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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论文题目：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LATEX模板
学科名称：电子科学与技术

学位申请人：张明

指导教师：张安学教授

虽然论文排版是一项基本技能，但是同学们经常被各种格式整得晕头转向，加

之Word排版不够美观，版本管理麻烦，因此开发 LATEX模板非常重要。

国际出版机构以及各大期刊都有自己的 LATEX模板，国内外许多高效也有自己的硕
博论文 LATEX模板。事实上，LATEX已经成为科技出版行业的国际标准，特别是数学、计
算机和电子信息学科。西安交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的李树钧博士曾经开发过本校

的博士论文模板，但是这个模板时间较早，而且学校的论文格式也发生了变化，所以用

起来不方便。

BBS经常看到同学们询问交大博士论文的 LATEX模板，正好今年也要开始写博士
论文了，所以就萌发了编写一个新的模板À。本模板是按照教务处发布的博士学位论

文 2014版本的要求设计的，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其他学校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哈尔滨
工业大学的模板。

关 键 词：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论文，模板

论文类型：应用基础

À 运行平台是Windows + TexLive2016 + XeLa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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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itle: LATEX Template for Doctoral Thesis of XJTU
Discipline: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icant: Ming Zhang
Supervisor: Prof. Anxue Zhang

You will never want to use Word when you have learned how to use LATEX.

KEYWORDS: LATEX, TexLive2016, XeLaTex

TYPE OF DISSERTATION: Application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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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表公式

1 图表公式

论文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图、表、公式等内容的编排。

1.1 图

图 1-1是用 Tikz画的，Visio画不出这么好看的图。

s(t, τ)

τ

t

图 1-1 图注是五号字。

1.2 表

表格要求采用三线表，如表 1-1所示。

表 1-1 表题也是五号字

Interference DOA (deg) Bandwidth (MHz) INR (dB)

1 −30 20 60

2 20 10 50

3 40 5 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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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式

1.3.1 单个公式

单个公式的编号如式 (1-1)所示，该式是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1]，从公式
可知 LATEX排版的公式比MathType美观，而且公式编写效率更高。

fZ(z) = 1
πσ2 exp

(
−|z − µZ |2

σ2

)
(1-1)

1.3.2 多个公式

多个公式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进行二级编号，如 (1-2)所示，该式是连续时间 Fourier变
换的正反变换公式 [2]。

X(f) =
∫ ∞

−∞
x(t)e−j2πftdt (1-2a)

x(t) =
∫ ∞

−∞
X(f)ej2πftdf (1-2b)

2



2 参考文献

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格式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15年 5月 15日发布了新的标准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
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因为二者的差别非常小，所以采用了新的标准。标准的 BiBTeX
格式网上资源非常多，本文使用了李泽平开发的版本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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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感谢对你的论文有贡献和帮助的人。

用于双盲评审的论文，此页内容全部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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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式定理证明

附录编号依次编为附录 A，附录 B。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另行编排序号，编号前
加“附录 A-”字样。

排版数学定理等环境时最好给环境添加结束符，以明确定理等内容的起止标志，方

便阅读。例如定义的结束符采用 ♢，例子的结束符采用 ♦，定理的结束符采用 □，证明
的结束符采用 ■。

定义 A.1 (向量空间)： 设 X 是一个非空集合，F是一个数域 (实数域 R或者复数
域 C)。如果在 X 上定义了加法和数乘两种运算，并且满足以下 8条性质：

1. 加法交换律，∀ x, y ∈ X，x + y = y + x ∈ X；

2. 加法结合律，∀ x, y, z ∈ X，(x + y) + z = x + (y + z)；
3. 加法的零元，∃ 0 ∈ X，使得 ∀ x ∈ X，0 + x = x；

4. 加法的负元，∀ x ∈ X， ∃ − x ∈ X，使得 x + (−x) = x − x = 0。
5. 数乘结合律，∀ α, β ∈ F，∀ x ∈ X，(αβ)x = α(βx) ∈ X；

6. 数乘分配律，∀ α ∈ F，∀ x, y ∈ X，α(x + y) = αx + αy；

7. 数乘分配律，∀ α, β ∈ F，∀ x ∈ X，(α + β)x = αx + βx；

8. 数乘的幺元，∃ 1 ∈ F，使得 ∀ x ∈ X，1x = x，

那么称 X 是数域 F上的一个向量空间 (linear space)。 ♢

例 A.1 (矩阵空间)： 所有 m × n的矩阵在普通矩阵加法和矩阵数乘运算下构成一

个向量空间 Cm×n。如果定义内积如下：

⟨A, B⟩ = tr(BHQA) =
n∑

i=1
bH

i Qai (A-1)

其中 ai和 bi分别是A和B的第 i列，而Q是HPD矩阵，那么Cm×n构成一个Hilbert空
间。当 Q = I 时

⟨A, B⟩ = tr(BHA) (A-2)

称为 Frobenius内积，对应的范数称为 Frobenius范数，即矩阵所有元素模平方之和再
开方：

∥A∥F =
√

tr(AHA) =
√√√√ n∑

j=1

m∑
i=1

|aij|2 (A-3)

如果 m = n，那么所有 m × m 的 Hermite 矩阵构成 Cm×m 的子空间。但是所有 m ×
m的 HPD矩阵并不构成子空间，因为 HPD矩阵对线性运算不封闭。 ♦

定理 A.1 (Riesz表示定理)： 设 H 是 Hilbert 空间，H∗ 是 H 的对偶空间，那么

对 ∀ f ∈ H∗，存在唯一的 xf ∈ H，使得

6



附录 A 公式定理证明

f(x) = ⟨x, xf⟩, ∀ x ∈ H (A-4)

并且满足 ∥f∥ = ∥xf∥。 □

证明： 先证存在性，再证唯一性，最后正 ∥f∥ = ∥x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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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算法与代码

对于数学、计算机和电子信息专业，算法和代码也是经常用到的排版技巧。

B.1 算法

算法描述使用 algorithm2e宏包，效果如算法 B-1所示。

Input: x(k), µ, w(0)
Output: y(k), ε(k)

1 for k = 0, 1, · · · do
2 y(k) = wH(k)x(k) // output signal
3 ε(k) = d(k) − y(k) // error signal
4 w(k + 1) = w(k) + µε∗(k)x(k) // weight vector update
5 end

算法 B-1 LMS算法详细描述

B.2 代码

源代码使用 listings宏包，LMS算法的 Verilog模块端口声明如代码 B-1所示。

代码 B-1 空时 LMS算法 Verilog模块端口声明
1 module stap_lms
2 #(
3 parameter M = 4, // number of antennas
4 L = 5, // length of FIR filter
5 W_IN = 18, // wordlength of input data
6 W_OUT = 18, // wordlength of output data
7 W_COEF = 20 // wordlength of weights
8 ) (
9 output signed [W_OUT−1:0] y_i , // in−phase component of STAP output
10 output signed [W_OUT−1:0] y_q, // quadrature component of STAP output
11 output vout , // data valid flag of output (high)
12 input [M*W_IN−1:0] u_i , // in−phase component of M antennas
13 input [M*W_IN−1:0] u_q, // quadrature component of M antennas
14 input vin , // data valid flag for input (high)
15 input clk , // clock signal
16 input rst // reset signal (high)
17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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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1] 张明. 自适应波速形成: 原理与算法实现 [M].出版中, 2017.
[2] Ming Zhang, Rui Lu, Shitao Zhu, Anxue Zhang. DOA Estimation Based on Reduced-

Rank Multistage Wiener Filter[C].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
cation Technology, 2017 (Certificate for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3] Ming Zhang, Anxue Zhang, Qingqing Yang. Robust Adaptive Beamforming Based
on Conjugate Gradient Algorithms[J]. IEEE Transactinos On Signal Processing, 2016,
64(22):6046–6057 (SCI: 000369438500013).

[4] Ming Zhang, Anxue Zhang, Jianxing Li. Fast and Accurate Rank Selection Methods for
Multistage Wiener Filter[J]. IEEE Transactinos On Signal Processing, 2016, 64(4):973–
984 (SCI: 000385378100022).

[5] Jianxing Li,Ming Zhang, Hongyu Shi, et 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n Adaptive
Space-Time Antenna Array for GPS Receivers[J]. Frequenz, 2015, 69(3-4):83–87 (SCI:
XXX; EI: XXX).

用于双盲评审的论文，只列出已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篇名、发表刊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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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如违反上述声明，愿意承担以下责任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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