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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节 简介
宏包允许用户指定正文行距相比于正文字号的倍数（通常建议设置

在 1.5至 1.67之间），以及脚注行距相比于脚注字号的倍数。另一方面，由于数学
公式主要是由西文字符构成的， 还能将数学公式的行距“恢复”成西文
较为紧凑的行距（通常为西文字号的 1.2倍），使得全文的视觉密度较为均匀。最后，
本宏包还支持按照Microsoft Word进行“多倍行距”排版。

1.1 宏包依赖
本宏包是针对中日韩文的横排文档设计出来的，它依赖于下面这些宏包：

・ 宏包：为用户提供载入本宏包的键值选项。
・ 宏包：实现精确的浮点运算，属于 宏集的一个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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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包：处理脚注行距与数学行距时需要打补丁。
・ 宏包：只有在恢复数学行距为西文行距时，才会载入这个宏包。

请确保你的 TEX发行版里已经安装好了以上这些宏包的最新版本。

1.2 中西有别
在西文排版里，相邻两行基线（baseline）之间的距离称为行距（leading，发

音为 led-ding）。这个词的词根是 lead，即铅。早在铅字时代，每当工匠填满一行
铅字之后要开始填下一行，都会在两行之间插入铅条，从而适当地扩大行距。因为
西文的每个字⺟四周与其字框（em-box，⻅图 1）之间有较大的空隙，所以不需要
插入很高的铅条。一般来说，西文的行距为字号（font size）的 1.2至 1.45倍1。

←基线（baseline）

←平均线（mean line）
←大写线（cap line）M? An example

图 1：西文字体。绿色方框即为 em-box，它在纸上的实际边⻓就是西文字号。

中文排版虽然没有基线的概念，但有非常相似的概念：底线（ideographic base-
line，⻅图 2）。中文里相邻两行底线之间的距离，与西文里行距的概念是一致的。另
一概念是上一行底线和下一行顶线之间的距离，即行间距（line gap），这与西文里
插入铅条的高度是一致的。由于汉字四周与其字框间的空隙较小，所以需要使用比
西文更大的行间距。根据场合不同，行间距从字号的 1/4至 1倍不等：以中文书刊
为例，行间距一般为字号的 1/2至 2/3倍2，即行距约为字号的 1.5至 1.67倍。

←底线

←中线

←顶线中国方块字
图 2：中文字体。汉字字面几乎占满整个字框，字框的边⻓即为中文字号。

在一般情况下，CTEX会默认用 这个文档类选项将中文的行距
设置为字号的 1.56倍（基础行距是字号的 1.2倍，而 1.2 × 1.3 = 1.56）。通过这种
方法扩大全文的行距，自然会影响到文章里数学公式的行距。而数学公式主要是由
西文字符构成的，把它们按照中文的行距进行排版，就会显得有些松散。图 3左边
是 CTEX默认排版效果，文本、数学看似一紧、一松；右边是配合用 的
效果，视觉密度比较均匀。 宏包还允许用户调整数学行距的大小。

1参⻅ 。
2参⻅张胜涛、王忆波著《方正⻜腾 4.0实用培训教程》，第 6.1.1节。

https://practicaltypography.com/line-spac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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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数学行距对比。在左图中，大矩阵 与分类 两个环境受到影响，
行距都被扩大了；但第一行文本里的小矩阵与末尾公式里求和号的下⻆标却
没有受到影响，行距仍然较为紧凑。在右图中，数学公式的行距都是西文的
行距，密度比较均匀，行间公式里的大括弧、大括号也不会特别突⺎。

综上所述，在进行中西文混排时，最好能够区分中文与西文的行距。在使用
时，就可以分开处理中文文本与数学公式的行距。用户甚至还能分别指定

正文行距与脚注行距，实现灵活的排版。同时， 宏包能恢复各种“多行”
数学环境（包括矩阵、分类、多行公式推导等等）的行距，使数学公式的行距符合
西文行距的规范。
最后， 宏包还支持用户在一定范围内按Microsoft Word的“多倍

行距”进行排版3。用户可以指定“多倍行距”的“倍数”，但是这只保证用 TEX排
出来的文本行距与用Microsoft Word排的行距相同。硬要用 TEX模仿Microsoft
Word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第 2节 功能介绍
首先，请避免使用“多倍行距”这个概念：Microsoft Word中“单倍行距”的

值严重依赖于字体（参⻅第 2.4节）。在严格排版的时候，一般都会给定具体的字号
与行距，例如字号 12磅、行距 22磅。对于一般的用户，指定目标行距相比字号的
倍数即可 宏包可以自动提取基础行距（即 TEX中的单倍行距）相比
字号的倍数（详⻅表 1），再通过用户指定的倍数来计算所需的行伸展因子。因此，

3本宏包默认假定“被要求”用的字体是中易系列字体，这包括Microsoft Word里的“宋体”、“黑体”、“楷体”
与“仿宋”。若改用其他字体，可能需要调整 的值。参⻅第 2.1节与第 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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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中日韩文还是西文的横排文档，都是可以使用本宏包的。本宏包的缺省设置
更适合中日韩文文档。

表 1： 与 各个文档类选项设置的基础行距倍数。

文档类选项 正文基础行距 脚注基础行距
1.2 1.2
1.2 1.2
12/10 9.5/8
13.6/10.95 11/9
14.5/12 12/10

2.1 载入宏包时的键值选项
载入 宏包时可以设定六个基本的键值选项，它们分别是：

⟨real⟩ 指定正文目标行距相比于正文字号的倍数。以书刊
为例，建议设置在 1.5至 1.67之间。缺省值是 ，即 1/2的行间距。

⟨real⟩ 指定脚注目标行距相比于脚注字号的倍数，它可以
比正文的倍数稍小一些，建议设置在正文倍数的 98% 至 100% 之间。缺省值
是 ，即大约为正文倍数的 98.67%。

⟨bool⟩ 指定是否要将数学公式的行距恢复成西文基础行距。
缺省值是 ，即恢复数学行距。该选项为真时，会自动载入 宏包，
此时还能利用 ⟨real⟩ 命令微调数学公式的
基础行距。

⟨bool⟩ 在排版论文时，如果被要求按照Microsoft
Word来设置“多倍行距”，那么用户可以将该选项设置为 ，并通过设置

指定“倍数”，这会忽略用户之前指定的正文行距
与脚注行距倍数，但是与数学行距的设置独立。该选项的缺省值是 。

⟨real⟩ 设置MicrosoftWord“多倍行距”的“倍数”，
仅在 为真时生效。缺省值是 ，在不修改

时，相当于设置了目标行距为字号的 1.49140625倍，
适用于中易字体（参⻅第 2.4节）。

⟨real⟩ 设置MicrosoftWord的“单倍行距”相比字号的
倍数，仅在 为真时生效。缺省值是 ，
适用于中易字体（参⻅第 2.4节）。若改用其他字体，则需调整该选项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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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载入宏包后的用户命令
2.2.1 调整数学公式的行距

当键值选项 为 时，数学公式的行距被恢复成字号的
1.2倍。对于某些字面较大的数学字体（例如类似 Palatino的字体），这个基础行距
会显得过小。此时，用户可以通过如下命令微调数学行距：

⟨real⟩ 如果数学字体来自 或是 TeX
Gyre Pagella Math，那么数学行距在字号 1.2倍的基础上再扩大 1.05倍更加
合适。此时，只需指定 即可。

本宏包恢复的多行数学环境包括：
LATEX环境 ；

宏包各环境 ， ， ， ， ， ，
， ， ， ， ， ， ， ，

fl ，fl ， ， ， ， ， ，
， ， ；

宏包各环境 ， ， ， ， ，
， ， ， ， ， ， ， ，
， ， 。

超出上述列表范围、用户自定义的数学环境，可用如下命令恢复其行距：
⟨env name⟩ 使用范例：本宏包恢复数学环境

的行距，通过 实现。
注意，在 为 时，

与 无效。

2.2.2 调整西文文本的行距

与数学行距命令对应，本宏包还提供两个调整西文文本行距的命令，用法类似。
⟨real⟩ 如果西文字体来自 或是 TeX

Gyre Pagella，那么可以指定 。
⟨env name⟩ 使用范例：假设文中的表格仅含

西文、数字，此时如果想要文本环境 的行距与西文行距一致，可通过
实现。

如果作者没有顾及到某些基本环境（数学或文本），鼓励用户向 的
GitHub维护⻚提供相关信息。

https://github.com/CTeX-org/ctex-ki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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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范例
下面以 CTEX提供的 文档类为例，展示 的使用方法。

例：直接载入

正文测试。

例：设置正文行距为字号的 1.6倍

设置正文行距倍数为
设置脚注行距倍数为
缺省数学行距倍数为

正文测试。

例：按照Microsoft Word设置“1.62倍行距”

按照 设置 倍行距。

例：中文正文里需要插入成段的西文

如果插入的西文是引用参考文献的段落，那么使用 或 环境就
比较合适。此时，可以直接在引用环境内部使用 ⟨real⟩ 命令，建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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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设置在正文行距倍数的 0.7倍左右。例如，在载入 宏包后，正文
行距为字号的 1.5倍，那么 就比较合适（1.5 × 0.7 = 1.05）。

下面引用一段出自英文文献的段落：

此处数值为正文行距倍数的 倍左右

2.4 Microsoft Word中的“单倍行距”
Microsoft Word中“单倍行距”的设置，其行距值相比字号的倍数严重依赖于

字体，甚至还可能因为操作系统的不同而迥然不同。表 2列出几种常⻅字体对应的
单倍行距倍数。正是因为“单倍行距”本身随字体、操作系统而变化，所以请尽量
避免使用“多倍行距”的概念！

表 2：在Microsoft Word中设置“单倍行距”后，实际的行距依赖于字体。

字体名称 “单倍行距”除以字号的倍数
Arial 2355/2048 = 1.14990234375
Times New Roman 2355/2048 = 1.14990234375
中易系列字体 332/256 = 1.296875
华文中宋（Windows） 1479/1000 = 1.479
微软雅黑 Light（Windows） 3400/2048 = 1.66015625
微软雅黑 Regular/Bold 3513/2048 = 1.71533203125
华文中宋（macOS） 1723/1000 = 1.723
微软雅黑 Light（macOS） 3542/2048 = 1.7294921875
苹方（macOS） 1820/1000 = 1.82
思源宋体 1.001 1869/1000 = 1.869
思源黑体 2.000 1882/1000 = 1.882
思源黑体 1.004 1924/1000 =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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