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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同学们撰写学位论文时，常常犯一些错误，有些是格式错误，有些是内容错误。本文

列举 30种常见的错误，辅之以实例及修正方法。 

 

本文的正确使用方法是：按照 30个检查点，逐项对照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方法和手段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写好论文的关键是“态度”；所谓

“修辞立其诚”，认真而诚恳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比这 30个检查点更重要的事情。 

  



 

 

（1） 中文摘要：陈述贡献时，“我们”应改成“本项研究”或者“本文”。 

          与期刊/会议论文（paper）不同，学位论文（thesis）是个人作品，供学位评定之

用，因此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为厘清其他个人或集体的贡献，学位论文中的前面都会包含一个声明，比如“学

位论文系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

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或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或致谢。” 

因此，在学位论文中陈述贡献时，不能用“我们”。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专门写

了一句话：For a dissertation with one author, do not use the "editorial we" in place of "I". 

The use of "we" by a single author is outrageously pretentious. 

解决方法：以“本文”或“本项研究”代替“我们”；在英文中，使用“Our research 

shows....”或“The conclusions made from this analysis are ....”替代“we”。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说通篇不能使用“我们”---“我们”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作

者及其合作者”，即：“With the assistance of my colleagues, I designed …”，二是表示

“作者和读者”，即：“the readers”。在采用第二个义项时，可以使用“我们”。 

 

（2） 中文摘要：描述已完成工作时，建议采用如下“冒号式、分点陈述”格式，使用“提

出了一种/开发了一套/构建了一个”等说法。  

本项研究取得了如下成果： 

（1）提出了一种 xxxx算法：详细陈述目标、基本思想、性能等。 



（2）设计了一个 xxx系统：详细陈述目标、基本思想、性能等。 

 

（3） 英文摘要：英文摘要的题目常犯的毛病是叫“Research on xxx”，这是中文“关于

xxx的研究”的硬译，殊为不妥。哥伦比亚大学建议的规范写法是“A study of xxxx”，或者

直接陈述贡献，如“Algorithms for xxxx”、“On the intractability of sequence assembly”。 

 

论文的英文 Title样例（源自 https://www.qmss.columbia.edu/thesis-titles）： 

Statistics/Computer Science 

Predicting Spotify's songs' popularity (2022) 

Hiding Behind the Computer Screen: Imposter Phenomenon in the Tech Industry (2021) 

An Unsupervised Learning Approach to Address Crime in Mexico, 2012 – 2016 (2017) 

Imputation of a variable completely unobserved in one wave of a panel: father’s earnings in 

the 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2016) 

An Analysis of Pairwise Preference (2016) 

模版有误，应为“by” 



Measuring Political Risk and Market Returns (2014) 

Which Yelp Reviews will be Voted Useful?- Predicting the Number of Useful Votes Yelp 

Reviews will get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2014) 

Polities and Size: Legitimizing or Limiting? (2013) 

The Role of Domain Knowledge in Environmental Concern and Willingness-to-Pay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sults from a U.S.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2013) 

The Power to Judge: Social Power Influences Moral Judgments of Simple and Complex 

Transgressions (2013)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Crime Rates and Concern for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3-

2010 (2012) 

TV Gets Social: Evaluating Social Media Data to Explain Variability among Nielsen TV 

Ratings (2012) 

Unit Root or Mean Reversion in Stock Index: Evidence from Nigeria (2010) 

Homogeneity in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and its Factors (2007) 

Why Shift Policy? (2006) 

Point Detection for Poisson Disorder - Application in Earthquake Occurrenc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1910 - 1999 (2004) 

Stock Volatility and Economic Activity: A Causal Analysis (2004) 

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Lobbying (2003) 

Economic Theory and Happiness in Mexico: An Extension (2001) 

Sales Forecasting Methods: A Consumer Products Company's Perspective (2001) 

Soccer Teams Need to Win at Home: The Fans that Increase those Chances (2001) 

 

（4） 英文缩写：首次出现英文缩写时，应采用“中文名（英文全称，缩写）”的格式；

另，拉丁文要用斜体。比如大肠杆菌，应该写作“E. coli”，中间有空格。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特殊名词或新名词应在适当位置加以说明或注解。双名法

的生物学名部分均为拉丁文，并为斜体字。采用英语缩写词时，除本行业广泛应用的通用

缩写词外，文中第一次出现的缩写词应该用括号注明英文原词。新的外来名词应用括号注

明英语全称和缩写语。 



 

 

（5） 中英文混杂：例如下图中的 benchmark，需要翻译成中文，不可中英混杂。另，

常用的 Transformer等都有规范译法。  

 

 

（6） 关键词中的标点符号：关键词用逗号隔开；中文关键词用中文逗号分隔，英文关

键词用英文逗号分隔。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关键词以显著的字符另起一行并隔行排列于摘要下方，左

顶格，中文关键词间用中文逗号隔开。英文关键词应与中文关键词对应，首字母应大

写，用英文逗号隔开。 

注：不同学校规定略有不同，比如清华大学规定学位论文中的关键词采用“；”分隔 



 

 

（7） 避免含混：不要出现易混淆词汇以及表示不明确句子。例如“序列”，讲清楚是 

“蛋白质序列”，不要以为读者靠上下文自然能够补足，要明确。再如“3.2.1 XYBind”中直接

说 XYBind，读者会很糊涂；应该在前面加上“蛋白质-肽段相互作用预测算法 XYBind的整

体流程”。 

 

 

（8） 公式的结尾：公式尾部一定要加标点符号（英文）。如果公式所在的句子未结

束，则使用逗号结尾，下一句不缩进；否则，以英文句号结尾，下一句要缩进。 

 
 

（9） 公式 vs 程序：公式就是公式，不能使用 Python代码代替！ 



 

 

（10） 表格：表格的表头要用中文，不能用英文（如“Similarity”）；数字一般情况下精

确到小数点后 3位，采用右对齐方式，以利于比较。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表内同一栏数字必须上下对齐 

 
 

（11） 图表的标题：图表的标题要避免含混不清，不能指望读者从上下文猜测、补全出

标题的含义，而应该是“含义自明的”，要突出与文章的关联；另，标题结尾不能出现标点

符号。例如：图 2-3的标题直接用“Social-LSTM”，比较突兀；应该前面加上短语以明示，

比如改为“个体相互作用检查算法 Social-LSTM中的社会力池化操作”，或者改成“基于……

（社会力）模型……（任务）预测方法”。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各章标题中尽量不采用英文缩写词，对必须采用者，应使

用本行业的通用缩写词，标题中尽量不使用标点符号。图应具有“自明性”，即只看图、

图题和图注，不阅读正文，就可理解图意。每一图应有简短确切的图题，连同图序置于

图下居中。 

 

 

 



（12） 初中生常犯的错误：例如序数词等。 

 

 

（13） 学位论文是 thesis，不是 paper： 不能用“This paper presents”，而用“This 

study/thesis presents”，时态是现在时。 

 

 

（14） 表格的格式：表格不要有竖线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表格尽量用“三线表”，避免出现竖线，避免使用过大

的表格 

 

 

（15） 段落过长：避免段落过长。中文段落尽量不要超过 10行；一般而言，超过 10行

的段落会超出段首句的“管辖”，会造成阅读困难。处理方法很简单：一旦过长，就立即分

段或者采用“总分总”式结构，以结构引导读者阅读。 



 

 

（16） 指代不清晰：不要用“其”、“它”指示某种算法或者工作，直接用名字，以避免指

代不清；不要用“效果”、“性能”这种含糊不清的“大词”（big words），直接用“准确度”等语

义指向清晰的词。 

 

 

 

（17） 段首句要统领全段：每一段开头是总括句，要能够有效地统领全段。 



 

 

（18） 一行不能以标点符号、数字开头：不能用标点符号开头，不能用数字开头；章节

不能用图或者公式开头。 

 

 
科研论文写作相关规范摘录如下：一般来说，在研究论文的“结果”部分用数字作为句

首十分方便，如“15% of the plants survived”或“48% of the patients recovered”。在这种情况

下，你可以将数字拼写出来，如“Fifteen per cent of the plants . . .”或 “Forty-eight per cent of 



the patients . . .”，或是改变叙述方式，如“Of the treated plants, 15% survived”或“Nearly half 

(48%) the patients recovered”，顺道提下，“per cent”（百分比）是英式较为常见的写法（分

为两个单词），而多数的美国出版商则比较喜欢用 “percent”这个写法。 

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句首的缩写词：即，可将缩写词全称拼写出来或者改变叙述方

式。对于科学名称，在只有一种属类的情况下，在首次提及后，可以将其缩写成其第一个

字母，比如在首次提及 Aspergillus niger后，后续可缩写为 A. niger。但是，如果出现在句

子的开头的话，应该该单词完整地拼写出来。 

详见 https://www.editage.cn/insights/ke-yan-xie-zuo-bi-mian-yong-shu-zi-huo-suo-xie-kai-

tou-2231。 

（19） 图片太大、图中字体太大：图中字体大小要与正文字体相近。 

 

 

（20） 参考文献问题 0：因Wiki内容和网站内容常常发生变动，故尽量不要直接引用

Wiki。如果确需引用，需要表明日期。 

国科大关于学位论文写作规范中列举了两个例子，摘录如下： 

 

 

（21） 参考文献问题 1：期刊名有的采用简写（例如 PNAS），有的采用全称，殊不可

取；要保持一致的写法。 



 

 
 

（22） 参考文献问题 2：列出了冗余的内容，比如期刊文章的出版月份、出版社具体地

址等。 

 

 

（23） 参考文献问题 3：期刊与会议名的每个单词要首字母大写；专有名词要大写（常

犯错误包括：LSTM写成 lstm，HMM写成 Hmm，3D写成 3d，t-SNE写成 t-sne）；人名

要检查是否首字母大写（常犯错误包括： Markov写成 markov）。 

产生此类错误的原因：直接采用下载的 Bibtex文件，而作者未检查最终文本。 



       解决方案很简单：bibitem加两重大括号。 

 
 

（24） 参考文献问题 4：“//”用于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的出处项前。比如，有些会议最终会

把所有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形成一本 Proceedings；我们要引用其中的一篇论文时，就用

“//”表示这篇论文从属于一本 Proceedings。此类论文引用的 BibTex以 “@inproceedings{”起

头，例如： 

@inproceedings{10.5555/3045118.3045167,  
author = {Ioffe, Sergey and Szegedy, Christian},  
title = {Batch Normalization: Accelerating Deep Network Training by Reducing 

Internal Covariate Shift},  
year = {2015},  
publisher = {JMLR.org},  
booktitle = {Proceedings of the 3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 Volume 37},  
pages = {448–456}, numpages = {9}, 
location = {Lille, France},  
series = {ICML'15} } 

 



还有些会议不结集出版 Proceedings；此时，则使用“.”，而不是“//”。 此类论文引用的

BibTex以 “@article{”起头。 

至于哪些会议出 Proceedings，哪些不出，搜索论文的“how to cite”,即可得知准确信

息。 

国科大相关规定摘录如下：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析出

文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 专著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

版年: 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示例如下： 

程根伟. 1998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 赵其国. 长江流域洪涝灾害与

科技对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32-36. 

 

（25） 参考文献问题 5：[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志]一定要正确 

[P/OL]中 P表示专利文献，OL表示 online 

[EB/OL]表示在线电子书 

采用国科大论文模版会自动生成此类标志（以及上文提及的“//”析出标志）；前提

是：采用正确的 BibTex文件（自行编辑时，容易搞不清应该用@inproceedings还是

@article；建议直接搜索 Google Scholar，获得准确的引文说明）。 

 

 

（26） 参考文献问题 6：作者姓名 

作者姓名不用全部大写，仅首字母大写；有 middle name者，middle name与

given name之间是否加空格，全文要统一；given name和 family name哪个放到前面，

全文要统一（国科大规定姓在前、名在后）。 



 

 

（27） 参考文献问题 7：月份 

在需要标明会议举办月份与地点时，月份写法格式要统一，不能有的用“Sept.”，

有的直接用数字“9”。 

 

（28） 参考文献问题 8：卷标 

期刊的卷标，格式要统一，不能有的用“Volume xx”，有的用“xx(xx)”格式。 

 

（29） 参考文献问题 9：如何引用 arXiv文章 

arXiv预印本文章有两种引用格式，需要依据文章放入 arXiv时间而定（以 2007

年 4月分界）。 

 

 详见：https://info.arxiv.org/help/faq/references.html。  

 

（30） 参考文献问题 10：如何引用 bioRxiv 



 

详见：https://www.biorxiv.org/about/FAQ。  

 

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mplate:Cite_bioRxiv。 

（31） 参考文献问题 11：注意所有文献都需要在正文中被引用。当使用Word论文模版

且未使用 EndNote/Zotero等文献管理工具时，删除部分正文时不会自动删除参考文献，导

致参考文献中出现冗余。因此，强烈推荐使用文献管理工具，或直接使用 LaTex论文模

版。 

（32） 缩略语表：缩略语应该按照论文中的出现顺序排列。 

（33） LaTex 排版时的左引号：LaTex排版时，左引号用“``”。  

（34） 中文中的顿号不可用逗号代替：中文句子内部的并列词，应该用全角顿号(、) 分

隔，而不用逗号，即使并列词是英语也是如此。 

 

详见：https://github.com/ruanyf/document-style-guide/blob/master/docs/marks.md及国家

语委《夹用英文的中文文本的标点符号用法（草案）》。 



（35） 中英文混排中标点符号使用：基本规则是中文句子中夹用英文句子时，英文句子

两侧用中文引号标示，英文句子内部用英文标点符号。示例如下： 

 

（36） 中英文混排中的顿号使用：中文句子中夹用英文单词时，用中文顿号分隔；另，

一定不要使用逗号代替顿号。详见国家语委会《夹用英文的中文文本的标点符号用法（草

案）》，网址：

http://www.moe.gov.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5/01/13/20150113092346124.pdf。  

 

（37） 数学公式中的句号：数学公式中的句号，有使用“.”和“。”两种形式。使用

“。”有时会有风险，比如“%。”容易看成千分之一，“t。”容易被看成“t_o”。 

因此，在数学和物理书中常常使用“.”，而不采用“。”。比如人教版初中数学课本

中使用“.”。不过，使用“.”也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是半角字符；在中文文本中采

用“.”，会造成排版不美观。 

到底使用“。”还是“.”，并不是一个有定论的严格规定：1995年，国家语委发布了

GB/T 15843-1995 号标准，对标点符号的用法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其中一条为：句号的形

式规定为“。”，另一种小圆点的形式的句号“. ”，一般在科技文献中使用。2012年，国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又对标点符号的用法进行了更新，发布了 GB/T 15843-2012 号标准，

直接删掉了小点点的形式“. ”，只留下了空心小圈圈这一种情况。 



 

一种兼顾排版美观和常用规范的方式是：中文句子采用“。”结尾，但是在公式的后

面，使用“.”结尾（有时 LaTex公式里无法显示中文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