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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气象》征稿简则

《广东气象》是由广东省气象局主管、广东省气象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创刊于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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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气象科技信息动态；气象科普新思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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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属基金资助、获奖项目、课题研究，需在文稿首页脚注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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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编号后空一格再写标题，末尾不加标点符号。、

5．数学公式、物理量的符号和单位应符合国家标准；物理量的符号用斜体书写，单位的符

号用正体书写。外语缩写名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有标准中文注释。

6．插图按文中出现先后给出图序和图题，图序与图题间空1字距，不加任何点号。图序用

阿拉伯数字编号，不论插图多少，图序均著录“图1”、 “图2”⋯⋯，不写附图。图序、图

题居中排于图的下方。图应清晰，可扫描制版。坐标图标目由物理量名称或符号和相应的单

位组成，量符号与单位符号之间用斜线“／”隔开，如“∥℃”。横坐标的标目自左向右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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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8．参考文献按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著录。

请勿一稿两投。编辑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或文字性修改，或先退请作者精简、补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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