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有生物研究」稿約

壹、一般說明

一、「特有生物研究」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出版之學術期刊，歡迎國內外

學者發表有關自然保育之學術論文，但以未曾在其他刊物發表者為限。

二、本刊為半年刊，每年元月及七月出版，隨時接受投稿。

三、刊登稿件分四類：

(一) 研究報告(Research article)：學理或事實探討之原始研究報告，需分章節。

(二) 研究短報(Research note)：試驗技術發展與改進之摘要報告，或正在進行而有初步結果

者，不需分章節。

(三) 學術論述(Review)：針對某一專題就已發表之研究成果加以綜合性評論。

(四) 專論(Monograph)：針對專門議題之論著或分析探討。

四、撰稿中、英文均可，來稿請寄送完整文稿一式三份。原圖、表及電腦磁片俟審查通過後再通

知寄送。

五、經本刊接受刊登之稿件，作者即自動放棄著作權，版權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所有。

六、稿件無稿酬，但經刊登之文稿贈送抽印本 50冊，作者如需額外的抽印本，可於校稿時登記份

數，並負擔其費用。

七、來稿由本刊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審查、簽註意見或修改，如需修改者再送請作者自行補充修正，

作者應於收稿二週內完成修正，如於收稿二個月後仍未將修正稿件寄回者，視同放棄投稿。

稿件付印前作者應負責校對。

八、來稿請寄：南投縣集集鎮 (郵遞區號 552)民生東路 1號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特有生物研

究」期刊編輯委員會 收。

貳、文稿章節順序

依照 1.題目，2.作者姓名、服務單位、地址，3.摘要，4.關鍵詞，5.緒言，6.材料與方法，

7.結果與討論(可分列)，8.結論 (可省略)，9.謝誌 (可省略)，10.引用文獻等順序撰寫；其中 1.至
4. 項請中英文並列，本文為中文撰寫者，依先中文後英文順序；本文為英文撰寫者，則先英文後

中文。

另附標題頁(cover page)，註明簡題(short running title)及作者或聯絡人之姓名、電話、傳真、

住址、e-mail位址。

參、文稿結構

一、題目以三十字為限。

二、作者中英文姓名之右上角以縮小數字標示服務單位註記。作者的英文姓名需列全名，名在前

姓在後；複姓複名者，二字間用“-”相連；作者若為兩名，姓名間以“and”連接；若為三

名或以上，除 後一名與其前一名間以“and”連接外，其餘之間以半形逗號連接。

三、中英文摘要以 500 字為限，摘要內容應以結果及結論為主，目的及方法可簡潔敘述或省略。

避免使用條列式的摘要。



四、中英文關鍵詞以 5個為限。

五、稿件全部內容包括文字、圖、表、相片及引用文獻等，研究報告以不超過 10印刷頁(約 18,000
字)為原則；學術論述及專論以不超過 15印刷頁(約 27,000字)為原則；研究短報則以不超過 4
印刷頁(約 7,200字)為原則。

肆、文稿書寫應注意事項

一、文稿須以 Microsoft Word 可讀取之軟體編輯，以 A4 (30cm 21cm) 白紙單面雙空行 (double
spaces) 列印，文稿之天、地、左、右須留白 3公分，於每頁正下方註記頁碼。

二、本文敘述，應用數字編號時，其層次：

中文用：一、(一)、1、(1)、 …

英文用：Ｉ、(Ｉ)、1、(1) 、A、a、(a)…
三、中英文單位請用公制之符號，例如：kg、mg、ml、ppm、pH、cm 等，數值請以阿拉伯數字

表示之，年代一律用西元。

四、插圖請用白紙(或繪圖紙)以黑墨水精繪，亦可採電腦製圖，惟須以雷射印表機列印；照片限

原始攝影採光面相紙沖印者，幻燈片限用原片；未按規定之插圖致圖片模糊無法製版者不予

受理。

五、圖片之標題在下方，表格標題在上方，標題需中英文並列，圖的說明應中英文對照另頁繕打，

不可附在繪圖及相片上面。本文中圖表順序以圖 1，圖 2，表 1，表 2…，Fig. 1, Fig. 2, Table
l, Table 2, ...等表示。

六、圖表內容請用英文，表格不加縱線。圖、表均以 A4大小列印，定稿後圖、表請送原稿。

七、引用文獻以確經引用者為限，文中提到之文獻，請列出姓氏、年代。

八、引用文獻書寫方式：先列中、日、韓文，次列西文，其書寫方法按作者、年份、題目、發表

刊物名稱(全名，不採用縮寫)、卷期及頁號順序。

例：1. 中、日文期刊：柳榗、徐國士。1971。台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動植物種類。中華林學季

刊 4 (4): 89-96。
2. 中、日文書籍：徐國士。1980。台灣稀有及有絕滅危機之植物。台灣省教育廳。

3. 中、日文彙編書籍：徐國士。1987。台灣的稀有植物。周昌弘、彭鏡毅、趙淑妙撰 (編)。
台灣植物資源與保育 139-157頁。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4. 英 文 期 刊：Clough, B. 1998. Mangrove forest productivity and biomass accumulation in
Hinchinbrook Channel, Australia. Mangroves and Salt Marshes 2: 191-198.

5. 英文期刊：Pimm, S. L. and J. L. Gittleman. 1992. Biodiversity : Where is it ?. Science 255: 940.
6. 英文期刊：Baker, C. S., F. Cipriano and S. R. Palumbi. 1996. Molecular genetic identification
for whale and dolphin products from commercial markets in Korea and Japan. Molecular Ecology
5: 671-685.

7. 英文書籍：Soule, M. E. and B. A. Wilco. 1980. Conservation biology: An evolutionary-ecological,
approach. Sinauer Associates, Sunderand, Massachusetts.

8. 英文彙編書籍：Jinchu, H. and W. Fuwen. 1990.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breeding and
rearing giant pandas in captivity within China. pp. 322-325. In: H. Jinchu (ed.). Research and
progress in biology of the giant panda.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chuan,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