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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论文主要部分的写法

第 1章 论文主要部分的写法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除表达形式上需要符合一定的格式要求外，内容方面

上也要遵循一些共性原则。

通常研究生学位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 (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该主题
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

究结论。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切忌过大，例如，“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研究”这

样的研究主题过大，因为“国企改制”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研究生学

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

正文主要包括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目的，论文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述评，

论文的选题立论，研究方案阐述，主要研究结果阐释，讨论与研究展望，结论。此

部分是论文的主体，打印时应从另页右页开始，电子版与打印版每一章应另起页。

主体部分一般从引言（绪论）开始，以结论结束，分章节论述，层次分明、逻辑性

强。

论文正文字数要求为：博士学位论文正文一般为 6～10万字（含图表）；硕士
学位论文正文一般为 3～5万字（含图表），如冲突以《南方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写作指南》为准。

Word count in a doctoral thesis is generally 45 to 50 thousand English words (includ-
ing tables and figures). And word count in a master’s thesis is enerally 22 to 25 thousand
English words (including tables and figures). Where any discrepancy arises between this
template and the Guide to thesis writ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the “Guide” shall prevail.

1.1 论文的语言及表述

学位论文一般需要用汉语书写。满足下列情况之一，可以用英文撰写学位论

文：

（1）研究生本身英文水平较高，且导师为外籍教师或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验，
英语水平较高，可以指导学生用英文撰写论文；

（2）研究生参加双学位国际联合培养项目；
（3）国际研究生。
研究生必须经导师同意后，方能申请用英文撰写学位论文，在参加开题评议

时需提交中文版开题报告及对应的英文版开题报告，由开题评议小组对其英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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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论文主要部分的写法

作水平进行把关，并给予审核意见。使用英文撰写论文的研究生原则上应采用英

文进行答辩。采用英文撰写时须采用中文封面，且应有 800-1000汉字（符）摘要。
中文学位论文，除古汉语研究中涉及的古文字和参考文献中引用的外文文献

之外，均采用简体汉字撰写。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学术作品，因此其表述要严谨简明，重点突出，专业常识应

简写或不写，做到立论正确、数据可靠、说明透彻、推理严谨、文字凝练、层次分

明，避免使用文学性质的或带感情色彩的非学术性语言。

论文中如出现一个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或新概念，需随即解释清楚。

1.2 论文题目的写法

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力求精炼、准确，切忌笼

统。论文题目是对研究对象的准确、具体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

论，因此，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

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例如：“在事实与虚构之间：梅乐、卡彭特、沃尔夫的新闻观”

就比“三个美国作家的新闻观研究”更专业、更准确。

1.3 摘要的写法

论文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应是一

篇简短但意义完整的文章。通过阅读论文摘要，读者应该能够对论文的研究方法

及结论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因此摘要的写法应力求精确简明。论文摘要应包括

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

论的高度凝练等，重点是结果和结论。

论文摘要切忌写成全文的提纲，尤其要避免“第 1章……；第 2章……；……
”这样的陈述方式。

1.4 引言的写法

一篇学位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
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

• 问题的提出：要清晰地阐述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 选题背景及意义：论述清楚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

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

• 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

2



第 1章 论文主要部分的写法

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状态，仍存在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讲出自己的研

究有哪些探索性内容。

• 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学术研究方法。
• 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1.5 正文的写法

本部分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

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各章之间要存在有机

联系，符合逻辑顺序。

1.6 结论的写法

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精炼、准确、完整，使读

者看后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

是正文各章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包括论文的核心观点，主要阐述作者的创造

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交代研究工作的局

限，提出未来工作的意见或建议。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指导教师

及他人的学术成果。

在评价自己的研究工作成果时，要实事求是，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的

研究是“首次”、“领先”、“填补空白”的，否则应避免使用这些或类似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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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图表示例

2.1 插图

图片通常在 figure环境中使用 \includegraphics插入，如图 2-1的源代
码。建议矢量图片使用 PDF格式，比如数据可视化的绘图；照片应使用 JPG格式；
其他的栅格图应使用无损的 PNG格式。注意，LaTeX不支持 TIFF格式；EPS格式
已经过时。

A
图 2-1 示例图片

若图或表中有附注，采用英文小写字母顺序编号，附注写在图或表的下方。

如果一个图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分图组成时，各分图分别以 (a)、(b)、(c)...... 作为
图序，并须有分图题。推荐使用 subcaption宏包来处理，比如图 2-2(a)和图 2-2(b)。

A
(a)分图 A

B
(b)分图 B

图 2-2 多个分图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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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图表示例

2.2 表格

表应具有自明性。为使表格简洁易读，尽可能采用三线表，如表 2-1。三条线
可以使用 booktabs宏包提供的命令生成。

表 2-1 三线表示例

文件名 描述

thuthesis.dtx 模板的源文件，包括文档和注释

thuthesis.cls 模板文件

thuthesis-*.bst BibTeX参考文献表样式文件

thuthesis-*.bbx BibLaTeX参考文献表样式文件

thuthesis-*.cbx BibLaTeX引用样式文件

表格如果有附注，尤其是需要在表格中进行标注时，可以使用 threeparttable
宏包。使用英文小写字母 a、b、c……顺序编号。

表 2-2 带附注以及调整列宽的的表格示例

2cm 4cm 6cm

左右居中的

2cm宽度左
右居中的

2cm宽度a

左右居左的 4cm宽度左
右居左的 4cm宽度

左右居右的 6cm宽度左右居右的
6cm宽度

左右居中的

2cm宽度左
右居中的

2cm宽度b

左右居左的 4cm宽度左
右居左的 4cm宽度

左右居右的 6cm宽度左右居右的
6cm宽度

a A的注释
b B的注释

如果需要调整表格列宽度，可以改用命令 L, R,或者 C,如 C{2cm}代表居中

列宽 2cm。

表 2-3 合并单元格的三线表

Metaclass A-B C-D

Class A B C D

L1 1 2 3 4

L2 1 2 3 4

5



第 2章 图表示例

如有辅助线要求可以使用 \cmidrule命令。在连续使用时，可以使用一组圆

括号括起来的参数 l、r或l<距离>、r<距离>表示间距的表格线可以在左右向内

缩短一小段，表2-3展示了效果。
表格如果想要与页面等宽，可以使用 tabularx宏包，如表格2-4所示。模版定

义了一些扩展命令，实现一些排版需求。X两端对齐, Y左对齐, Z右对齐，或者 A

居中对齐。

表 2-4 同页宽的表格实例

Cell with text aligned
to the left

1 2 3

4 Cell with justified
text

5 6

7 8 Cell with centered
text

9

10 11 12 Cell with text aligned
to the right

如果您要排版的表格长度超过一页，那么推荐使用 longtable或者 supertabu-
lar宏包，模板对 longtable进行了相应的设置，所以用起来可能简单一些。表 2-5
就是 longtable的简单示例。

表 2-5 实验数据（超长表格示例）

测试程序 正常运行 同步 检查点 卷回恢复 进程迁移 检查点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文件（KB）

CG.A.2 23.05 0.002 0.116 0.035 0.589 32491

CG.A.4 15.06 0.003 0.067 0.021 0.351 18211

CG.A.8 13.38 0.004 0.072 0.023 0.210 9890

CG.B.2 867.45 0.002 0.864 0.232 3.256 228562

CG.B.4 501.61 0.003 0.438 0.136 2.075 123862

CG.B.8 384.65 0.004 0.457 0.108 1.235 63777

MG.A.2 112.27 0.002 0.846 0.237 3.930 236473

MG.A.4 59.84 0.003 0.442 0.128 2.070 123875

MG.A.8 31.38 0.003 0.476 0.114 1.041 60627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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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5 实验数据（超长表格示例）

测试程序 正常运行 同步 检查点 卷回恢复 进程迁移 检查点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时间 (s) 文件（KB）

MG.B.2 526.28 0.002 0.821 0.238 4.176 236635

MG.B.4 280.11 0.003 0.432 0.130 1.706 123793

MG.B.8 148.29 0.003 0.442 0.116 0.893 60600

LU.A.2 2116.54 0.002 0.110 0.030 0.532 28754

LU.A.4 1102.50 0.002 0.069 0.017 0.255 14915

LU.A.8 574.47 0.003 0.067 0.016 0.192 8655

LU.B.2 9712.87 0.002 0.357 0.104 1.734 101975

LU.B.4 4757.80 0.003 0.190 0.056 0.808 53522

LU.B.8 2444.05 0.004 0.222 0.057 0.548 30134

EP.A.2 123.81 0.002 0.010 0.003 0.074 1834

EP.A.4 61.92 0.003 0.011 0.004 0.073 1743

EP.A.8 31.06 0.004 0.017 0.005 0.073 1661

EP.B.2 495.49 0.001 0.009 0.003 0.196 2011

EP.B.4 247.69 0.002 0.012 0.004 0.122 1663

EP.B.8 126.74 0.003 0.017 0.005 0.083 1656

EP.A.2 123.81 0.002 0.010 0.003 0.074 1834

2.3 源代码

使用 listings 环境高亮代码。参数较为复杂，请自行搜索或查阅文档。引用
效果如代码 2-1。示例使用 minipage环境嵌套一层的原因是防止换页中被插入其
他浮动体，结合实际情况，按需使用 minipage，例如如需要跨页代码就无需使用
mini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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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ass HelloWorldApp {

2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3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 Display the

string.

4 for (int i = 0; i < 100; ++i) {

5 System.out.println(i);

6 }

7 }

8 }

代码 2-1 Java代码示例（使用 listings高亮）

2.4 伪代码

推荐使用 algorithm2e宏包中的 algorithm环境书写伪代码。algorithm2e可选
参数 linesnumbered控制代码行号显示。引用效果如算法 2-1。

算法 2-1 Simulation-optimization heuristic
Data: current period 𝑡, initial inventory 𝐼𝑡−1, initial capital 𝐵𝑡−1, demand samples
Result: Optimal order quantity 𝑄∗𝑡

1 𝑟 ← 𝑡;
2 𝛥𝐵∗ ← −∞;
3 while 𝛥𝐵 ⩽ 𝛥𝐵∗ and 𝑟 ⩽ 𝑇 do
4 𝑄 ← arg max𝑄⩾0 𝛥𝐵𝑄𝑡,𝑟(𝐼𝑡−1, 𝐵𝑡−1);
5 𝛥𝐵 ← 𝛥𝐵𝑄𝑡,𝑟(𝐼𝑡−1, 𝐵𝑡−1)/(𝑟 − 𝑡 + 1);
6 if 𝛥𝐵 ⩾ 𝛥𝐵∗ then
7 𝑄∗ ← 𝑄;
8 𝛥𝐵∗ ← 𝛥𝐵;
9 end

10 𝑟 ← 𝑟 + 1;
11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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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图表示例

2.5 测试

图题在图之下，段前空 6磅，段后空 12磅。图整体前后距离未定义，目前默
认距离：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12磅。
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图前。

A A

图 2-3 图高度为 12bp vs 6bp

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图后。

表题在表之上，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6磅。表整体前后距离未定义，目前默
认距离：段前空 12磅，段后空 12磅。
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表前。

表 2-6 简单表格

column1 column2

column1 column2

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表后。图

表前后是否有空行不影响图表与正文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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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数学符号和公式

3.1 数学符号

模板中使用 unicode-math宏包来配置数学符号，
研究生《写作指南》要求量及其单位所使用的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国际单

位制及其应用》（GB 3100—1993）、《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GB/T 3101
—1993）的规定，但是与 TEX默认的美国数学学会（AMS）的符号习惯有所区别。

英文论文的数学符号使用 TEX默认的样式。论文以中文为主要撰写语言按照
国标建议的配置数学字体格式：

（1）大写希腊字母默认为斜体，如

𝛤𝛥𝛩𝛬𝛯𝛱𝛴𝛶𝛷𝛹𝛺.

注意有限增量符号 ∆固定使用正体，模板提供了 \increment命令。

（2）小于等于号和大于等于号使用倾斜的字形 ⩽、⩾。
（3）积分号使用正体，比如 ∫、∮。
（4）行间公式积分号的上下限位于积分号的上下两端，比如

𝑏

∫
𝑎
𝑓(𝑥) d𝑥.

行内公式为了版面的美观，统一居右侧，如 ∫𝑏𝑎 𝑓(𝑥) d𝑥。
（5）偏微分符号 ∂使用正体。
（6）省略号 \dots按照中文的习惯固定居中，比如

1, 2,⋯ , 𝑛 1 + 2 +⋯+ 𝑛.

（7）实部 Re和虚部 Im的字体使用罗马体。
以上数学符号样式的差异可以在模板中统一设置。另外国标还有一些与 AMS

不同的符号使用习惯，需要用户在写作时进行处理：

（1）数学常数和特殊函数名用正体，如

π = 3.14⋯ ; i2 = −1; e = lim
𝑛→∞

(1 + 1𝑛)
𝑛
.

（2）微分号使用正体，比如 d𝑦/ d𝑥。
（3）向量、矩阵和张量用粗斜体（\mathbfit），如 𝒙、𝜮、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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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对数用 ln 𝑥不用 log 𝑥。
关于数学符号更多的用法，参考 unicode-math宏包的使用说明，全部数学符

号命的令参考 unimath-symbols，也可以参考 Stack Overflow上的答案What are all
the font styles I can use in math mode?。
关于量和单位推荐使用 siunitx宏包，可以方便地处理希腊字母以及数字与单

位之间的空白，比如：6.4 × 106 m，9 µm，kg ⋅m ⋅ s−1，10 °C～20 °C。

3.2 数学公式

数学公式可以使用 equation和 equation*环境。注意数学公式的引用应前后
带括号，建议使用 \eqref命令，比如式(3-1)。

1
2πi ∫

𝛾
𝑓 =

𝑚

∑
𝑘=1

𝑛(𝛾; 𝑎𝑘)ℛ(𝑓; 𝑎𝑘) (3-1)

注意公式编号的引用应含有圆括号，可以使用 \eqref命令。

晶体衍射基础的著名公式 ��布拉格方程：

2𝑑 sin𝜃 = 𝑘𝜆, 𝑘 = 1, 2, 3⋯ (3-2)

式中 𝑑——晶面间距（nm）；
𝜃——入射线与晶面的夹角（rad）；
𝜆 —— X射线波长（nm）。
𝑘 ——公式中第一次出现的物理量代号应给予注释，注释的转行应与破折号

“——”后第一个字对齐。

多行公式尽可能在“=”处对齐，推荐使用 align环境。

𝑎 = 𝑏 + 𝑐 + 𝑑 + 𝑒 (3-3)

= 𝑓 + 𝑔 (3-4)

此外需要注意：公式需紧挨段前文字，不可空行，不然会导致公式独立成段，

如下错误效果。公式前文字公式前文字公式前文字公式前文字公式前文字。

1
2πi ∫

𝛾
𝑓 =

𝑚

∑
𝑘=1

𝑛(𝛾; 𝑎𝑘)ℛ(𝑓; 𝑎𝑘) (3-5)

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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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数学符号和公式

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正确效果，如下：

1
2πi ∫

𝛾
𝑓 =

𝑚

∑
𝑘=1

𝑛(𝛾; 𝑎𝑘)ℛ(𝑓; 𝑎𝑘) (3-6)

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文字公式后。

3.3 数学定理

定理环境的格式可以使用 amsthm或者 ntheorem宏包配置。用户在导言区载
入这两者之一后，模板会自动配置 thoerem、proof等环境。
定理 3.1 (Lindeberg–Lévy 中心极限定理)：设随机变量 𝑋1, 𝑋2, ⋯ , 𝑋𝑛 独立同分布，
且具有期望 𝜇和有限的方差 𝜎2 ≠ 0，记 �̄�𝑛 =

1
𝑛 ∑

𝑛
𝑖+1 𝑋𝑖，则

lim
𝑛→∞

𝑃 (√𝑛 (�̄�𝑛 − 𝜇)𝜎 ⩽ 𝑧) = 𝛷(𝑧), (3-7)

其中 𝛷(𝑧)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证明：Trivial. ∎
同时模板还提供了 assumption、definition、proposition、lemma、theorem、

axiom、corollary、exercise、example、remar、problem、conjecture这些相关的
环境。

3.4 数学字体

按照《撰写规范》全文统一采用 Cambria Math（MS Word默认字体）或 Xits
Math中一种字体作为表达式字体即可。Cambria Math缺少部分样式，例如：积分
符号设定为 upright也看起来没有变化。

Cambria Math字体样例：

1
2πi ∫

𝛾
𝑓 =

𝑚

∑
𝑘=1

𝑛(𝛾; 𝑎𝑘)ℛ(𝑓; 𝑎𝑘) (3-8)

Xits Math字体样例：

1
2πi ∫

𝛾

𝑓 =
𝑚

∑
𝑘=1

𝑛(𝛾; 𝑎𝑘)ℛ(𝑓 ; 𝑎𝑘)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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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引用文献的标注

模板支持 BibTeX和 BibLaTeX两种方式处理参考文献。下文主要介绍 BibTeX
配合 natbib宏包的主要使用方法。

4.1 顺序编码制

依学校样式规定，一般使用 \cite，即序号置于方括号中，引文页码会放在

括号外。统一处引用的连续序号会自动用短横线连接。如多次引用同一文献，可

能需要标注页码，例如：引用第二页 [1]2，引用第五页 [1]5。

\cite{zhangkun1994} ⇒ [1] 不带页码的上标引用

\cite[42]{zhangkun1994} ⇒ [1]42 手动带页码的上标引用

\cite{zhangkun1994,zhukezhen1973} ⇒ [1-2] 一次多篇文献的上标引用

论文以英文为主要撰写语言可以取消上标格式，将数字序号作为文字的一部

分。建议全文统一使用相同的格式。

\cite{zhangkun1994} ⇒ [1]不带页码的行内引用
\cite[42]{zhangkun1994} ⇒ [1]42手动带页码的行内引用

\cite{zhangkun1994,zhukezhen1973} ⇒ [1-2]一次多篇的行内引用

注意，引文参考文献的每条都要在正文中标注 [1-34]。引用测试：2 个连续引
用 [1-2]，2个间隔 [1,3]，3个连续 [1-3]。

如 参 考 文 献 中 需 要 使 用 上 标 或 者 下 标， 使 用 数 学 环 境 书 写

$\mathrm{Ba}_{3}\mathrm{CoSb}_{2}\mathrm{O}_{9}$， 例 如 该 文

献 [35]。根据 gbt7714规定著者姓名自动转为大写。西文的题名、期刊名的大小写
不自动处理，需要自行处理以符合信息资源本身文种的习惯用法。

4.1.1 支持三级目录显示

支持三级目录显示

4.1.2 条目要求

条目要求首行左缩进 2个汉字符，避免悬挂缩进。如需使用带括号的条目列
表，请自行添加 label=<style>参数。下面是两个例子，还有更多用法，查阅

enumitem宏包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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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条目序号：

\begin{enumerate} ... \end{enumerate}

（1）一级
1 二级

a. 三级
A. 四级，《写作要求》未定义，请自行定义或者选择。

自定义序号样式定义如表 4-1。

表 4-1 条目样式选项

Code Description

\alph Lowercase letter (a, b, c, ...)

\Alph Uppercase letter (A, B, C, ...)

\arabic Arabic number (1, 2, 3, ...)

\roman Lowercase Roman numeral (i, ii, iii, ...)

\Roman Uppercase Roman numeral (I, II, III, ...)

4.1.2.1 条目测试

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

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条目前文字。

（1）一级条目，超长行。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
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

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2）一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3）一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1 二级条目，超长行。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

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

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2 二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3 二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4 二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5 二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6 二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a. 三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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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三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c. 三级条目，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A. 四级条目及之后的条目无规定序号格式，请自行设定选择。
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

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条目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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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English and lower-case Example

第 5章 English and lower-case Example

If your supervisor is a foreign resident, or if your supervisor or defense committee
specifically allows writing in English, the thesis may be written in English as the primary
language. Please check with your supervisor or department secretary to confirm if you
can write in English.

5.1 Reference guide

Writing in English still requires the Chinese reference standard GB/T 77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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