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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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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关键词

不超过 5个，每个关键词中间用分号分隔。

关键词：关键词 1，关键词 2，关键词 3，关键词 4，关键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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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bstract of a dissertation is a summary and extraction of research work and contribu
tions. Included in an abstract should be description of research topic and research objective,
brief introduction to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process, and summary of conclusion and con
tributions of the research. An abstract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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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terms used in a dissertation for indexing, reflecting core informa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An abstract may contain a maximum of 5 keywords, with semicolons used
in between to separate one another.

Keywords: keyword 1, keyword 2, keyword 3, keyword 4, keywor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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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这是 BJFUThesis的示例文档，基本上覆盖了模板中所有格式的设置。建议大家

在使用模板之前，可以阅读这个示例文档。

1.1 二级标题

1.1.1 三级标题

1.1.1.1 四级标题

1.2 图表公式示例

1.2.1 公式

公式的使用详见公式(1.1)。

R = {j|j ∈ R∧⌝j ∈ S} (1.1)

1.2.2 插图

图片通常在 figure环境中使用 [1] [2] \ includegraphics插入，如图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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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添加图注，有图注或者其他说明时需要置于图题之上

图 1.1示例图片标题

Figure 1.1 English title

若图或表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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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的期刊习惯将图表的标题和说明文字写成一段，需要改写为标题只含图表的名称，

其他说明文字以注释方式写在图表下方，或者写在正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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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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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a和图 1.2b。

A
(a)分图 A

B
(b)分图 B

图 1.2多个分图的示例

Figure 1.2 English title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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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三条线可
以使用 booktabs宏包提供的命令生成。

表 1.1三线表示例

Table 1.1 English title

文件名 描述

bjfuthesis.cls 模板文件

bjfuthesis*.bst BibTeX参考文献表样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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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2带附注的表格示例

Table 1.2 English title

文件名 描述

bjfuthesis.cls1 模板文件

bjfuthesis*.bst 2 BibTeX参考文献表样式文件

注 1:更新模板时，一定要记得编译生成.cls文件，
否则编译论文时载入的依然是旧版的模板。

注 2:更新模板时，一定要记得编译生成.cls文件，
否则编译论文时载入的依然是旧版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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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个表需要转页接排，可以使用 longtable宏包，需要在随后的各页上重复表
的编号。编号后跟表题（可省略）和“（续）”，置于表上方。续表均应重复表头。

1.2.4 算法

算法环境可以使用 algorithms或者 algorithm2e宏包。

Algorithm 1计算 y = xn

输入：n ≥ 0

输出：y = xn

y ← 1, X ← x, N ← n

while N ̸= 0 do
if N is even then

X ← X ×X

N ← N/2

else {N is odd}
y ← y ×X

N ← N − 1

end if
end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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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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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论文的语言及表述

除国际研究生外，学位论文一律须用汉语书写。学位论文应当用规范汉字进行撰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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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研究生一般应以中文或英文书写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同上。论文须用中文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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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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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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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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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陈述方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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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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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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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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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选题时切记要有“问题意识”，不要选不是问题的问题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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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路，一

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

出生在一个小山坳里，母亲在我十二岁时离家。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即便在我病得不能自

己去医院的时候，也仅是留下勉�够治病的钱后又走了。我十七岁时，他因交通事故离世后，我

哭得稀里糊涂，因为再得重病时没有谁来管我了。同年，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放，真的无能为

力。她照顾我十七年，下葬时却仅是一副薄薄的棺材。另一个家庭成员是老狗小花，为父亲和婆

婆守过坟，后因我进城上高中而命不知何时何处所终。如兄长般的计算机启蒙老师邱浩没能看到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照顾有加的师母也在不惑之前匆匆离开人世。每次回去看他们，这一

座座坟茔都提示着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而贫穷则可能让人失去希望。家徒四壁，在煤油

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都是晚上最开心的事。如果下雨，保留节目就是用竹笋壳塞瓦缝防漏雨。高

中之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夜里抓黄鳞、周末钓鱼、养小猪崽和出租水牛，那些年里，方圆十公里

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脚测量过无数次。被狗和蛇追，半夜落水，因蓄电瓶进水而摸黑逃回家中；

学费没交，黄鳝却被父亲偷卖了，然后买了肉和酒，都是难以避免的事。

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上课的时候，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师叫

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冬天穿着

破旧衣服打着寒颤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

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可能早已放弃。

身处命运的漩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么的

身不由己。幸运的是，命运到底还有一丝怜惜。进入高中后，学校免了全部学杂费，胡叔叔一家

帮助解决了生活费。进入大学后，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和胃出血也终与

我作别。

从家出发坐大巴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县城，一直盼着走出大山。从矩光乡小学、大寅镇中

学、仪陇县中学、绵阳市南山中学，到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我也记不清有多

少次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觉得自己快扛不下去了。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

不枉活一世。世事难料，未来注定还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但因为有了这些点点滴滴，我已经

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

辈子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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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补充内容
附录是与论文内容密切相关、但编入正文又影响整篇论文编排的条理和逻辑性的资料，例如

某些重要的数据表格、计算程序、统计表等，是论文主体的补充内容，可根据需要设置。

A.1 图表示例

A.1.1 图

附录中的图片示例（图 A.1）。

A
图 A.1附录中的图片示例

Figure A.1 English title

A.1.2 表格

附录中的表格示例（表 A.1）。

表 A.1附录中的表格示例

Table A.1 English title

文件名 描述

bjfuthesis.cls 模板文件

bjfuthesis*.bst BibTeX参考文献表样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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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数学公式

附录中的数学公式示例（公式(A.1)）。

1

2π

∫
γ

f =
m∑

k=1

x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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