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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xmuthesis是面向厦大毕业论文写作的 LATEX模板，它能够节约你在排版上面所花的时间。
但是它不是官方模板，是由我私人维护的，格式基本符合学校的要求。虽然在我之前已经有类似
的模板，但是大多数缺乏维护，已经过时，因此有了该模板。现在模板已经支持本科、硕士和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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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介绍

1.1 历史

厦大论文模板是 2018年开始开发的，2019年发布于 Github上。起初还没有写成 cls模
板，在后来逐渐规范，还额外开发了 xmulogo宏包，用于生成高质量的校徽和校名图片。在
2020年又统一用 dtx来实现。

1.2 发现模板的问题

如果发现模板用不对的地方或者有建议欢迎在 Github上反馈或者发邮件给我。
联系方式：邮箱：camusecao@gmail.com
Github项目的地址: XMU-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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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amusecao.top
mailto:camusecao@gmail.com
https://github.com/CamuseCao/XMU-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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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节 使用示例

2.1 最小示例
例 1

\documentclass[degree=undergraduate,bibstyle=numerical,font=empty]{xmuthesis}
\xmusetup{

author = 酸奶 ,
title = 你的论文题目 ,
date = \today , %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class = 2015级 ,
studentnumber = 1972015xxxxxx ,
department =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
major =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
advisor = 校内指导老师 \quad 职称 ,
otheradvisor = 校外指导老师 \quad 职称 ,
team =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理论物理 ,
fundteam =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理论物理 ,
degree = 本\quad 科 ,
englishtitle = Your English Title ,
majorordouble = 主修 , % 辅修
lab = 实验室 ,
% 以下几项本科生无需填写，也不用删除
classified_code = 1234 , % 分类号
security_classification = 公开 , % 内部 秘密 机密 公开 等
UDC = 5 , % 国际十进分类法
submit_date = 2020 年 8 月 10 日 , % 论文提交日期
defense_date = 2020 年 8 月 11 日 , % 论文答辩日期
conferred_date = 2020 年 8 月 21 日 , % 学位授予日期
chairman = 张三 , % 答辩委员会主席
referee = 李四 , % 评阅人

}
\usepackage{xmulogo}
\begin{document}
\maketitle
\chapter*{致谢}
这里致谢
\begin{abstract}*

中文摘要
\keywords*{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

\end{abstract}
\begin{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keywords{keyword1; keyword2; keyword3}

\end{abstract}
\xmutableofcontents % 双语目录
\chapter{正文}{main body}
正文内容
% \nocite{*}
% \bibliography{Reference}
\appendix
附录
\backmatter
后记
\end{document}

2.2 编译

本模板需要使用 xelatex编译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对于 latexmk用户，可以用

latexmk -xelatex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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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到位编译好。
不用 latexmk的用户可以用

xelatex main

编译。
如果用了有参考文献需要编译，使用 latexmk编译的方法仍然可行。对于不用 latexmk

的情况，则较为复杂，需要四步

xelatex main
bibtex main
xelatex main
xelatex main

第 3节 文档选项

degree = {⟨学位⟩}

是 xmuthesis声明学位的选项，根据学位的不同，文档风格略有不同，这是由于不同学位的毕
业论文要求不同导致的。

degree

undergraduate 这是该选项的默认值，本科生选用该选项
master 硕士生使用该选项
doctor 博士生使用该选项

以硕士生为例，他应该使用

\documentclass[degree=master]{xmuthesis}

bibstyle = {⟨参考文献样式⟩}

是控制参考文献样式的选项。模板默认加载 gbt7714宏包，需配合 bibtex编译得到最终结
果。

bibstyle

numerical 这是该选项的默认值，顺序编码制下，参考文献根据引用的顺序排序。引用样式是角标式。
numbers 与 numerical一样是顺序编码制，但是引用使用正文模式,如“文献 [3]中说明”

authoryear 使用著者-出版年制

以著者-出版年制为例，应该使用

\documentclass[bibstyle=authoryear]{xmuthesis}

对于著者-出版年制，要获得正确的参考文献排序，需要用 key= {⟨拼音⟩}对 bib文件的
中文作者注音，且用 &分隔作者。如

例 2
@article{zhangsan,

title={高等数学教学改革研究进展},
author={张三 and 李四},
key={zhang1 san1 & li3 si4},
journal={大學數學},
volume={23},
number={4},
pages={20--26},
year={2007},
publisher={大學數學編輯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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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style = {⟨字体选项⟩}

是控制模板使用字体的命令。

font

empty 这是该选项的默认值，采用 CTEX宏集的自动判断功能，自动根据系统配置字体
adobe 采用 CTEX宏集配置的 adobe字体，详情用 texdoc ctex查看
fandol 同上
founder 同上

mac 同上
macnew 同上
macold 同上
ubuntu 同上
windows 同上
overleaf 当模板在 overleaf平台运行时，请使用该选项。这将调用 noto中文字体

以 fandol为例，应该使用

\documentclass[font=fandol]{xmuthesis}

由于学校要求英文使用 Times New Roman和 Arial字体，对于 Linux用户，它们常常不
是默认安装在系统中的字体，因此需要用户自行安装这两个字体。

是控制目录中出现的内容。nottoc
notabs
notbib

nottoc 目录中不出现“目录”
nottabs 目录中不出现“摘要”
notbib 目录中不出现“参考文献”

以目录中不出现“摘要”和“参考文献”为例，应该使用

\documentclass[nottabs,notbib]{xmuthesis}

第 4节 信息录入

\xmusetup {⟨键值列表⟩}

是 xmuthesis的信息录入命令，其参数是一个键值列表，以通用的接口完成信息录入。
\xmusetup

表 1中是有的值，其中加 ∗ 的值本科生无需填写，也无需删除。对于博士生和硕士生则需
要填写。
例如对于毕业论文题目是“我的毕业论文”的张三，他需要在导演区填入的是

\xmusetup{
author = 张三 ,
title = 我的毕业论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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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xmusetup里的健值

值 解释 示例

author 作者 酸奶
title 题目 你的论文题目
date 日期 \today或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class 年级 2015级
studentnumber 学号 1972015xxxxxx
department 学院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major 专业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
advisor 校内指导老师 张三 \quad职称
otheradvisor 校外指导老师 李四 \quad职称
team 所在课题组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理论物理
fundteam 资助课题组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理论物理
degree 学位 本 科
englishtitle 英文标题 Your English Title
majorordouble 学位性质 主修或辅修
lab 所在实验室 极端条件实验室

classified_code ∗ 分类号 1234
security_classification ∗ 安全等级 公开内部秘密机密公开等
UDC ∗ 国际十进分类法 5
submit_date ∗ 论文提交日期 2020年 8月 10日
defense_date ∗ 论文答辩日期 2020年 8月 11日
conferred_date ∗ 学位授予日期 2020年 8月 21日
chairman ∗ 答辩委员会主席 张三
refere ∗ 评阅人 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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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节 模板提供或修改过的命令和环境

该命令不仅仅是用于产生标题，还包括了承诺书等。在正确填写好 \xmusetup后，自动得到
符合要求的的 title。另外该命令与普通文档类一样，在 document环境的开头使用。例如

例 3
\begin{document}

\maketitle
其余内容

\end{document}

\maketitle

这三个命令都不同于标准类文档，它们需要两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中文的标题，第二个参
数是英文的标题。在 \xmutableofcontents使用使用时需要加 *，而之后的无需添加。如

例 4
\chapter*{中文的章}{English Chapter}
\xmutableofcontents
\section{正文的节}{English section in main part}

\chapter
\section
\subsection

abstract环境和 keywords命令都有带 *版和不带 *版，分别对应中英文。一个简单但是完
整的摘要应该是如下的样子

例 5
\begin{abstract}*

中文摘要
\keywords*{关键词1；关键词2；关键词3}

\end{abstract}
\begin{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keywords{keyword1; keyword2; keyword3}

\end{abstract}

abstract
\keywords

用于生成中英双语目录，一般在摘要结束后使用。\tableofcontents不要在 xmuthesis中
使用。

\xmutableofcontents

由 cleveref宏包提供，并且在 xmuthesis经过设置的智能引用命令，用于图片表格的交叉引
用。使用例子

例 6
\begin{equation}

1+1=2 \label{eq:1}
\end{equation}
\begin{equation}

2+2=4 \label{eq:2}
\end{equation}
\begin{equation}

3+3=6 \label{eq:3}
\end{equation}
\begin{equation}

4+4=8 \label{eq:4}
\end{equation}
单引用：\cref{eq:1}
范围引用：\crefrange{eq:1}{eq:2}
连续多引用：\cref{eq:1,eq:3,eq:2} ， 同于 \crefrange{eq:1}{eq:3}
不连续多引用：\cref{eq:1,eq:2,eq:4}

\c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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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msthm宏包提供或定制，分别对应于证明，定律和定理。注意 proof环境是没有编号的，
另外两个是有的。简单的使用例子

例 7
\begin{theory}[Energy–momentum rela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energy, momentum and mass is
\[E^2 = m_0^2 c^4 + p^2 c^2\]
where $ c $ is the light speed.

\end{theory}
\begin{law}\label{law:box}

Don't hide in the witness box.
\end{law}
\begin{proof}
For simplicity, we use
\[

E=mc^2
\]
That's it.
\end{proof}

proof
law
theoty

用于产生带圈的数字，产生带圈的数字用 \circled{1}。\circled

第 6节 xmulogo宏包
为了方便输出高质量的校徽和校名图片，特意开发了 xmulogo宏包。主要提供了两个命

令。

\xmulogo，\xmulogon分别用于产生校徽和校名。两者的用法完全一样。一下以 \xmulogo为
例介绍其用法。用法为 \xmulogo[scale]{r,g,b}，其中 scale控制图片的尺寸，填入 0 ∼ 1
之间的数。花括号的 {r,g,b}是用与控制颜色的，采用 rgb的颜色控制方法。它是一个可选
参数，不填则采用默认的颜色。以下用法均为正确用法。

例 8
\xmulogo
\xmulogo[0.5]
\xmulogo{0.1,0.15,0.9}
\xmulogo[0.4]{0.1,0.1,0.9}

\xmulogo
\xmulogon

模板封面页在 figs/xmu-flag.pdf不存在是会调用 xmulogo宏包生成相应的图片。建
议像 Github项目地址一样创建 figs文件，并且放入 xmu-flag.pdf。这样可以节约编译的
时间。

第 7节 一些建议

7.1 致谢

致谢语应以简短的文字对课题研究与论文撰写过程中曾直接给予帮助的人员 (例如指
导教师、答疑教师及其他人员)表示自己的谢意。
作为毕业论文提交时，应注意事项：致谢内容用小四号宋体。根据 2016年 2月施行的《厦

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规范》，致谢被放在论文起首。致谢结构一般分为三个部分：1，回
顾；2，感谢；3，承担责任以及献辞。第一部分可以简述论文写作的经历，所面对的挑战以及你
如何应对。第二部分具体感谢在论文过程中给与你帮助的人。第三部分指出你将为自己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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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承担责任，如果你希望将此论文献给谁，可以在最后指出。致谢内容请亲自撰写，使其具备
你个人的特色。抄袭任何模板内容是极其懒惰、没有意义、不负责任和错误的行为。

7.2 摘要

本科生中文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语言精炼、明确，高度概括论文内容，以 400字
左右为宜。关键词应体现论文特色，具有语义性，在论文中有明确出处，以 3—5个为宜。关键
词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下方，每个关键词之间用中文分号“；”分开，最后一个关键词不打标点
符号。
硕士与博士的中文摘要中文 600字左右；重点概述本文研究的问题、意义、创新之处和主

要观点、结论。关键词数量：不超过 3个，能体现论文的主要内容，词组符合学术规范；每个关
键词字数：不超过 5个字；每个关键词字数：不超过 5个字；
英文摘要、关键词内容与中文相同，每个关键词之间用英文分号“;”加一空格分开，最后

一个关键词不打标点符号。中、英文摘要及其关键词各置一页内。

7.3 正文的基本要求

正文从另右页开始。每一章应另起页，并从奇数页开始。正文一般从引言（绪论）开始，以
结论或讨论结束。引言（绪论）应包括论文的研究目的、流程和方法等。研究领域的历史回顾、
文献回溯、理论分析等内容应独立成章，用足够的文字叙述。结论应包含论文的核心观点，阐
述自己的创造性成果及其在本研究领域中的意义、作用，交代研究工作的局限，提出未来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正文由于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方法、结果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不作统一的规定，

但要求自然科学论文应提供实验数据和图片资料真实，推理正确、结论清晰；人文和社会学科
的论文应把握论点正确、论证充分、论据可靠，恰当运用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模型
或方案设计，注重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
正文一般不少于 6000字（不含图表、程序和计算数字）。用外国语言撰写的，字数参照 4

个英文单词折算 1个中文字数进行计数。1

7.4 学术名词

• 科学技术名词术语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规范词或国家标准、部标
准中规定的名称，尚未统一规定或有争议的名词术语，可采用惯用的名称。

• 特定含义的名词术语或新名词、以及使用外文缩写代替某一名词术语时，首次出现时
应在括号内注明其含义，如：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代替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 外国人名一般采用英文原名，可不译成中文，英文人名按名前姓后的原则书写。一般
很熟知的外国人名 (如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马克思等)可按通常标准译法写译名。

7.5 物理量名称、符号与计量

• 论文中某一物理量的名称和符号应统一，一律采用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或者国际公认的计量单位。单位名称和符号的书写方式，应采用国际通
用符号。

• 在不涉及具体数据表达时允许使用中文计量单位如“千克”。
• 表达时间使用“2014年 6月”，不能使用“14年 6月”或“2014.6”。不能使用 80年代，而
应为上世纪 80年代或 20世纪 80年代。表达时刻应采用中文计量单位，如“下午 3点
10分”，不能写成“3h10min”，在表格中可以用“3:10PM”表示。

1以上内容仅供参考，详见《厦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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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量符号、物理量常量、变量符号用斜体，计量单位符号均用正体。

单位书写推荐用 siunitx宏包。
数学和物理的学生强烈推荐学习使用 physics宏包。

7.6 数字

1. 无特别约定情况下，一般均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2. 小数的表示方法：一般情形下，小于 1 的数，需在小数点之前加 0。但当某些特殊
数字不可能大于 1 时（如相关系数、比率、概率值），小数点之前的 0 可去掉，如
𝑟 = .26, 𝑝 < .05。

3. 统计符号的格式：一般除 𝛼, 𝛽, 𝜆, 𝜖以及𝑉 等符号外，其余统计符号一律以斜体字呈现，
如 ANCOVA，ANOVA，MANOVA，N，nl，M，SD，F，p，r 等。

7.7 公式

1. 公式应另起一行缩略书写，居于中央（注意行首无缩进），与周围文字留足够的空间区
分开。

2. 公式的编号用英文圆括号括起，放在公式右边行末，在公式和编号之间不加虚线。子
公式可不编序号，需要引用时可加编 a、b、c⋯⋯，重复引用的公式不得另编新序号。公
式较多时，可分章编号，但应与表格、图的编序方式统一。

3. 较长的公式最好在等号处转行，或在运算符号（如“+”、“-”号）处转行，等号或运算符
号应在转行后的行首。公式中分数线的横线，其长度应等于或略大于分子和分母中较
长的一方。

7.8 表格

1. 表格要有：表号，表名，单位。表号和表名居表上方正中（注意行首无缩进）；表格只有
一个单位时，单位在表右上方。表较多时，可分章编号，但须与插图、公式的编序方式
统一。

2. 表格应优先采用三线表，三线表头尾两条线宽 1磅，中间线宽 0.75磅。也可根据需要
使用其他格式。

3. 表格如参考其他资料，应标明“作者、来源名称、时间”，置表格左下方。
4. 表格允许下页接写，接写时应重复表号，表号后跟表名（可省略）和“（续）”，置于表上
方。续表应重复表头。

5. 表格应放在离正文首次出现处最近的地方，不应超前和过分拖后。表与上下正文之间
各空一行。

三段表的示例为

例 9
\begin{table}[!ht]

\centering
\begin{threeparttable}[b]

\zihao{5}
\caption{表格示例}
\begin{tabular}{ccc}

\toprule
& ABS & CB \\
\midrule
(Intercept) & 5.482 & 3.4871 \\
ABC & 1.1173 & 1.1933 \\
DEF & 8.1752* & 2.6836 \\
\bottomrule
\multicolumn{3}{c}{*p<0.1; **p<0.05; ***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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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tomrule
\end{tabular}%
\label{tab:mlogit}%
\begin{tablenotes}

\zihao{5}\item Note: These are estimates of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end{tablenotes}

\end{threeparttable}
\end{table}%

7.9 插图

1. 图包括曲线图、构造图、示意图、框图、流程图、记录图、地图、照片等。图应与文字内容
相符，技术内容正确。所有制图应符合国家标准和专业标准，对无规定符号的图形应
采用该行业的常用画法。

2. 图要有：图号，图名，单位。图号和图名要居图下方的正中（注意行首无缩进）。图较多
时，可分章编号，但须与表格、公式的编序方式统一。

3. 图如参考其他资料，要示明“作者、来源名称、时间”，置图左下方。
4. 由若干分图组成的插图，分图用 a、b、c⋯⋯标序。分图的图名以及图中各种代号的意
义，以图注形式写在图题下方，先写分图名，另起行写代号的意义。

5. 图与图标题、图序号为一个整体，不得拆开排版为两页。当页空白不够排版该图整体
时，可将其后文字部分提前，将图移至次页最前面。

7.10 注释

当文中的字、词或短语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而又没有具体的文献来源时，用注释。注释
不宜过多。篇名、作者注置于当页地脚。对文内有关特定内容的注释可夹在文内（加圆括号），
也可排在当页地脚，注释序号以带圈的数字形式标示在被注释词条的右上角。注脚的命令如
下\footnote{注脚内容}。

7.11 参考文献与引用

本模板默认引用 gbt7714宏包，可以使用它处理参考文献。
以下是一些参考文献的引用。应该能有合适的。不合适可以修改。

例 10
\cite{label1}
\cite{label,label2}
\citet{label3}
\citep{label3}
\citealt{label3}
\citeauthor{label3}
\citeyearpar{label3}

第 8节 代码插入

模板已加载 listings宏包，并且简单设置过。可以使用 lstlisting环境来展示代码。
下面是一个Matlab的代码的插入示例，还可以插入其它类型的代码。有额外需求可以添加。

\lstinputlisting[language=Matlab]{Plo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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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历史

v0.1 (2019/01/30)
General:第一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v0.1.1 (2019/02/19)
General:添加 a3封面以及编译脚本等 . . . . . . . . . . . . . . . 1

v0.2 (2019/07/02)
General:增加平台支持以及发布 xmulogo宏包等 . . . . . . . 1

v0.3 (2020/08/09)
General:较少宏包的依赖以及修复部分问题 . . . . . . . . . . . 1

v0.4 (2020/10/06)
General:引入 LATEX3添加 overleaf支持以及使用 lppl许
可证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代码索引

意大利体的数字表示描述对应索引项的页码；带下划线的数字表示定义对应索引项的代码行号；罗马字体的
数字表示使用对应索引项的代码行号。

A
abstra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B
bibsty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C
\chapt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circl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cre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D
degre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F
fo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K
\keyword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L
la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M
\maketit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N
notab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notbi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notto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P
proof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S
\s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subse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T
TEX and LATEX2𝜀 commands:

\xmusetu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theo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X
\xmulog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xmulog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xmusetu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xmutableofconten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目录
	第1节 介绍
	1.1 历史
	1.2 发现模板的问题

	第2节 使用示例
	2.1 最小示例
	2.2 编译

	第3节 文档选项
	第4节 信息录入
	第5节 模板提供或修改过的命令和环境
	第6节 xmulogo 宏包
	第7节 一些建议
	7.1 致谢
	7.2 摘要
	7.3 正文的基本要求
	7.4 学术名词
	7.5 物理量名称、符号与计量
	7.6 数字
	7.7 公式
	7.8 表格
	7.9 插图
	7.10 注释
	7.11 参考文献与引用

	第8节 代码插入
	版本历史
	v0.1
	v0.1.1
	v0.2
	v0.3
	v0.4

	代码索引
	A
	B
	C
	D
	F
	K
	L
	M
	N
	P
	S
	T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