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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摘 要

此模板根据 CTeX 上提供的清泉 (吴迎年, 华北电力大学) 的博/硕士论文模板 (La-

TeXBook2.02) 和其它类似的论文模板 (如清华大学博士/硕士论文模板) 修改后完成.

2013 之前的版本仅适用于 Windows 系统, 主要为 BGK 编码. 2014 版进行了进一步改

进，以适用于不同的操作系统, 采用 UTF-8 编码, 且使用 XƎLATEX 进行编译. 目前它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CTeX2.9.x 及 Mac OSX 的 MacTeX 测试通过.

一般而言，中文摘要包含 500 － 1000 字，1 － 2 页。关键词 5 － 10 个。

关键词：论文，模板，博士，硕士，LATEX，CJK, Xe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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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emplate is based on Qinquan’s Doctor/Master thesis template (LaTeX-

Book2.02) and similar thesis templates (e.g. Tsinghua’s Doctor/Master thesis template).

It has been tested under the full version of CTeX2.4.2 (with miktex2.4) or later.

Generally, the abstract and the key word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Chinese

version.

Key Words: thesis, template, doctor, master, LATEX, C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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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在财富构成的五要素中, 健康是壹, 其余的东西都是零, 只有壹存在时, 零的增加才

有意义, [1] 如果哪一天你的壹已不存在了, 你所拥有的很多零就会变成真正的零.

—— 庄东辰

To help those who need the help of you will in return better your life!

—— Tang Yincai. 2003.

Stop using Microsoft Word immediately!

—— Wuyingnian. 2002.10

The formulation of a problem is often more essential than its solution which may

be merely a matter of mathematical or experimental skill.

——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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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章节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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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章节层次示例

第二章 章节层次

§2.1 章节层次示例

§2.2 章节层次示例

§2.3 章节层次示例

§2.3.1 章节层次示例

§2.3.2 章节层次示例

§2.3.3 章节层次示例

§2.3.4 章节层次示例

章节层次示例

章节层次示例

章节层次示例

章节层次示例

参见标题2.3.2
- 3 -



第二章 章节层次

参见标题2.3.3

参见标题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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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列表

§3.1 有序列表

§3.1.1 嵌套的有序列表

1. 项目列表

2. 项目列表

3. 项目列表

(a) 项目列表

(b) 项目列表

(c) 项目列表

i. 项目列表

ii. 项目列表

iii. 项目列表

A. 项目列表

B. 项目列表

C. 项目列表

§3.1.2 带标号式样的有序列表

A-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A-i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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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列表

A-ii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第 1 条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第 2 条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第 3 条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a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b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c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I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III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3.2 无序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 项目列表

§3.3 描述列表

描述列表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描述列表 描述列表

- 6 -



第四章 表格样本

§4.1 各种表格实例

§4.1.1 无线表格, 小数点对齐

行星 赤道半径 km 公转周期 d
水星 2.439 87.9
金星 6.1 224.682
地球 6378.14 365.25

§4.1.2 固定列宽和自动伸缩列宽的三线表

表 4-1 2000 和 2004 年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份额
2000 2004

钢铁 3.1 5.2
化学制品 2.1 2.7
办公设备及电信设备 4.5 15.2
汽车产品 0.3 0.7
纺织品 10.4 17.2
服装 18.3 24.0

§4.1.3 跨页长表格: 使用 longtable 宏包

- 7 -



第四章 表格样本

表 4-2 统计分析中常用的函数与作用

统计函数 作用

max(x) 返回向量 x 中最大的元素
min(x) 返回向量 x 中最小的元素
which.max(x) 返回向量 x 中最大元素的下标
which.min(x) 返回向量 x 中最小元素的下标
mean(x) 计算样本 (向量)x 的均值
median(x) 计算样本 (向量)x 的中位数
mad(x) 计算中位绝对离差
var(x) 计算样本 (向量)x 的方差
sd(x) 计算向量 x 的标准差
range(x) 返回长度为 2 的向量: c(min(x),max(x))
IQR(x) 计算样本的四分位数极差
quantile(x) 计算样本常用的分位数
summary(x) 计算常用的描述性统计量 (最小、最大、平

均值、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 · · · · ·

§4.1.4 单元格合并

表 4-3 单元格合并

行星
与太阳的距离
(million km)

最远点 最近点
天王星 3011.0 2740.0
金星 109.0 107.6
地球 152.6 147.4

§4.1.5 带注释的表格: 使用 threepar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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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各种表格实例

表 4-4 2006-2007a 赛季科比布莱恩特投篮命中率的后验特征量
后验 参数
特征量 对数成败优势比 (θ) 成败优势比 (o) 成功概率 (π)

均值 -0.112 0.896 0.472
中位数 -0.109 0.897 0.473
标准差 0.072 0.065 0.018
Q2.5

b -0.261 0.770 0.435
Q97.5 0.026 1.026 0.507
说明:

a随机游动算法, 剔除期 B=500 次迭代; 被保留迭代次数 T ′ = 2000.
b Qp 表示分布的 p 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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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插图样本

第五章 插图样本

§5.1 单图排列

样本产生器
系统
学习机x

y
ŷ

图 5-1 学习机的结构框图

如图5-1所示：

§5.2 图形并置

对于比较小的图形我们希望把两个并排放在一起浮动, 且将 \includegraphics 命
令放到小页环境 (miniipage) 中可以让用户更好地控制图形的对齐方式.

例如图5-2是仅带一个浮动标题的二图并置.

0 1 2 3 4 5 6 7
−1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 样本产生器
系统
学习机x

y
ŷ

图 5-2 采用同个活动标题

下面产生的两图也并列 (图5-3和图5-4), 但是有各自的图形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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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图形并置

0 1 2 3 4 5 6 7
−1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

图 5-3 这是第一个图

样本产生器
系统
学习机x

y
ŷ

图 5-4 这是第二个图

下面产生的图5-5有二个子图 (图5.5(a)和图5.5(b)) 组成一组, 而其中的每一幅图又
保持其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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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插图样本

0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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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0.2

0

0.2

0.4

0.6

0.8

1

(a) 这是第一个图

样本产生器
系统
学习机x

y
ŷ

(b) 这是第一个图

图 5-5 二个图形并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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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学公式示例

§6.1 单行公式

§6.1.1 类型 I: 使用 equation 单个公式环境

这种类型使用最为广泛，可以左对齐 (left aligned), 并可自动生成公式编号 (和被引
用). 其带星号 (*) 版本则去掉公式编号. Eg.(6-1)

x2 + y2 = 1 (6-1)

§6.1.2 类型 II: 使用 displaymath 环境

这种类型可以左对齐 (left aligned), 但不可自动生成公式编号 (和被引用).

µ1 ≤ µ2 ≤ · · · ≤ µk.

§6.1.3 类型 III: 使用 $$ 公式环境

这种类型只能居中排，可利用命令 eqno 手工方式加公式编号，但不能被引用.

µ1 ≤ µ2 ≤ · · · ≤ µk.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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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学公式示例

§6.1.4 类型 IV: 使用 \[...\]

这种类型同上面的类似，可用于临时编绎公式.

µ1 ≤ µ2 ≤ · · · ≤ µk.

§6.2 多行公式

§6.2.1 类型 I: 使用 eqnarray 公式组环境

这种类型是 equation 的多行版本, 用于多个公式 (方程组) 场合. 其带星号 (*) 版

本则去掉公式编号. 若要去掉其中一个公式编号, 则使用命令\nonumber. Eg.(6-2) 和

Eg.(6-3)

x2 + y2 = 1 (6-2)

x2 + y2 = 0 (6-3)

§6.2.2 类型 II: 使用 align 公式组环境

这种类型与 eqnarray 类似, 也可自动生成公式编号 (和被引用), 差别在于只使用

一个 & 符号表示上下对齐. 它没有带星号 (*) 的版本. Eg.(6-4) 和 Eg.(6-5)

x2 + y2 = 1 (6-4)

x2 + y2 = 0 (6-5)

§6.2.3 类型 III: 使用 split 公式组环境

这种类型实际上是将太长的单行公式分割, 并使用 & 符号表示上下对齐. 它不可自

动生成公式编号. 但它会与 ntheorem 冲突.

\begin{sp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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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多行公式

(x-y)^2&= (x-y)(x-y)\\

&= x^2 +2 x y +y^2.\\

\end{split}

§6.2.4 类型 IV: 使用 displaystyle

这种类型的公式位置手工安置，可利用命令 hss 手工方式加贴标签. 公式当然不能

深入浮动，因而不能被引用. 这种方式对于非常复杂的多行需要对齐的公式组是一种有

效的解决方式.

y = x (x.1)

z = w (x.2)

§6.2.5 类型 V: 使用 cases 和 numcases 环境

这个和 array 环境一样，可以用 & 表示对齐. 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 & 之前是数学

模式, & 之后是普通的文本模式，数学表达式要写在 $...$ 中. 使用 numcases 环境，需

要在导言区加载宏包 cases: \usepackage{cases}或\usepackage[subnum]{cases}, 使

用前者公式将连续编号，后者会在同一数字编号后添加 a,b 等进行编号, 本文就是用这

种方式编绎的.

下面是四个例子.

f(x) =

 1, If x ≥ 0,

0, Otherwise,

{
a = b if i > j (6-6a)

c = d if i ≤ j (6-6b)

|x| =

{
x, for x ≥ 0 (6-7a)

−x, for x < 0 (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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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学公式示例



ut −Dj

(
aij(x, t, u)Diφ(u)

)
+bi(t, u)Diu+ C(x, t, u) = 0, (x, t) ∈ Bn × (0, T ) (6-8a)

u(x, 0) = u0,n(x), x ∈ Bn (6-8b)

u(x, t) = e−
n
m , | x |= n, t > 0 (6-8c)

§6.2.6 类型 VI: 使用 align, alignat, aligned 和 flalign 环境

它们可用来产生不同的对齐方式，都有星号版本. 现举例说明：

例 1: align: 使用单个 &(带多个编号)

y = d (6-9)

y = cx+ d (6-10)

y12 = bx2 + cx+ d

y(x) = ax3 + bx2 + cx+ d (6-11)

例 2: align: 使用 3 个 &(星号版本)

y = d z = 1

y = cx+ d z = x+ 1

y12 = bx2 + cx+ d z = x2 + x+ 1

y(x) = ax3 + bx2 + cx+ d z = x3 + x2 + x+ 1

例 3: alignat: 产生 3 个以上对齐 (align 产生 1 个或 2 个对齐)

i11 = 0.25 i12 = i21 i13 = i23

i21 =
1

3
i11 i22 = 0.5i12 i23 = i31 (6-12)

i31 = 0.33i22 i32 = 0.15i32 i33 = i11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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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多行公式

例 4: aligned: 使用 3 个 &(仅有一个公式编号)

2x+ 3 = 7 2x+ 3− 3 = 7− 3

2x = 4
2x

2
=

4

2

x = 2

(6-14)

例 5: flalign: 使用单个 &(居中)

f(x) =

∫
1

x2
, dx (6-15)

例 6: flalign: 使用 2 个 &(左对齐)

f(x) =

∫
1

x2
, dx (6-16)

例 7: flalign: 使用 3 个 &(文本左对齐, 公式右对齐)

12(x− 1) + 20(y − 3) + 14(z − 2) = 0

也即 6x+ 10y + 7z = 50

§6.2.7 数学公式中的字体

表 6-1 数学字体
命令形式 意义 结果
\mathit{a} math italic 2 Greeks, γ and �
\mathnormal{a} math italic 2 Greeks, γ and Γ
\mathbf{a} math bold (upright) 2 Greeks, γ and �
\mathsf{a} math san serif 2 Greeks, γ and �
\mathrm{a} math roman 2 Greeks, γ and �
\mathtt{a} math typewriter 2 Greeks, γ and �
\mathcal{a} math calligraphic ABC R XYZ
\mathfrak{a} math Euler Fraktur 123 abc ABC R XYZ
\mathbb{a} math blackboard bold ABC R XYZ
\mathscr{a} math blackboard bold A BC R X Y Z

\boldsymbol{a} math bold italic 2 Greeks, γ and Γ
\boldsymbol{\mathcal{a}} math calligraphic ABC R XYZ
\bm{a} bold math 2 Greeks, γ and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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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学公式示例

§6.3 方程式编号

这里提供各种编号的打印方法。

§6.3.1 自动编号的单个的公式

Aij, · · · , Alk (6-18)

Aij, · · · , Alk (6-19)

Aij, · · · , Alk (6-20)

§6.3.2 自动编号的公式组: 单一数字编号

y′ = dy/dx

= f ′(x)
(6-21)

 π = 3.141 · · ·
√
2 = 1.414 · · ·

(6-22)

§6.3.3 自动编号的公式组: 多个数字编号

xi, · · · , xj = xi, · · · , xj (6-23)

xi, · · · , xj = xi, · · · , xj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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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公式的编号与引用

§6.4 公式的编号与引用

§6.4.1 公式引用的基本格式

公式引用之前必须先在公式环境中添加公式的标记 (label):\label{eq:no}, 其中

eq:no 表示你给的公式编号, 之后你就可以引用它了. 对公式的引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1. \ref{eq:no}: 这种方式在公式编号的左右不自动添加圆括号, 若需要你手工添加，

如用(\ref{eq:3})产生上面公式的引用 (6-22).

2. \eqref{eq:no}: 这 种 方 式 在 公 式 编 号 的 左 右 自 动 添 加 圆 括 号, 如

用\eqref{eq:3}同样产生上面公式的引用(6-22).

§6.4.2 编号形式的修改

article 文档类使用可选项 (leqno) 可将公式的位置放在公式的左侧 (reqno, 缺省)

在文档类 article 下, 可在导言区通过下面的命令将通篇的公式编号 (1), (2), …,

(100), 随节进行分别编号成 (1.1), (1.2), …, (5.10).

\numberwithin{equation}{section}

若要将公式编号排成 (1-1), (1-2), …, (5-10)的式样, 可通过自定义命令\renewcommand对

方程计数器\theequation进行修改:

\renewcommand\theequation{\thesection-\arabic{equation}}

本节主要讲解子公式编号的建立与引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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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学公式示例

§6.4.3 子公式的引用

使用 tag 命令修改被引用的公式编号

A[2] ⋄B[2] ∼= (A ⋄B)[2] (6-25)

A⟨2⟩ ⋄B⟨2⟩ ≡ (A ⋄B)⟨2⟩ (6-25′)

使用 tag 命令后的公式引用方法为: (\ref{E:first}$'$) 或 \eqref{E:new}, 得到 (6-

25′), (6-25′). 这时原有方程计数器的值并不增加.

使用 subequations 数学环境 (需要 amsmath 宏包支持)

A[2] ⋄B[2] ∼= (A ⋄B)[2] (6-26a)

A⟨2⟩ ⋄B⟨2⟩ ≡ (A ⋄B)⟨2⟩ (6-26b)

引用: 由\eqref{E-T}, \eqref{E-O}, \eqref{E-M}主公式与子公式的浮动引用: (6-26),

(6-26a), (6-26b).

使用 align 或 gather 环境 (需要 amsmath 宏包支持)

更为方便的办法是用 align 或 gather 环境代替上面 subequations 环境中的多个

equation 环境.

y = cx+ d (6-27a)

y = bx2 + cx+ d (6-27b)

y = ax3 + bx2 + cx+ d (6-27c)

公式引用:(6-27),(6-27a), (6-27b),(6-2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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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公式的编号与引用

y = cx+ d (6-28a)

y = bx2 + cx+ d (6-28b)

yax3 + bx2 + cx+ d (6-28c)

使用 subeqnarray 数学环境 (需要 subeqnarray 宏包支持)

subeqnarray 宏包提供了 subeqnarray 和 subeqnarray* 数学环境.

x = a× b (6-29a)

= z + t (6-29b)

= z + t (6-29c)

方程的整体引用与单独引用可分别通过\eqref{eqw}, \eqref{eq-a}, \eqref{eq-b},

\eqref{eq-c}实现: (6-29), (6-29a), (6-29b), (6-29c).

使用 subnumcases 设定多行分支公式的编号 (需要 cases 宏包支持)

|x| =

{
x, for x ≥ 0 (6-30a)

−x, for x < 0 (6-30b)

比较: 使用 subnumcases 数学环境可产生三个可浮动引用的公式编号, 一个主编号, 二

个子编号, 而普通的 cases 环境在 equation 环境中仅产生一个可浮动引用的公式编号,

cases 宏包中的 numcases 数学环境可产生二个连续的公式编号.

上面公式引用: \eqref{WW}, \eqref{W-a}, \eqref{W-b}后的结果为 (6-30),

(6-30a), (6-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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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定理型声明示例

第七章 定理型声明示例

§7.1 自动编号的声明

定义 7.1.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命题 7.1.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定理 7.1.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例 7.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引理 7.1.2.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公理 7.1.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推论 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7.1.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证明 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这是科技文稿排版测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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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结 论

本论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硕士）论文模板. 这套模板符合学校
的有关要求, 方便易用. 这一工作对广大研究生更好地撰写学位论文无疑带来很大的便
利, 在其它场合同样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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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相关数学公式和证明

附录 A 相关数学公式和证明

加油! 终于到最后一个部分了!

§A.1 附录中的图形、表格、公式

在附录出现之前添加下面的命令

%--------------定义附录中的图、表、公式的编号格式 --------------%
\renewcommand{\thetable}{\Alph{chapter}-\arabic{table}}
\renewcommand{\theequation}{\Alph{chapter}-\arabic{equation}}
\renewcommand{\thefigure}{\Alph{chapter}-\arabic{figure}}
\renewcommand{\chaptername}{附录\Alph{chapter}}
\renewcommand{\thesection}{\Alph{chapter}.\arabic{section}}
%--------------------%%%%%%%%%%%%%%%%-----------------------%

就可实现公式表格和图形的重新编号及引用.

例如附录中的公式 (A-1) 和 (A-2) 分别为:

c = S0N(d1)−Xe−rTN(d2) (A-1)

和

p = Xe−rTN(−d2)− S0N(−d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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