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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学号: 20000xxxxx
(实验日期: 2025/03/15, v2.1.6)

此部分为摘要. 200–300 字, 文章概述, 一句话指出实验对象以及为什么重要,
一句话说明用什么方法研究什么问题做了什么事, 一两句话由此得到什么结论和
最重要的定量结果, 进而有何意义. 摘要中不用缩略词, 不用第一人称. 本文档为对
PKUMpLtX 的使用示例, 灰色部分为额外针对 LATEX 模板使用的说明或是一些能提
升输出效果的琐碎细节. 也请注意查看源文档 template.tex 中的注释.
关键词: 关键词 1, 关键词 2, 共 2–4 个

I. 引言

研究论文引言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所研究领域背景和现状, 有待研究的问题, 本研究
的物理目的和主要方法. 一段话写本工作背景、为何重要和现状, 一段话陈述你要研究
的问题. 引言一定要切合报告正文, 不能漫无目的地介绍背景, 要快速地将读者引导到报
告主题上. 引言篇幅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变化, 但最长不应超过报告文字篇幅的 1/3.

引言撰写可以参考实验讲义和资料, 可以概括复述, 但不能抄. 这里是一个对实验教
材 [1] 的引用示例. 注意在 \cite 命令前后适当添加空格. 可以连续引用. 引用标记要出
现在标点之前 [2, 3]. 引用处理使用 BibTEX; 对于外文期刊, *.bib 格式的引用数据很容
易从出版商获得; Google 学术和百度学术等文献搜索引擎也提供以 *.bib 格式导出的
功能. 这里是对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的报道的引用 [4].

II. 理论

可选, 概括本实验必须的理论. 给出后面会涉及到的物理量和重要公式的定义, 公式
应编号. 自然对数的底、虚数单位以及圆周率国标 [5] 和 ISO [6] 都推荐为正体 (虽然国
际学界并不怎么实行这点), 本模板提供了 \ii, \ee, \jj, \uppi 作为简写, 如

eiπ + 1 = 0. (1)

注意公式应作为句子的一部分在末尾给出必要的标点符号. 上式可以交叉引用为式 (1).
此外, 摄氏度和度在 2020 年初后已可在 LATEX 中的非数学模式直接打出 [7], 比如

\textdegree (°) 和 \textcelsius (℃, 虽然国际计量局 [8] 和 Unicode 联盟 [9] 都更推
荐使用 \textdegree{}C 的写法, 写成 °C). 再比如, \textmu (μ) 可以给出微米需要的
正体词头符号. 你也可以使用 siunitx 宏包 (参见 README.md) 来帮助你管理单位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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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插入图片以及加说明文字. 推荐使用相对大小插入图片, 比如这里是
0.8 倍当前区域文字宽度 (\linewidth). 推荐对实验装置图和数据图使用矢量图插入

III. 实验装置

在此部分需要成段介绍实验方法和条件 (不是罗列操作步骤), 交待清楚到别人能重
复你的实验结果的程度. 此外, 还需表明你已尽了最大努力来提高实验精度和结果的可
靠性 (简单的不确定度估计可以在此节给出, 复杂一些的可以放到分析讨论部分).

首先应给出一个实验装置示意图. 例如, 如下同学的示意图图 1 非常清晰, 值得借鉴
(各关键部件也可标在图中).
这里使用了 \autoref 命令来自动给出带类型的交叉引用, 注意在命令前后适当使

用空格以给出最好的显示效果.小节,表格,公式等都可如此引用,如:小节 II,小节 IVA,
小节 IVA1, 式 (1), 表 I, 附录 A, 第 3 页. 交叉引用的标签尽量取得有意义.

实验仪器和方法不是像普物实验报告那样将所有实验器材列出, 而是要用介绍功用
的方式成段给出. 用几段话介绍 Setup 各部分物理参数和装置的核心部分（和达到的实
验条件）. 实验条件不仅是指直接影响实验结果的实验参量, 而且还包括影响实验质量
和可靠性的因素, 如室温、空气湿度、基真空、原材料纯度等. 用几段话概述实验的操作
步骤和重要方法.

IV. 结果及讨论

此部分是实验报告的主体, 应占报告篇幅的一半以上. 依自己意愿, 结果与分析部分
可以分多个小节, 甚至可以将实验结果和对结果的分析讨论拆分为两节.

实验结果应尽量以图表的形式给出. 每一个图表都应该是完整的, 即阅读图表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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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 表格示例a

居中 数值 b 靠左 靠右

a 0.12 a a
bbb −100 bbb bbb
ccccc 50.8 ccccc ccccc

a 表格标题要简明扼要; 注意使用 revtex4-2 提供的 ruledtabular 环境生成首尾双横线的表格. 表格中
的脚注会自动加在表尾. 为方便, 提供了 \mc 作为 \multicolumn 的简写. Tables Generator 网站可以
方便地生成 LATEX 表格.

b “数值” 列使用了 d 列格式来按小数点位置对齐. 记得将 d 列的列标题单独设为居中. siunitx 提供了更
为复杂的小数点对齐功能, 请参考其文档.

以不必依赖正文. 图是最重要的（能画图不列表）能独立读懂. 围绕图表（例如图 2 给
出，或者如图 2 所示...）叙述什么物理条件下得到结果，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A. 表格

1. 表格

表是被一系列横线隔开的有序排列的数据, 报告格式要求最上和最下两条横线为双
横线. 此双横线格式可以通过 ruledtabular 环境和 \colrule 命令实现. 例表为表 I.
从表 I 可以看出, 对表中各项的注释应作为表的一部分放在表后, 而不是页脚或文

尾. 在表格中使用 \footnote 命令时 LATEX 会自动将注释放在表尾. 但正文中的注释按
照 AIP 的要求 (以及 revtex4-2 的实现) 是会和各引用项共同编号并作为参考文献列表
的一部分的. 因此, 只要你在正文使用了 \footnote, 即使你没有引用任何文献 (这一般
不太可能), 也需要用 BibTEX 处理. 这里是一个尾注的例子 [10].

当原始数据和处理过的数据常需要出现在同一表中时, 用软件来处理会非常方便.
但出现在实验报告中的表应具有上面给出的例子的格式.

B. 数据图

每个图应尽量让读者不看正文就能基本理解图的含意. 应包含: 图名、轴名、轴、刻
度、标尺、数据点、曲线、图例、标注和图注等部分. 最常用的作图软件有 Origin 或
MATLAB. 学习使用基本的数据处理和作图工具软件也是课程的基本内容. 课程也鼓励
大家使用 Python 语言编程作图. 逐点测量得到的函数关系要同时用表格和图给出. 数
据点过多可以将数据放到附录. 这里 “逐点测量得到的函数关系” 还是要自己把握一下,
像那种几千个数据点的能谱当然就没必要放原始数据表了. 需要作比较的多条曲线要画
在同一图上. 为避免读者在图表和正文间反复跳跃阅读, 正文叙述应紧邻图表, 正文中也
要对图表作必要的说明.
图 2 是一张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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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这是数据图的例子. 在图的 \caption 中应简要说明图中表达的内容, 并对各种符号、线
型、颜色的意义做出说明. 如果有多格数据图, 应清晰地分别做出解释说明. 图中的关键性文字
(比如轴名和图例) 的大小最好能和说明文字中的文字大小相当. 关于坐标轴名和单位的标法, 可
以参看美国物理学会的说明. 本图是用脚本 figgen.py 生成的

C. 对分析的要求

对于预料之外的实验结果, 必须首先小心证明其可靠性. 读者只有在相信你的实验
结果时才愿意花时间看你的分析.

必须用文字归纳整理出正式的实验结果或结论. 可信的实验结果是课程报告最重要
的内容. 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工作者, 分析解释出错并不丢脸, 实验结果不被采信则是致命
的. 教学实验的结论往往是预先知道的. 所以, 教师更关心的是你的说理过程. 一般说来,
单由课内实验的结果不足以能得到明确的结论. 此时, 你可以引用他人的研究结果来帮
助帮助自己的论证, 但必须注明出处. 确实不能得到明确结论时, 可以给出几种可能结论
并指出可以再做哪些实验来帮助作进一步的判断. 总之, 分析讨论部分要做到: 论据要
valid, 论证要 reasonable, 结论要 convincing.

V. 结论

文字写一段, 一段话概括本工作. 首先要给出实验结果, 然后再给出由实验结果分析
得到的结果和结论．加强结果与讨论中最重要的发现和意义. 此部分给出的内容要比摘
要中的全面, 用词要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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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思考题

1. 可以把每道思考题的题目分别作为小标题

然后书写解答.

附录 B: 近代物理实验报告写作要求

物理实验的结果最终需要以论文或报告的形式向同行或公众报道. 外界也主要基于
这些论文或报告来评价一个实验物理工作者. 所以, 课程实验报告的撰写是北大 “近代
物理实验” 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要的评分依据.

北大近代物理实验课要求按研究论文的形式来撰写课程实验报告. 和任何期刊一样,
近代物理实验课对学生提交的课程实验报告也有内容和格式上的要求. 学生应依照课程
提供的课程实验报告模板来撰写自己的实验报告.

课程提供的课程实验报告模板综合了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 期刊和
中国《物理学报》对稿件格式的要求.

本实验报告模板各部分的文字给出了相应节写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报告写作的一般事项

1. 课程实验报告应假定读者既不是已知全部实验细节的指导教师, 也不是缺少专业
知识的公众, 而是同领域的实验研究者, 或审稿人. 不能要求读者要在读过课程讲
义后才能读懂课程实验报告.

2. 文本和物理量单位用正体, 物理变量符号用斜体, 矢量矩阵符号用黑斜体. (physics
宏包提供了大量的方便的物理中常用符号的排版工具, 请参考其文档使用)

3. 使用国际标准的缩略词, 符号和法定计量单位时应全文一致, 正文中的缩略词在首
次出现时写出全称, 后附缩略词, 并用括号括起; 之后直接用缩略词, 不再写全称,
如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

4. 全文标点符号除 “顿号” 外, 其他用英文半角标点符号. (推荐的格式中, 英文单词
和数字应与汉字之间插入一个空格; 半角标点符号应如英文一般, 在逗号, 句号, 分
号等后方插入一个空格; 在引号, 括号外侧各插入一个空格; 连续出现的标点符号
之间的多余空格则应删除. 但是, xeCJK 宏包基本上自动为你在最终的 PDF 文稿
中完成了这些事情. 此外, 如果你觉得半角符号配中文太丑, 请参见 README.md 中
介绍的标点选项)

5. 公式、图和表要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列序号. (这点 LATEX 可以为你代劳) 公式和
图表要达到可发表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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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不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到的内容都应该引参考文献. 不能大段引用同一参考文献.
对复杂问题, 应该优先考虑引用参考文献得到结果. 对简单一些的问题才鼓励独立
思考. 只能引用正式出版物, 不能引用他人实验报告.

7. 模板中的未尽事项可以参考 AIP Style Manual 4th-edition (可从课程网站下载).
(也可参考 revtex4-2 的文档)

8. 较长的推导和说明可以作为附件提交, 不占用报告篇幅.

9. 思考题不是报告的组成部分. 应另起一页附在报告的最后. (比如作为附录)

附录 C: 对 LATEX 中标点输入的额外说明

LATEX 中对 dash 有所区分,

连字符 hyphen co-operate → co-operate
连接号 en-dash 14--19 → 14–19

英文破折号 em-dash Yes---or no? → Yes—or no?
减号 $-1$ → −1

中文破折号 (——) 就按一般习惯的用输入法输入即可. 其实中文破折号就是两个连着
的 em-dash, 但两种输入方式使他们输出字体不同.

LATEX 中半角引号使用如下映射进行输入. 左引号的符号为 Esc 键下方的锐音符.

单引号 ` → ‘ ' → ’
双引号 `` → “ '' → ”

美式连续嵌套引号 ``` → “‘ '{}'' → ’”
英式连续嵌套引号 `{}`` → ‘“ ''' → ”’

注意其中 {} 起到的分组作用.
此外, 如果想使用全角符号同时想使用实心点格式的句号, 可以使用 quanjiao 选

项. 源文档中的 “。” 会被自动替换成 “．”. 这时, 也就可以风格统一地直接使用中文输
入法给出的引号 ““”‘’” 而不用管前面提到的映射了. 具体请参见 README.md 中介绍
的标点选项.
其实“和 “以及”和” 分别是同一个 Unicode 字符, 只是被分配了不同的字体.

附录 D: DIY 字体效果测试

下面分别展示衬线, 无衬线和等宽中文字体效果, 便于检查基线高度等问题.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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