************************************************

******************************* 

3.2.2 ************ 

*****************************************************************

******************************* 

3.3 ************ 

3.3.1 ************ 

*****************************************************************

******************************* 

3.3.2 ************ 

*****************************************************************

******************************* 

3.3.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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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通过************************************************ 的研究，得到

以下主要结论： 

    （1）**********。 

    （2）**********。 

    （3）**********。 

4.2 展望 

本文通过************************************************ 的研究 ，

以期得到***************************。虽然***************************** 

*************************************************；但仍存在许多不足。

针对实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和展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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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注 [A1]: 论文参考文献数量原则上不少于 15 篇，且至少

3 篇英文文献；设计参考文献数量原则上不少于 8 篇，且

至少 1 篇英文文献。翻译的英文文献必须出现在参考文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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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气制低碳醇用催化剂的制备 

文献综述 

王*** 

（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自贡  643000） 

摘  要：合成气选择催化合成低碳混合醇等清洁燃料是能源化工领域的研究热点，高选择

性、高活性并具有优良稳定性的催化剂的设计与开发是低碳醇合成技术的关键。本文对目

前研究相对集中的改性甲醇合成催化剂、Cu-Co基以及 MoS2基低碳醇合成催化剂进行了综

合评述，系统总结了不同催化剂体系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合成低碳醇用催化剂领域的

热点和难点问题，并指出了低碳醇合成催化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催化剂；合成气；低碳醇；催化性能 

 

1引言 

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消耗、能源问题的日益加剧，研究和开发新的能源体系迫在眉睫。

由天然气或煤气化生产合成气，合成气再催化转化合成低碳醇等清洁燃料成为国内外能源

化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低碳醇，除用作液体燃料外，还可作为汽油添加剂以增加辛烷值，

同时还是化工领域重要的基础原料之一，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和较好的应用前景[1--2]，由

合成气选择催化合成低碳混合醇是当前 C1 化学领域十分活跃的研究课题之一。CO 加氢合

成低碳醇反应过程通常伴随着甲醇、烃类等副产物的生成，高选择性和高活性并具有优良

稳定性的催化剂的设计与开发是低碳醇合成技术的关键。国内外研究者对适合该过程的催

化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目前研究相对比较集中的催化剂体系主要有改性的甲醇合

成催化剂、Cu-Co 基以及催化剂体系[3－4]等。其中催化剂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索活性中心的

最佳匹配、构效关系及合成低碳醇的选择性规律等方面，旨在提高低碳醇合成过程的单程

转化率、C2+OH 选择性和醇产率等。本文通过对这 3 类低碳醇合成催化剂体系的研究现状

进行系统总结，分析了当前合成低碳醇催化剂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并指出低碳醇合成

催化剂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 

2改性甲醇合成催化剂 

对甲醇合成催化剂 Zn-Cr、Cu-Zn 通过添加碱金属助剂改性可获得低碳混合醇。其中

改性的 Zn-Cr 催化剂操作条件苛刻，要求在高温（350～450℃）、高压（12～16MPa）下进

行，具有最大异丁醇选择性。而改进的 Cu-Zn 则为低温低压下碱金属促进的甲醇合成催化

剂，对合成气转化具有较高的转化率。关于改性的 Zn-Cr 催化剂，主要是 K 或 Cs 促进的

Zn/Cr 尖晶石结构催化剂，碱金属 K、Cs 的添加，尤其是 Cs 助剂可显著提高目标产物的生

成速率。在改性的 Zn-Cr 催化剂中，过渡元素 Cr 对低碳醇的合成至关重要，但 Cr 本身也

可能会促进烃类等副产物的形成，将 Mn 部分取代 Zn/Cr 尖晶石结构中的 Cr 后会降低烃类

的形成速率，同时对 Pd、K 共促进的 Zn/Cr/Mn 尖晶石催化剂上合成低碳醇的研究表明，

异丁醇的产率达到 179g/(kg·h)，总醇的产率为 304g/(kg·h)，且催化剂具有 5 天以上的循

环稳定性[5]。催化剂的研究通常发生在气固相间，通过对超临界流体中 Zn-Cr-K 催化剂上

合成气制低碳醇的研究，发现超临界相的存在有利于提高 CO 转化率，促进碳链增长，提

高 C2＋OH 含量，且催化剂对生成醇的选择性随反应温度的变化缓慢[6]。对超临界相中低

碳醇合成机理的研究认为，低碳醇的形成也是碳链增长的过程，超临界介质的引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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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链增长速度，明显提高了 C2+OH 产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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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化学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装袋要求 

 

化学工程学院毕业设计（论文）装袋要求 

一、装袋内容 

1、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放在毕业设计（论文）封面下方） 

2、毕业设计（论文）考核表 

3、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4、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报告 

5、毕业答辩申请表 

6、毕业设计（论文）教学过程动态管理指标体系表（表 2.1，表 2.2） （各 1

份） 

7、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分表 

8、文献综述 

二、装订及装袋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要求用透明塑料合页夹装订。  

2）各表格按考核表、开题报告、中期报告、毕业答辩申请表、指导教师过程动

态表、质量评阅表的顺序，采用订书针装订在一起；文献综述单独用订书针装

订。 

3）装袋的顺序：①毕业设计（论文）（含任务书）②各表格；③文献综述。 

4）论文袋正面按装袋内容（1——8）的顺序填好相应项目，并注明份数和页码，

其中毕业设计（论文）项按正文页码填写，其余各项按实际页数填写；论文袋

右上角填上成绩等级；论文袋背面的各项信息也要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