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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中文摘要是论文内容的总结概括，应简要说明论文的研究目的、基本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或过程、结果和结论，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
即不用阅读全文，就能获得论文必要的信息。
摘要分中文和英文两种，中文在前，英文在后，博士论文中文摘要一般 800～1500

个汉字，硕士论文中文摘要一般 500～1000个汉字。本科生摘要中文一般在 200 300

字。
外文摘要的篇幅参照中文摘要。本科生外文摘要一般不宜超过 250个实词，在语

法、用词和书写上应正确无误，摘要页无需写书论文题名。中外文摘要应各占一页，
编排上中文在前，外文在后。摘要中不宜使用公式、图表，不引用文献。
关键词另起一行并隔行排列于摘要下方，关键词一般列 3 5个，尽量用《汉语主

题词表》等词表提供的规范词。中文关键词间不加标点符号，用 2两个空格间隔，按
词条的外延层次从大到小排列；外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关键词对应，各关键词之间用分
号间隔。
中文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

的单词和术语，一般 3～8个词，要求能够准确概括论文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长春理工大学；学位论文；LATEX模板；学士；硕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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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is is a sample document of CUST thesis LATEX template for bachelor, master and doc-

tor. The template is created by Xueming Xiao, which refers to the template of UTSCthesis.

The templat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CUST thesis writing standards.

This document will show the usage of basic commands provided by LATEX and some fea-

tures provided by the templat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template document

custhesis.pdf.

Key Words: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UST); Thesis; LATEX

Template; Bachelor; Master; 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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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说 明

符 号 说 明
𝑎 The number of angels per unit area

𝑁 The number of angels per needle point

𝐴 The area of the needle point

𝜎 The total mass of angels per unit area

𝑚 The mass of one angel
𝑛

∑
𝑖=1

𝑎𝑖 The sum of 𝑎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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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或引言（章标题）

第 1章 绪论或引言（章标题）
1.1 研究背景、目标、意义 (1级节标题)

1.1.1 研究背景 (2级节标题)

写明研究背景意义等内容。
1.1.1.1. 研究目标 (3级节标题)

1） 研究目标 1(4级节标题)

(1) 研究目标 1.1(5级节标题)

本模板 custhesis是长春理工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LATEX模板，按照
《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参考规范》（以下简称《研究生规范》）和《关于印发《长春理
工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本科生规范》）的
要求编写。

3级节标题通常可以不设置，6级节标题用 1⃝表示，通常不需要设置 6层标题。
由于两个《规范中》没有针对各级标题的行距，段前，段后的详细规定，因此这里设
置为：

* 章标题，单倍行距，段前 24磅，段后 18磅
* 一级标题，单倍行距，段前 24磅，段后 6磅
* 二级标题，单倍行距，段前 12磅，段后 6磅
* 三级标题，单位行距，段前 12磅，段后 6磅
* 四到刘级标题，单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 0磅。

后续具体数值可以再 custhesis.cls文件中修改，搜索“标题”即可找到。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58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rough years,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provincial key uni-

versity in Jilin province with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as its outstanding feature,integrating

Optics, Mechanics, Electronics, Computer and Material Science as its superiority and coordi-

nately developing in the fields of Arts,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Law. It has been widely

1

https://yjs.cust.edu.cn/yjspy/lwssjdb/67113.htm
https://jwc.cust.edu.cn/gzzd/xfwj/76084.htm
https://jwc.cust.edu.cn/gzzd/xfwj/76084.htm


第 1章 绪论或引言（章标题）
acknowledged as“the Cradle for Chinese Optical Talents”.

1.2 脚注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university founded in 1958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➀

➀Holding a leading position in China, the potential research fields cover the aspects of laser technology, optoelectronic in-
struments, measurement technique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optoelectronic medical instruments and nanome-
ter manufacturing

2



第 2章 表、图、算法

第 2章 表、图、算法
2.1 表的绘制

按照《研究生规范》和《本科生规范》推荐，一般常用三线表，如表 2.1所示。
表 2.1 表号和表题在表的正上方

类型 描述
表的编排 一般项目由左至右横排，数据依序竖排
表的参数 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等
表的引用 根据表的 label信息，采用 ref进行引用

注：表注分两种，第一种是对全表的注释，用不加阿拉伯数字排在表的下边，前面加“注：”；
第二种是和表内的某处文字或数字相呼应的注，在表里面用带圈的阿拉伯数字在右上角
标出，然后在表下面用同样的圈码注出来

表题由表序和表名组成。表序一般按照章排表，如第 1章第一个表的序号为：”

表 1.1”，以此类推。表序与表名之间空一格，表名中不允许使用标点符号。表题后不
加标点。表题置于表上，居中排列，表题与表格内容均采用宋体五号字。

2.2 插图

可能听说“LATEX只能使用 eps格式的图片”，甚至把 jpg格式转为 eps。事实上，
这种做法已无必要，当然不赞成也不反对这种转换。但是 eps每次编译时都要要调用
外部工具进行解析，会导致降低编译速度。所以推荐矢量图直接使用 pdf格式，位图
使用 jpeg或 png格式。

pdf格式比较容易生成，adobe reader就可以，adobe illustrator也能生成。当然这
些软件也都可以生成 eps。
关于图片的并排，推荐使用较新的 subcaption 宏包，不建议使用 subfigure 或

subfig等宏包。

3



第 2章 表、图、算法

图 2.1 图号、图题置于图的下方

注：图注的内容不宜放到图题中。

2.3 算法环境

模板中使用 algorithm2e宏包实现算法环境。关于该宏包的具体用法，请阅读宏
包的官方文档。
算法 2.1 算法示例 1

Data: this text
Result: how to write algorithm with LATEX2e

1 initialization;
2 while not at end of this document do
3 read current;
4 if understand then
5 go to next section;
6 current section becomes this one;
7 else
8 go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current section;
9 end

10 end

注意，虽然可以在论文中插入算法，但是插入大段的代码有凑字数的嫌疑，可以
放在放在附录中。当然也不绝对，必要情况下有的同学选择这么做，对于这些同学，
建议用 listings宏包。

4



第 3章 数 学 相 关

第 3章 数 学 相 关
3.1 数学符号和公式

由于在《研究生规范》和《本科生规范》中没有针对数学符号进行规定，因此拟采
用 TEX默认的美国数学学会（AMS）的符号习惯，但考虑到已有国标标准GB/T 3102.11

—1993《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➀。该标准参照采纳 ISO 31-11:1992 ➁，
因此，针对国标 GB/T 3102.11—1993与 TEX的符号在一些地方的差异性做如下说明。
具体地来说主要有以下差异：

1. 大写希腊字母默认为斜体，如

𝛤 𝛥𝛩𝛬𝛯𝛱𝛴𝛶 𝛷𝛹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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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微分符号 ∂使用正体。
5. 省略号 \dots按照中文的习惯固定居中，比如

1, 2, ⋯ , 𝑛 1 + 2 + ⋯ + 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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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些需要用户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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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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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f），如 𝒙、𝜮、𝙏。
➀原 GB 3102.11—1993，自 2017年 3月 23日起，该标准转为推荐性标准。
➁目前已更新为 ISO 80000-2:2019。

5



第 3章 数 学 相 关
4. 自然对数用 ln 𝑥不用 log 𝑥。
模板中使用 unicode-math 宏包配置数学字体。该宏包与传统的 amsfonts、

amssymb、bm、mathrsfs、upgreek等宏包不兼容。本模板作了处理，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bm, \mathscr, \upGamma等命令。关于数学符号更多的用法，参见 unicode-math

宏包的使用说明和符号列表 unimath-symbols。

3.2 数学公式

数学公式可以使用 equation和 equation*环境。按照《本科生规范》和《研
究生规范》要求，公式序号按章编排，因此重写了 theeauqtion,按照 thechapter进行编
号。注意数学公式的引用应前后带括号，通常使用 \eqref命令，比如式 (3-1)。

̂𝑓 (𝜉) = ∫
∞

−∞
𝑓(𝑥)e−2πi𝑥𝜉 d𝑥. (3-1)

多行公式尽可能在“=”处对齐，推荐使用 align环境。

𝑎 = 𝑏 + 𝑐 + 𝑑 + 𝑒 (3-2)

= 𝑓 + 𝑔. (3-3)

3.3 计量单位及符号

按照《规范》（本科生和研究生），计量单位一流采用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但是《规范》中没有提供具体的内容，所以这里选择百度百科
页面提供的《中国法定计量单位》信息，注意，不保证其准确性
计量单位及符号一律采用执行 GB 3100～3102—1993的规定，不得使用非法定计

量单位及符号。计量单位符号，除人名命名的单位首字母大写之外，一律采用小写字
母。量的符号一般为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一律采用斜体（pH除外）。宏包 siunitx提
供了更好的数字和单位支持：

• 为了阅读方便，四位以上的整数或小数推荐采用千分空的分节方式：
55 235 367.346 23。四位以内的整数可以不加千分空：12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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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数 学 相 关
• 数值与单位符号间留适当空隙：25.4 mm，5.97×1024 kg，−273.15 °C。例外：12.3°，

1°2′3″。
• 组合单位默认使用 APS的格式，即相乘的单位之间留一定空隙：kg m s−2，也可
以使用居中的圆点：kg ⋅ m ⋅ s−2。GB 3100—1993对两者都允许，建议全文统一
设置。

• 量值范围使用“～”：10 mol/L～15 mol/L。
• 注意：词头 µ不能写为 u，如：umol应为 µmol、µmol。

3.4 定理和证明

示例文件中使用 amsthm宏包配置了定理、引理和证明等环境。用户也可以使用
ntheorem宏包。

定义 3.1 If the integral of function 𝑓 is measurable and non-negative, we define its

(extended) Lebesgue integral by

∫ 𝑓 = sup
𝑔 ∫ 𝑔, (3-4)

where the supremum is taken over all measurable functions 𝑔 such that 0 ⩽ 𝑔 ⩽ 𝑓 , and where

𝑔 is bounded and supported on a set of finite measure.

假设 3.1 The communication graph is strongly connected.

例 3.1 Simple examples of functions on ℝ𝑑 that are integrable (or non-integrable) are

given by

𝑓𝑎(𝑥) =
⎧
⎪
⎨
⎪
⎩

|𝑥|−𝑎 if |𝑥| ⩽ 1,

0 if 𝑥 > 1.
(3-5)

𝐹𝑎(𝑥) = 1
1 + |𝑥|𝑎 , all 𝑥 ∈ ℝ𝑑 . (3-6)

Then 𝑓𝑎 is integrable exactly when 𝑎 < 𝑑, while 𝐹𝑎 is integrable exactly when 𝑎 > 𝑑.

引理 3.1 (Fatou) Suppose {𝑓𝑛} is a sequence of measurable functions with 𝑓𝑛 ⩾ 0. If

lim𝑛→∞ 𝑓𝑛(𝑥) = 𝑓(𝑥) for a.e. 𝑥, then

∫ 𝑓 ⩽ lim inf
𝑛→∞ ∫ 𝑓𝑛. (3-7)

7



第 3章 数 学 相 关
注 We do not exclude the cases ∫ 𝑓 = ∞, or lim inf𝑛→∞ 𝑓𝑛 = ∞.

推论 3.2 Suppose 𝑓 is a non-negative measurable function, and {𝑓𝑛} a sequence of

non-negative measurable functions with 𝑓𝑛(𝑥) ⩽ 𝑓(𝑥) and 𝑓𝑛(𝑥) → 𝑓(𝑥) for almost every 𝑥.

Then

lim
𝑛→∞ ∫ 𝑓𝑛 = ∫ 𝑓. (3-8)

命题 3.3 Suppose 𝑓 is integrable on ℝ𝑑 . Then for every 𝜖 > 0:

i. There exists a set of finite measure 𝐵 (a ball, for example) such that

∫𝐵𝑐
|𝑓 | < 𝜖. (3-9)

ii. There is a 𝛿 > 0 such that

∫𝐸
|𝑓 | < 𝜖 whenever 𝑚(𝐸) < 𝛿. (3-10)

定理 3.4 Suppose {𝑓𝑛} is a sequence of measurable functions such that 𝑓𝑛(𝑥) → 𝑓(𝑥)

a.e. 𝑥, as 𝑛 tends to infinity. If |𝑓𝑛(𝑥)| ⩽ 𝑔(𝑥), where 𝑔 is integrable, then

∫ |𝑓𝑛 − 𝑓| → 0 as 𝑛 → ∞, (3-11)

and consequently

∫ 𝑓𝑛 → ∫ 𝑓 as 𝑛 → ∞. (3-12)

证明 Trivial. ∎

Axiom of choice Suppose 𝐸 is a set and 𝐸𝛼 is a collection of non-empty subsets of 𝐸.

Then there is a function 𝛼 ↦ 𝑥𝛼 (a “choice function”) such that

𝑥𝛼 ∈ 𝐸𝛼, for all 𝛼. (3-13)

Observation 1 Suppose a partially ordered set 𝑃 has the property that every chain has

an upper bound in 𝑃 . Then the set 𝑃 contains at least one maximal element.

A concise proof Obvio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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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参考文献标注

第 4章 参考文献标注
模板使用 natbib宏包来设置参考文献引用的格式，更多引用方法可以参考该宏

包的使用说明。

4.1 顺序编码制

4.1.1 角标数字标注法
\cite{knuth86a} ⇒ [1]

\citet{knuth86a} ⇒ Knuth [1]

\cite[42]{knuth86a} ⇒ [1]42

\cite{knuth86a,tlc2} ⇒ [1-2]

\cite{knuth86a,knuth84} ⇒ [1,3]

4.1.2 数字标注法
\cite{knuth86a} ⇒ [1]

\citet{knuth86a} ⇒ Knuth [1]

\cite[42]{knuth86a} ⇒ [1]42

\cite{knuth86a,tlc2} ⇒ [1-2]

\cite{knuth86a,knuth84} ⇒ [1, 3]

4.2 著者-出版年制标注法
\cite{knuth86a} ⇒ Knuth (1986)

\citep{knuth86a} ⇒ (Knuth, 1986)

\citet[42]{knuth86a} ⇒ Knuth (1986)42

\citep[42]{knuth86a} ⇒ (Knuth, 1986)42

\cite{knuth86a,tlc2} ⇒ Knuth (1986); Mittelbach et al. (2004)

\cite{knuth86a,knuth84} ⇒ Knuth (1986,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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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补 充 材 料

附录 A 补 充 材 料
A.1 补充章节

补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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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致 谢
致谢部分大家应该都会吧，这个不用写 template,之所以会写这么多，完全是因为

我发现这部分还得写点东西来凑字，但是实在不是知道如何写一个致谢的模板，更称
不上范文，因此这能这样写了，大家发挥自己的真情实感吧，文言文都 ok。好了，字
数基本上差不多了。
在 custthesis.cls 致 谢 部 分 环 境 acknowledgements 定 义 中， 利 用

𝑐𝑢𝑠𝑡@𝑑𝑎𝑡𝑒@𝑧ℎ@𝑠ℎ𝑜𝑟𝑡函数自动设置了时间生成和落款签名生成，如下所示。如果想
取消掉的话，可以在 custthesis.cls 搜索 acknowledgements，将 𝑐𝑢𝑠𝑡@𝑑𝑎𝑡𝑒@𝑧ℎ@𝑠ℎ𝑜𝑟𝑡

和 𝑐𝑢𝑠𝑡@𝑎𝑢𝑡ℎ𝑜𝑟注释掉即可。
艾玛，可算是肝的差不多了，大家有问题直接在项目github仓库上提 issues，也欢

迎大家加入长春理工大学 LATEX模板讨论群 QQ:769665738

校光电测试分析中心 CVIR实验室
2023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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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研究成果
已发表论文

1. CVIR,基于大数据的长春理工大学午休时段最优就餐窗口分析，以二食堂为例，
Journal of XXXX, 2023,(1)1,233-236.

2. CVIR，豆腐脑酸、甜、咸、辣、淡口味地理分布图及官方味道确定性研究，XXX

杂志，2023,(1)1,233-236.

待发表论文

1. CVIR，包子味道与褶数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研究，Journal of XXXX,2023，（under

review）

研究报告

1. A A A A A A A A A

2. A A A A A A A A A

3. A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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