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八 

南開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學生專題製作論文 
論文撰寫格式  2011.01.05 

 
壹、為鼓勵學生發表論文，提昇學術研究風氣，特訂立此撰寫格式。  

貳、論文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以 Microsoft Word 軟體排版，全文以不超過

8 頁 (A4)為原則。內容依序為：題目、作者姓名、作者資料、摘要、關

鍵詞，接著為正文，最後一頁為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可視情況予以刪除。

以英文撰寫者，最後一頁則為中文摘要 )。  

參、正文：建議分為下列若干段落 (亦可自行增刪 ) 

一、前言  

敘述問題背景，回顧相關理論及研究，說明本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研究方法說明  

敘述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處理方式、所使用工具。  

三、結果與討論  

呈現研究成果，例如統計圖表數據，以及解釋、比較、討論。  

四、結論  

對研究成果做出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誌謝  

參考文獻：論文中有引用到之資料，必須在參考文獻中呈現。  

附錄  

肆、論文排版設定 

請參考以下論文撰寫樣本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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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工程系學生專題製作論文撰寫樣本(標楷體14 點，粗體，置中) 

第一作者
1

、第二作者
1

、第三作者
2

、…、指導老師
3,*

(標楷體11 點，置中，指導老師最後) 
1

南開科技大學 日四技機械四甲, 
2

南開科技大學 日四機械車四乙 
3

南開科技大學 車輛工程系(標楷體10 點，置中)

摘要 (標楷體11點，粗體，置中) 

為鼓勵學生發表論文，提昇學術研究風氣，特訂

立此撰寫格式。中文摘要以不超過500字為原則，內容

應包含研究目的、方法、結果與結論。全部以一段式

呈現。本論文研究提出了一套夜間路徑指引的技術，

結合智慧型LED地磚及電腦路徑掃描演算法的研究。

因此，運用寬度搜尋演算法來進行路徑的推演，但是

發現使用寬度搜尋演算法時會產生少了數條路徑，為

了解決這種缺失，本論文藉由修正後的BFS路徑拓樸

掃描演算法，來改善寬度搜尋演算法的不足，配合改

良後Dijkstra演算法最短路徑，讓老人在起點與目的地

之間，能夠找出最短的路線行走。(摘要內容，標楷體10點，

Times New Roman 10 pt)  

關鍵字：感測器、無線傳輸、居家安全、智慧型LED、

路徑掃描演算法。(2～5詞，標楷體10點，Times New Roman 

10pt，靠左對齊) 

1. 前言 

論文可用中文或英文撰寫，以Microsoft Word軟體

排版，全文以不超過8頁(A4)為原則。內容依序為：題

目、作者姓名、作者資料、摘要、關鍵詞，接著為正

文，最後一頁為英文摘要(以英文撰寫者，最後一頁則

為中文摘要)。 

敘述問題背景，回顧相關理論及研究，說明本研

究動機與目的。稿件尺寸為A4 (21 cm寬、29.7 cm高)，

邊界設定如下：上3 cm，下3 cm，左2 cm，右2 cm。

正文以兩欄撰寫，兩欄間距設定為6mm。此邊界設定

為固定格式，請勿更改！文章中不可有任何空白列。 

中文字體只可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為Times 

New Roman，希臘字母及符號為Symbol；論文題目字

體大小為14點，並請使用粗體及置中排列，作者及作

者資料的部分使用11及10點大小的字體，並在指導老

師部分以”*”標示，並於第一頁之註腳填寫指導老師之

E-Mail。正文部分字體大小請設定為10點，每段文章

開頭皆縮排2字元。 

依據內政部統計室的資料顯示，我國65歲以上老

人佔所有人口比率為10％，早已達到聯合國世界衛生

組織（WHO）所定義老年人口比率為7％之高齡化社會，

我國自82年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65歲以上老人所

佔比例持續攀升，97年底已達10.4％，老化指數為61.5

                                                 
 * 指導老師：teacher@nkut.edu.tw 

％，雖仍較歐美及日本等已開發國家為低，但較其他

亞洲國家為高[1]。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臨，國人平均

壽命逐年提高，而老年人跌倒的發生率亦隨著年齡增

加而增加，並且影響老年人的健康與生活品質，因此，

跌倒的相關議題已成為現代預防醫學與家庭照護的重

要課題。 (前言，標楷體10點，Times New Roman 10 pt) 

2. 研究方法說明 

敘述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處理方式、所使

用工具。 

利用圖形結構來表示問題的樣貌時，要處理的典

型問題為最短路徑問題。因為圖形中某頂點到達各頂

點的路徑不是唯一，如果要從眾多的路徑中找出路徑

最短者，則稱為最短路徑問題 

2.1. 標題 (標楷體10點，粗體，置中) 

主標題字體大小為11點，字體須為粗體且靠左排

列，主標題與前段距離須設為1列。次標題字體大小為

10點，字體須為粗體且靠左排列。 

2.2.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請置於最後一節，以條列式呈現。所有

參考文獻須標注序號於方括弧內並且依循其出現先後

編號，如：期刊[1]、書籍[2]、研討會論文[3]、學位論

文[4]、專利[5]以及網頁[6]。參考文獻引用應盡量詳

細，並於論文當中引用到參考文獻的地方標註參考之

文獻號碼[5]。 

2.3. 頁首及頁碼 

請於頁首依優先順序註明論文所屬之類別，類別

如下表所示。請勿於頁首頁尾或論文中任何地方自行

加註頁碼。 

表一 論文類別 

1 感測電路設計 

2 感測與控制技術應用 

3 無線訊號傳輸與處理技術 

4 區域感測網路平台功能設計 

5 行動設備服務應用程式設計 

6 行動整合技術應用 

7 多媒體應用 

8 網頁服務應用程式設計 

9 3D 建模 

10 媒體資料庫設計 

11 遊戲及動畫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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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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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台灣地區每一婦女生育數近50年發展圖 

表二 居家障障物的危險清單 

 

 



 

2.4. 跨欄圖表，請使用接續本頁的分節符號設定為一欄。同時請將跨欄圖表置於一頁之最前(或最後)。 

2.5. 圖、表與方程式 

圖表的說明為標楷體10點。表說明列置於表上，表與後段段落距離為0.5列，說明列於前段距離為0.5列，與後

段距離為0列，圖說明列置於圖下，圖與前段距離設為0.5列，說明列與前段距離為0列，與後段距離為0.5列；說明

內文可以視圖表的寬度來選擇置中或調整為左右對齊。掃描的圖檔解析度應為300dpi。 

方程式須置中，字體為Times New Roman及 Symbol。若方程式超過一個，則須在右邊的邊界標明式號: 

 
2 2 2

2 2 2
, ,

φ φ φ
f x y z

x y z

  
  

  
       (1) 

3. 結果與討論 

呈現研究成果，例如統計圖表數據，以及解釋、比較、討論。 

本論文之目地在於夜間路徑照明與指引，當老人夜間離開床時，由於照明及老人的生、心理狀況都不是很穩定，

很容易因疏忽而發生危險，因此藉由『智慧型地磚路徑掃描暨最短路徑演算法』的設計，讓老人能夠透過LED 發

光地磚之指引安全的到達他想要去的地方，如設定各個傢俱、障礙物或目的地為停駐點，同時以電腦系統自動掃描

這些路徑的拓樸。 

 

圖二 頂點到各城市的最短路徑。 

4. 結論 

對研究成果做出結論並提出相關建議。本篇論文所提出之智慧型地磚路徑掃描暨最短路徑演算法，主要是針對

65 歲以上之老人，在夜間醒來睡眼惺忪之時，一時無法適應當時的燈光，或者是萬一停電失去外部電源供應的時

候，燈光無法即時供應老人所要到達的地方，為提升居家安全設施，預防銀髮族事故傷害導致跌倒之情事，本論文

之LED智慧型壓力感測地磚路暨最短路徑演算法之設計，便可以讓老人一下床後，藉著壓力的感測，使鋪設有LED

發光地磚能夠在一瞬間，一個接著一個的按照所鋪設的路徑，藉由路徑的掃描而讓地磚發光，讓老人安心的依照發

光地磚所鋪設的路徑，一步一步的走向目的地。 

誌謝 

感謝○○○(如：國科會、教育部、產學公司、學校計畫)的支援，使本專題製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致上感謝

之意。感謝指導老師○○○的指導和熱心的幫助。在研究過程中，給予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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