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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系在指导教师或指导教师团队指导下本人

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论文中明确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内容不

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完成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或其他人已用于其

他学位申请的论文和成果。对论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

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已致谢。

申请学位论文及其相关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

我们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攻读学位期

间完成的成果，知识产权归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论文作者离校后，或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离职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

署名单位仍然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我们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

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

者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学位论文，允许本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在 □一年/□两年/□三年（此处未勾选的，默认为即时

公开）以后授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等单位将本学位论文全部内容收录到有关“学位论文数据库”之中，在网络上全

文发布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保密论文在保密期内遵守有关保密

规定，解密后适用于此声明。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摘 要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LATEX
学位论文模板 v1.1.0∗

学位类型：学术学位

学科专业：**工程

摘 要

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和成果的高度概括。摘要应对论文所研究的问

题及其研究目的进行描述，对研究方法和过程进行简单介绍，对研究成果和所得结

论进行概括。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其内容应包含与论文全文同等量的主

要信息。使读者即使不阅读全文，通过摘要就能了解论文的总体内容和主要成果。

论文摘要的书写应力求精确、简明。切忌写成对论文书写内容进行提要的形

式，尤其要避免“第 1章⋯⋯；第 2章⋯⋯；⋯⋯”这种或类似的陈述方式。

关键词：TEX；LATEX；CJK；模板；论文

论文类型：应用基础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34567890）、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

究生项目（1234567890）和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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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TEX Thesis Template for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Type of Degree: Academic degree
Specialty: ** Engineering

ABSTRACT

An abstract of a dissertation is a summary and extraction of research work and con-

tributions. Included in an abstract should be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topic and research

objective, brief introduction to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ocess, and summarisation of

conclusion and contributions of the research. An abstract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in-

dependence and clarity and carry identical information with the dissertation. It should be

such that the general idea and major contributions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conveyed without

reading the dissertation.

An abstract should be concise and to the point. It is a misunderstanding to make an

abstract an outline of the dissertation and words “the first chapter”, “the second chapter”

and the like should be avoided in the abstract.

Keywords: TEX; LATEX; CJK; template; thesis

Type of Dissertation：Application Fundamentals

∗ This investigat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

tion (1234567890), the 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s Study Abroad Project

(1234567890) and the Academic Distinction Fund for Exceptional Doctoral Dis-

sertation i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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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位论文撰写标准

第 1章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位论文撰写标准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评判学位申请者学术水平、授予其学位的主要依据，是

科研领域重要的文献资料。为规范我校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格式，保证学位论

文质量，根据国家标准《学位论文编写规则》《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

特制定本标准 1。

本标准适用于向我校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各类学位论文。凡不符合本标准

的学位论文，一律不予受理。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参考本标准。

1.1 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

1. 硕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学科专业或交叉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2. 博士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学科专业或交叉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

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3. 研究生学位论文一般应用汉字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要求为 3-5万字（含图表），

博士学位论文要求为 5-7万字（含图表）。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根据本分会

涉及学科专业的特点提出具体要求。

1.2 学位论文的撰写要求

学位论文一般由三大部分构成，依次为前置部分、主体部分、结尾部分。

1.2.1 前置部分，包括封面、指导教师团队页（如有）、答辩委员会页、声明页
（1）封面

论文封面采用学校统一印制的学位论文封面，学术型、专业型硕士及博士分

别使用不同格式的封面。学位论文封面内容应包含分类号、论文题目、作者姓名、

学号、所在学院、学科名称/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名称、指导教师、答辩日期等内

容。分类号按《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中的分类目录填写。

I 中文封面

封面内容应包含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学号、所在学院、学科名称/专业学位

类别（领域）名称、指导教师（合作导师、导师团队）、答辩日期等内容。中文论

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概括和反映出论文的核心内容，一般不宜超过 35字，必要时

1引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标准》（西建大研〔2023〕7号）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可加副标题。

学科名称/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名称的中文名称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

部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为准填写。学号、作者姓名、所在学院、答

辩日期按照本人实际情况填写。

指导教师:填写导师姓名，后附导师职称“教授”“研究员”等。如有合作导师

或导师团队指导，需体现如下信息:

1) 合作导师:经正式批准备案的合作导师姓名，后附导师职称“教授”“研究员”

等，需与招生简章保持一致。

2) 导师团队:经正式批准备案的指导教师团队名称，需与招生简章保持一致。指

导教师团队成员信息在单独的“指导教师团队”页体现。

日期填写论文答辩日期。

II 英文封面

英文封面的内容与中文封面相对应。

（2）指导教师团队页（如有）

指导教师团队页应按照导师团队中成员的基本信息如实填写。

（3）答辩委员会页

答辩委员会页应按照论文答辩安排如实填写，涉密论文无需填写此页。

（4）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系在指导教师或指导教师团队指导下本人

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论文中明确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内容不

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完成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或其他人已用于其

他学位申请的论文和成果。对论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

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已致谢。

申请学位论文及其相关资料若有不实之处，本人承担一切相关责任。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



声 明

我们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及相关的职务作品是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攻读学位期

间完成的成果，知识产权归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论文作者离校后，或学位论文

指导教师离职后，发表、使用学位论文或与该论文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或成果时，

署名单位仍然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我们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

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

者其他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学位论文，允许本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

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在 □一年/□两年/□三年（此处未勾选的，默认为即时

公开）以后授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等单位将本学位论文全部内容收录到有关“学位论文数据库”之中，在网络上全

文发布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保密论文在保密期内遵守有关保密

规定，解密后适用于此声明。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声明页采用研究生院统一提供的模板，不再作其他格式要求。

1.2.2 主体部分，主要包括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目录、主要符号表、正文（含绪
论和结论）、参考文献、致谢等
（1）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是关于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它

主要是简要说明研究工作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重点说明本论文的成果见解

等。

I 中文摘要及关键词

中文摘要页: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应突出论文的新见解，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应突

出论文的创新点。摘要页由论文题目及学位类型、学科专业、摘要正文、关键词、

论文类型、资助申明等部分组成。摘要上方写论文题目、学位类型、学科专业。摘

要正文博士约 1000—1500字，硕士约 700—1000字，关键词 3—5个，之间用“；”

分开，一般应从《汉语主题词表》中摘选。当《汉语主题词表》中的词不足以反映

主题时，可由申请人自主设计。

论文类型:理论研究；应用基础；应用研究；研究报告；设计报告；案例分析；

调研报告；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工程/项目管理；其他。

如果论文的主体工作得到了有关基金资助，应在论文类型后另起一段标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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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得到 × × ×基金项目（编号:□□□）的资助。

II 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的内容和格式均须与中文摘要一致，要求用词准确，符合英文语法。

采用第三人称单数语气介绍该学位论文内容。叙述的基本时态为一般现在时，确实

需要强调过去的事情或者已经完成的行为才使用过去时、完成时等其他时态。可

以多采用被动语态，但要避免出现用“Thispaper”作为主语代替作者完成某些研究

行为。中国姓名译为英文时用汉语拼音，按照名前姓后的原则，名和姓均用全名，

不宜用缩写。姓和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名用双中文字时两个字的拼音之间可以

不用短划线，但容易引起歧义时必须用短划线。例如“李美娟”译为“Meijuan Li”

或“Mei-juan Li”，而“李居安”则必须译为“Ju-an Li”。

（2）目录

目录由编号、标题和页码组成。包括中英文摘要、正文（含绪论和结论）的一

级、二级和三级标题及其编号、参考文献、致谢、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

成果等内容。目录页排在中英文摘要之后，另页右面起。

1) 目录中章、节号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如:章为“第 1章”，分层次序为 1.1及

1.1.1等 3个层次；

2) 目录中应有页码，页码从正文开始直至全文结束；

3) 目录页码另编；

4) 页码应放置在页面下角的外侧，页码字号为五号 Times New Roman。

（3）主要符号表

如果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物理量符号、标志、缩略词、专门计量单位、自定义

名词和术语等，应将全文中常用的这些符号及意义列出。

如果上述符号和缩略词使用次数不多，可以不设专门的主要符号表，但在论

文中首次出现时须加以说明。

论文中主要符号全部采用法定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标准（GB3100-93）有关“量

和单位”的规定。单位名称采用国际通用符号或中文名称，但全文应统一，不得两

种混用。

缩略词应列出中英文全称。

（4）正文
I 绪论（引言）

绪论（引言）要说明作者所做工作的目的、范围、国内外进展情况、前人研究

成果、本人的研究设想、研究方法等。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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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须清楚、严谨地论述国内外关于本研究的发展水平与存在的问题；

2) 应明确地论述本论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3) 介绍本文工作的构思和主要工作任务；

4) 介绍课题的来源与背景。

II 主要内容

为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占篇幅的绝大部分（约为整个论文的五分之三至五

分之四），重点论述研究生本人的独立工作内容和创造性见解，包括理论部分、试

验部分和数据处理等，还要附有各种相关的图表、照片、公式等。要求立论正确、

逻辑清楚、层次分明、文字流畅、数据真实可靠、公式推导和计算结果无误，图表

绘制要少而精。论文若有与导师或他人共同研究的成果，必须明确指出；如果参考

或引用了他人的学术成果或学术观点，必须明确注明出处，并与参考文献一致。

i）图

1) 所有插图应按分章编号，如第 1章，第 3张插图为“图 1.3”，所有插图均需

有图题（图的说明），图的编号及图明应在图的下方居中标出；

2) 一幅图如有若干幅分图，均应编分图号，用（a），（b），（c）......按顺序编排；

3) 插图须紧跟文述。在正文中，一般应先见图号及图的内容后再见图，一般情

况下不能提前见图，特殊情况需延后的插图不应跨节；

4) 图形符号及各种线型画法须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

5) 坐标图中坐标上须注明标度值，并标明坐标轴所表示的物理量名称及量纲，

应均按国标标准（SI）标注，例如；kg，m/s等；坐标图应添加边框，坐标系

内部需添加辅助坐标线。坐标图的坐标线均用细实线，粗细不得超过图中曲

线；有数字标注的坐标图，必须注明坐标单位。

6) 提供照片应大小适宜，主题明确，层次清楚，金相照片一定要有放大倍数；

7) 图应具有自明性，即只看图、图题和图例，不阅读正文，就可理解图意；

8) 插图中须完整标注条件，如实验条件、结构参数等；

9) 图中字号尽量采用五号宋体字（当字数较多时可用小五号宋体字，以清晰表

达为原则，但在一个插图内字号要统一）。

10) 所有插图须在学位论文中统一注明资料来源，该部分可列于参考文献后。其

标注格式参见本规定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ii）表

1) 表中参数应标明量和单位的符号。为使表格简洁易读，均采用（必要时可加

辅助线，三线表无法清晰表达时可采用其他格式），即表的上、下边线为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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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线粗为 1.5磅；第三条线为单直线，线粗为 1磅。

2) 表单元格中的文字一般应居中书写（上下居中，左右居中），不宜左右居中书

写的，可采取两端对齐的方式书写。

3) 表格应按章编号，并需有表题，表的编号表题应从表格上方居中排列；

4) 表格的设计应紧跟文述。若为大表或作为工具使用的表格，可作为附表在附

录中给出；

5) 表中各物理量及量纲均按国际标准（SI）及国家规定的法定符号和法定计量

单位标注；

6) 使用他人表格须注明出处。

iii）数学、物理符号和化学式

1) 公式均需有公式号；

2) 公式后应注明编号，公式号应置于小括号中，如公（2-3）。写在右边行末，中

间不加虚线；

3) 公式中各物理量及量纲均按国际标准（SI）及国家规定的法定符号和法定计

量单位标注，禁止使用已废弃的符号和计量单位；

4) 公式中用字、符号、字体要符合学科规范。

iv）计量单位

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书写方式一律采用国际通用符号。

v）正文中的层次标号方式

在正文当中需要进行层次标号时，应使用以下标号的方式。第一级:1. 2. 3.

第二级:(1)(2)(3)

第三级:1)2)3)

第四级: 1⃝ 2⃝ 3⃝

III 结论

结论是对主体的最终结论，用词应准确、完整、精炼。要求简明扼要地概括全

部论文所得的若干重要结果，包括理论分析、数值计算及实验研究等结果，着重介

绍研究生本人的独立研究和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学科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应给予客观的说明，也可提出进一步的设想。

（5）参考文献及注释（脚注）

参考文献是作者在撰写或编辑论著的过程中，为正文中的直接引语（数据、公

式、理论、观点等）或间接引语而提供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是论文的必要组成部

分。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40篇，其中，期刊文献不少于 30篇，国外文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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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 15篇，均以近 5年的文献为主；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100篇，其中，期

刊文献不少于 80篇，国外文献不少于 40篇，均以近 5年的文献为主。对于申请专

业学位的学位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可参照执行。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根据涉

及学科专业的特点提出具体要求。

注释（脚注）是正文需要的解释性、说明性、补充性的材料、意见和观点等（多

用于人文社科类学位论文）一般列于页脚处，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如“1”。

参考文献一般集中列于文末，用方括号标注，如“[1]”。参考文献列示的内容

务必实事求是。论文中引用过的文献必须著录，未引用的文献不得虚列。遵循学术

道德规范，杜绝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自然科学类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序

号与正文中标引序号一致；人文社科类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可按照类别分别列出，

并按统一顺序编号，类别可分为原始档案文献、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网络

文献等；每个类别中中文文献可按照作者姓氏笔画顺序或者音序排序，外文文献

可按照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序。

参考文献格式规范按照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

行。

（6）致谢

致谢中主要感谢导师和对学位论文工作有直接贡献和帮助的人和单位。对象

一般为:

1) 指导或协助指导完成学位论文的导师或导师团队；

2) 资助基金、合同单位、其他提供资助或支持的企业、组织或个人；

3) 协助完成研究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组织或个人；

4) 在研究工作中提出建议和提供帮助的人；

5) 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图片和文献等，研究思路和设想的所有者。

1.2.3 结尾部分，包括与论文有关的公式推导、数据和图表、问卷调查、攻读学位
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等

附录是作为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并不是必需的。以下内容可置于附录之内:

1) 放在正文内过分冗长的公式推导；

2) 辅助性工具或表格；

3) 重复性数据和图表；

4) 必要的程序说明和程序全文；

5) 关键调查问卷或方案等。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学位申请人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与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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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

1) 已发表和已录用的主要学术论文、已出版和出版社已决定出版的专著；

2) 主要科研获奖；

3) 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4) 其他重要学术成果。

1.3 学位论文的格式要求
1.3.1 纸张要求与页面设置要求（其中的数字与单位之间应有空格）

论文一般使用简体中文撰写，不得使用不合规定的简化字、复合字、异体字或

乱造汉字，全文建议打印刊出。因特殊情况需用外文撰写的，须向研究生院提交申

请，外文语种一般限英文。

表 1.1 纸张要求与页面设置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要求

纸张 A4（210 mm×297 mm），幅面白色

页边距 上 3cm下 2cm左 2.5cm右 2.5cm，装订线 0.5cm

页眉

2cm，五号宋体居中，线型:1.5磅，上粗下细。奇数
页页眉正文中相应各章的名称，偶数页页眉为“西
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或“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页脚

1.5cm，中英文摘要页及目录页码用罗马数字（I II III）
标识，正文中页码用阿拉伯数字（123）标识，放置
页面外侧下角，页码字号为 Times New Roman五号
字

1.3.2 论文外封面

表 1.2 论文外封面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格式要求

分类号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论文题目 三号黑体字，英文 Times New Roman

作者姓名 四号黑体字

学号 阿拉伯数字四号 Times New Roman

所在学院 四号黑体字

学科名称/类别（领域） 四号黑体字

指导教师 四号黑体字

答辩日期 四号黑体字，阿拉伯数字四号 Times New Roman

1.3.3 书脊与中英文内页封面、指导教师团队页（如有）、答辩委员会页

学位论文的书脊用黑体五号字（可根据论文厚度适当调整）。上方写论文题目，

中间写学号，作者姓名，下方写指导教师，上下边界不少于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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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内页封面、指导教师团队页（如有）、答辩委员会页按照研究生院提供

的格式填写。

1.3.4 摘要和关键词

表 1.3 摘要和关键词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中文格式要求 英文格式要求

论文题目
小二号黑体，段前 0行，段后 0.5行，行距
为固定值 24磅

小二号 Times New Roman，首字母大写加粗
字体，段前 0行，段后 0.5行，行距为固定
值 24磅

摘要标题
三号黑体，二字间空 1个汉字字符，段前 1
行、段后 0.5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三号 Times New Roman大写加粗字体，段
前 1行、段后 0.5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摘要正文
小四号宋体，段落首行左缩进 2个字符，行
距为最小值 22磅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段落首行缩进 2
个字符，行距为最小值 22磅

关键词
关键词行与摘要行之间空 1行关键词:小四
号黑体，段前 0.5行，段后 0行，行距为最
小值 22磅，首行无缩进

关键词行与摘要行之间空 1 行，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加粗字体，段前 0.5 行，
行距为最小值 22磅，首行无缩进

关键词内容
小四号宋体，用中文分号“；”分割，最后一
个关键词后不打标点符号，段前 0.5行，段
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磅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字体，段前 0.5行，
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磅。每个关键
词组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为小写，每一
关键词之间用英文分号“；”分割，最后一
个关键词后不打标点符号

论文类型
论文类型行与关键词行之间空 1 行，小四
号黑体，段前 0.5行，段后 0行，行距为最
小值 22磅，首行无缩进

论文类型行与关键词行之间空 1行，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加粗字体，段前 0.5行，段
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磅，首行无缩进

论文类型内容
小四号宋体，段前 0.5行，段后 0行，行距
为最小值 22磅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字体，段前 0.5行，
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磅。与中文摘
要中的论文类型一致；每个单词第一个字
母大写，其余为小写

1.3.5 目录

表 1.4 目录
项目名称 格式要求

标题 三号黑体，二字间空 1个汉字字符，段前、段后各 1行，居中，行距为单倍行距

一级标题
中文小四黑体，英文小四 Times New Roman，段前、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
磅。“第 X章”与标题之间空 1个汉字字符

二级标题
中文小四宋体，英文小四 Times New Roman，段前、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
磅。编号与标题之间空 1个英文字符

三级标题
中文小四宋体，英文小四 Times New Roman，段前、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22
磅。编号与标题之间空 1个英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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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正文

表 1.5 正文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格式要求

一级标题
中文三号黑体，英文三号 Times New Roman，居中，段前 1行，段后 1行，单倍
行距，“第 X章”与标题之间空 1个汉字字符

二级标题
中文四号黑体，英文四号 Times New Roman，段前、段后各 0.5行，行距为单倍行
距，居左，编号与标题之间空 1个英文字符的间隙

三级标题
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加粗，段前、段后各 0.5行，行距为单
倍行距，居左，编号与标题之间空 1个英文字符的间隙

正文
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两端对齐，段落首行左缩进 2
个字符，行距为最小值 22磅（段落中有数学表达式时，可根据表达需要设置该段
的行距）

脚注/注释 置于页脚处，中文小五号宋体，英文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单倍行距

图的编号、图题、图
例

图的编号、图题置于图的下方，居中。中文五号宋体，英文（如有）为五号 Times
New Roman，居中，行距为最小值 14磅；坐标图边框为 0.5磅实线，图内字体五
号中文宋体、英文 Times New Roman字体图例一般置于图题的下方，可根据排版
方式置于图的其他方位，中文五号宋体，英文五号 Times New Roman

表的编号、表题、表
注

表的编号、表题置于表的上方，中文五号宋体，英文五号 Times New Roman，居
中；中文表题段前 0.5行，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14磅，英文表题段前段后 0
行，行距为最小值 14磅；三线表上下线型为 1.5磅，中线型为 1磅表注置于表的
下方，中文五号宋体，英文五号 Times New Roman，居中（若表注超过一行，居
左），段前段后 0行，行距为最小值 14磅

表格内容 中文五号宋体，英文五号 Times New Roman（如内容过多可用小五号）

1.3.7 参考文献、致谢

表 1.6 参考文献、致谢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格式要求

参考文献 中文三号黑体，居中，段前、段后 1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参考文献条目

标点符号均采用半角；参考文献的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 [1]序
号与文献内容之间空 1个英文字符；每条文献的末尾均以“.”结束，中文字体为
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悬挂缩进 2字符，段前段后
0行，行距为 1.25倍行距，被引用文献的标题首字母需大写

致谢
标题:中文三号黑体，居中，段前、段后 1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内容: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段落首行左缩进 2个字符，
行距为最小值 22磅



声 明

1.3.8 公式推导、数据和图表、问卷调查、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表 1.7 附录格式要求
项目名称 格式要求

附录（公式推导、数
据和图表、问卷调查

等）

标题:中文三号黑体，居中，段前、段后 1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内容: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行距为最小值 22磅（段
落中有数学表达式时，可根据表达需要设置该段的行距）

攻读博/硕士学位期间
取得的研究成果

标题:中文三号黑体，居中，段前、段后 1行，行距为单倍行距
成果类别标题: 中文小四号宋体，加粗，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行距为
1.25倍行距
成果项目序号:左顶格，并用数字加方括号表示，如 [1]
成果内容:中文小四号宋体，英文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行距为 1.25倍行距

1.3.9 印刷与归档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以双面打印的方式进行装订。

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研究生应结合答辩委员会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完善，

并向以下单位提交完整版学位论文全文，其中:

校图书馆纸质版、电子版（按图书馆相关要求提供）各 1份、所在学院资料室

纸质版 1份、研究生院纸质版 1份（仅博士研究生需提供），综合档案馆纸质版、

电子版（按档案归档要求提供光盘）各 1份。





第 2章 论文模板使用说明

第 2章 论文模板使用说明

2.1 论文模板简介

本模板基于 LATEX编写。LATEX是一种基于 TEX的排版系统，由美国计算机科

学家莱斯利·兰伯特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发[¹]，它具有以下 .优 .点[²]：

• 具有专业的排版输出能力，产生的文档看上去就像“印刷品”一样；

• 具有方便而强大的数学公式排版能力，无出其右者；

• 绝大多数时候，用户只需专注于一些组织文档结构的基础命令，无需（或很

少）操心文档的版面设计；

• 很容易生成复杂的专业排版元素，如脚注、交叉引用、参考文献、目录等；

• 强大的可扩展性。世界各地的人开发了数以千计的 LATEX宏包用于补充和扩

展 LATEX的功能；

• 能够促使用户写出结构良好的文档——而这也是 LATEX存在的初衷；

• LATEX和 TEX及相关软件是跨平台、免费、开源的；无论用户使用的是Win-

dows，macOS（OS X），GNU/Linux还是 FreeBSD等操作系统，都能轻松获

得和使用这一强大的排版工具，并且获得稳定的输出。

相较于Word排版系统，LATEX排版的优点显而易见。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比

如不能所见即所得，入门门槛较高等，但笔者认为在进行长文档或是论文文档进

行排版时，LATEX的效率是 Word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国外相当多的期刊都接受

LATEX投稿；国内也有部分期刊支持，但总的来说数量较少。此外，国内相当多的

高校有着官方或非官方的学位论文模板，极大地便利了学生的论文写作。笔者相

信本校学子也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并有一定程度的使用，但时至今日 1未见本校的学

位论文模板，难免有些遗憾。在此情况下，笔者决定依据学校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要求撰写 LATEX模板。

2.2 使用建议

LATEX 的宏包非常多，可拓展出非常强大的制作和排版能力，例如 TikZ 等。

关于 LATEX 具体使用本文档不作详细介绍，入门的同学推荐参考《一份（不太）

简短的 LATEX 2𝜀 介绍》[²]，或是刘海洋编著的《LATEX 入门》[³]。欲作详细了解的可

以查看《LATEX: A Document Preparation System or The LATEX Companion》[⁴]和《The

LATEX Companion》[⁵]。关于宏包中的命令或特定功能的实现请阅读相应的宏包说明。

1 202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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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问题与改进

笔者所在专业为工程领域，对学校其它专业写作要求了解不多。另外本人也是

LATEX排版系统入门者，撰写过程中也是边翻资料边学习命令，因此难免存在一些

错误和疏漏。有兴趣使用的同学若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欢迎向笔者反映 1；或

是提出建议，笔者将不胜感激。

2.4 工作示例

Berman et al.[⁶]总结了多层钢板剪力墙的可能破坏模式，如图 2.1所示。其中，

图 2.1（a）为薄弱层破坏模式：仅薄弱层处内填钢板屈服，层内柱端形成塑性铰，

地震作用基本由薄弱层承担；图 2.1（b）为延性破坏模式：所有内填钢板均屈服，

随后梁端形成塑性铰，最后柱脚形成塑性铰。同时，Berman et al.[⁶]提出了上述两

种破坏模式的抗侧承载力计算方法。为避免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发生薄弱层破坏，

Tsai et al.[⁷]和 Li et al.[⁸]提出采用端部削弱型的边框梁，并开展了理论分析与试验研

究。然而，这些破坏模式中边框梁和边框柱都发生破坏，因此，震后该结构的可恢

复性需进一步评估。

The ultimate strength of SPSW having rigid beam-to-column
connections capable of developing the beam’s plastic moment,
can also be calculated following the same kinematic approach.
The resulting general equation for the uniform yielding mecha-
nism can be written as

(
i 51

ns

Vihi52Mpc112Mpcn1 (
i 51

ns21

Mpbi

1(
i 51

ns 1

2
FyLhi~ t i2t i 11!sin 2a (17)

whereM pc15first story column plastic moment;M pcn5top story
column plastic moment;M pbi5plastic moment of thei th story
beam, and the rest of the terms were previously defined. Note that
it is assumed that column hinges will form instead of beam hinges
at the roof and base levels. Sizable beams are usually required at
these two locations to anchor the tension field forces from the
wall plate and hence plastic hinges typically develop in columns
there. However, this may not be the case for certain wall aspect
ratios, and the engineer is cautioned to use judgement, asM pc1

and M pcn may have to be replaced byM pb1 and M pbn in some
instances, whereM pb1 andM pbn are the plastic moment capacities
of the base and roof beams,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note that
hinges were assumed to develop in beams at all other levels,
which is usually the case as small beams are required there in
well proportioned SPSW.

After examining the results of several different pushover
analyses for such multistory SPSW~using a single three-story
frame geometry, with arbitrarily selected beams, columns, and
plate thicknesses!,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the actual failure
mechanism is typically somewhere between a soft-story mecha-
nism and uniform yielding of the plates on all stories. Finding the
actual failure mechanism is difficult by hand, therefore, a com-
puterized pushover analysis should be used. However, the mecha-
nisms described above will provide a rough estimate of the ulti-
mate capacity. They will also provide some insight as to whether

a soft story is likely to develop~by comparing the ultimate capac-
ity found from the soft story mechanism with that of the uniform
yielding mechanism!.

Comparison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To validate ultimate strengths predicted by Eqs.~13! and/or~14!
for the plastic analysis of single story frames with either simple or
rigid beam-to-column connections, a comparison is made with
results obtained experimentally by others~Table 1!. The experi-
mental results given for multistory specimens are either those for
the first story shear~in the case of Driver et al. 1997! or they are
the total base shear in cases where loading was applied to the top
story only ~Caccese et al. 1993; Elgaaly 1998!. Furthermore, no
results are given for tests on SPSWs that had openings. As shown
in Table 1, on average Eq.~13! predicts an ultimate load capacity
for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with true pin or semirigid beam-to-
column connections that is 5.9% below the experimentally ob-
tained values. Eq.~14! gives predictions for ultimate capacity of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with rigid beam-to-column connections
that are on average 17% above the experimentally obtained val-
ues, however, that equation assumes a fully developed frame
mechanism which was not reported in any of the cited tests. Note
that Cases 6 and 10, included in Table 1 for completeness,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averages because their ultimate failure was
due to column instability or problems with the test setup. Hence,
the equations derived from plastic analysis of the strip model are
generally conservative for calculating the expected ultimate
strength of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Impact of Design Procedure on Ultimate Strength
of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CAN ÕCSA S16-01 Approach

The procedure given for preliminary sizing of plates in CAN/CSA
S16-01 is simple but results in designs that may not be consistent

Fig. 9. Examples of collapse mechanisms for multistory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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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多层钢板剪力墙破坏模式

Fig. 2.1 Collapse mechanisms for multistory steel plate shear walls

在确定钢板剪力墙结构力学性能与设计方法时，较为关键的因素是拉力带倾

角。Thorburn et al.[⁹]基于最小势能原理，提出了钢板剪力墙拉力带倾角计算公式：

tan4 𝛼 =
1 + 𝐿𝑤

2𝐴c

1 + ℎ𝑤
𝐴b

（刚性边框柱） (2.1)

1个人邮箱：chuandongxie@163.com，或 XAUATthesis的 Github代码仓



声 明

tan 2𝛼 =
𝐿

𝐻
（柔性边框柱） (2.2)

Timler et al.[¹⁰]考虑了边框柱有限刚度，对式 2.1进行了修正：

tan4 𝛼 =
1 + 𝐿𝑤

2𝐴c

1 +
(

1
𝐴b

+ ℎ3

360𝐿c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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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公式推导一

A.1 section 1
A.2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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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公式推导二

B.1 section 1
B.2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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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xxxx年 xx月 xx日出生于 xx省 xx县。
xxxx年 9月考入 xx大学 xx系 xx专业，xxxx年 7月本科毕业并获得 xx学士学位。
xxxx年 9月免试进入 xx大学 xx系攻读 xx学位至今。

发表论文:
[1] Author. Title, Year, Volumn(Issue):Page. (SCI收录,检索号:× × ×.)

研究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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