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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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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的主页，由CERN维护。

基于面向对象设计的数据分析软件框架！



ROO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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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Interface
 GUI: Browsers, Panels, Tree Viewer
 Command Line interface: C++ interpreter CINT
 Script Processor (C++ compiled  C++ interpreted)



• Calculator root 
[0] 1+1
root [1] 2*(50+91)/12.
root [2] sqrt(3.)
root [3] TMath::Pi()

 ROOT 介绍

> root -h
Usage: root [-l] [-b] [-n] [-q] [file1.C ... fileN.C] Options:
-b : run in batch mode without graphics
    以批处理形式运行不显示图， 远程操作需要，减少等待时间和流量。
-n : do not execute logon and logoff macros as 
specified in .rootrc
-q : exit after processing command line script files
    运行完脚本文件后自动退出, 非常有用，在脚本中运行root需要。
-l : do not show the image logo (splash screen) 5

https://root.cern/manual/first_steps_with_root/


ROO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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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OOTSYS/tutorials: contains many example scripts. They assume some 
basic knowledge of C++ and ROOT

                copy them to your home directory and try!

l You can find sample program of next two paths:
      /scratchfs/bes/wwangbo/draw/draw/       (ihepc)
      /ustcfs/BES3User/2021/bwang/draw/                  (ustc)

draw1.cxx and draw2.cxx are used to draw figures opetree.cxx is 
used to modify tree in the root file

l Some Reference：https://root.cern/learn/



draw1.cxx

读文件 建立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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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需要绘图的root
文件

输入root中待分析的 
tree

创建一个新的直方图，bin
指的是区间数,lo,up指的
是上下限



建立画布 将变量加进直方图

将Tree中的 mrho画
在画布上

设置图像的具体
细节，比如线的
粗细，点的大小，
坐标轴名称之类
的

draw1.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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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堆积图 一般用来描述本底

画出直方图

draw1.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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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1.cxx

设置图例

设置箭头

设置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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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1.cxx



另一种读取root的方式

另一种将变量填入直方图的
方式，这里的data,back1,2
啥的都是前面的定义过的直
方图

这样可以一次性读
取多个root文件

draw2.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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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画布分为两部分，打开第一部分（内容与draw1.cxx类似）

打开第二部分，使用已
知数组画图，这里等于
画了一个函数的散点图。

draw2.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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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式画图与超简单拟合

新定义一个函
数绘制其连续
图像

对刚刚绘制的函数
散点图进行拟合

draw2.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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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2.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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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Tree.cxx

读取文件和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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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Tree.cxx

综合性操作 加减branch 添加cut条件



复制tree

添加cut条件

写入新文件

opeTree.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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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初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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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拟合

我们的数据一般是一些离散的点，我们用比如极大似然值

法，得到一个最好的参数化公式去描述数据。

• 为什么拟合

我们得到的参数化公式往往可能蕴含某种物理规律。比如

粒子物理最常见的去拟合不变质量谱得到一个BW函数，

就是研究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共振态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Fit Methods：
Maximum Likelihood (ML) Fit
�2 Fit



RooFit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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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it?
• A powerful toolkit for modeling the expected distribution(s) of events in a 

physics analysis
• Primarily targeted to high-energy physicists using ROOT
• Originally developed for the BaBar collaboration by Wouter Verkerke and 

David Kirkby.
• Included with ROOT v5.xx

Documentation:

• http://root.cern.ch/root/Reference.html – for latest class descriptions.   
RooFit classes start with “Roo”.

• http://roofit.sourceforge.net – for documentation and tutorials

Tutorials:
• Dig $ROOTSYS/tutorials/rootfit

http://root.cern.ch/root/Reference.html
http://roofit.sourceforge.net/


Basic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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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athematical objects are represented as C++ objects



常用的PDF类型

22

• RooGaussian

• RooExponential

• RooPolynomial

• RooChebychev

• RooBreigWigner

• RooArgusBG

• RooBiFurGauss

• RooCrystalBall

• Gaussian

• Exponential

• Polynomial

• Chebychev polynomial

• Breit-wigner

• Argus

• Bifurcated Gaussian

• Crystal Ball

这些都算作前面提到的RooAbsPdf！！



常用的PDF类型

Bifurcated Gaussian

Ar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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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PDF类型

Crystal 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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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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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我们要进行的操作是：把一个用参数(RooRealVar)描述的

PDF(RooAbsPdf)(比如一个用mean值和sigma值描述的gaussian分布)

，去拟合到一个数据集(RooDataSet)上面，让程序去根据自己的算法

，找到这些参数最好的值，来让这个PDF最精确地表述这个数据集。

No perfect estimators !!



复制一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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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到自己的主目录下随便创个文件夹，进去之后cp:

• cp –r /besfs5/groups/jpsi/jpsigroup/user/qinlongyu/shareble/roofit ./

• cd roofit

• source ROOT6_24.csh

对于某些复杂的拟合，root版本的差别对拟合结果会有挺大的影响(建议用root6)

• vi gauss1.cxx



一个简单的例子

• vi gauss1.cxx

定义两个plot(类似于TH1F)和一个画布

在左边的画布上画出前面产生的
dataset,以及初始条件下的guass1

在右边的画布上画出前面产生的
dataset,以及拟合后的guass1

先定义一个高斯pdf（gauss)

用这个高斯pdf产生了一个dataset

定义参数不一样的高斯pdf（gauss1)

27



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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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卡方最小值

拟合结果

Estimate Distance to Minimum，越小越好

OK表示拟合成功

相关系数

29



进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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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工作当中，我们的dataset一般是会从root文件里面引入

• 而且dataset的构成会比较复杂，一般不会是一个高斯分布就能很轻易描述

• 需要各种pdf按不同的权重求和(RooAddPdf)，构成新的pdf以描述更复杂的
dataset.



复杂一些的例子1.0

• vi omegabw.cxx

读取ROOT文件

定义gauss0，bw0

卷积gauss0、bw0为conv1
（描述信号）

定义切比雪夫多项式
（描述本底）

将 conv1 和 bkgo0 相 加 
RooArgList为信号和本底
的事例数，可以通过拟合
得到具体的事例数

画出拟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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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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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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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阶操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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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时候某些pdf是没法用公式去描述的，找不到或者不存

在公式去描述(或者说我就是不想用公式)，而我们需要这些PDF，我们就会

想办法在物理上产生相近的PDF。比如我们可以从信号MC，收集一些事例

构成dataset，然后由dataset去产生这个PDF。这种方法可以由任意的 dataset

来生成对应的PDF。



复杂例子1.1

这里和上面的例子
的区别是，把BW分
布，换成了由我们
自己的的dataset生
成的一个PDF

• vi omegasigmcfit1.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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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例子1.2

这是另一种生成PDF
的方法，即先把数据
填到一个hist里面，
再由这个hist来生成
一个PDF。该方法较
上一页的方法相比稍
微粗糙一些，但是快，
在生成PDF的数据量 
很大的时候适用。

• vi omegasigmcfit.c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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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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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合还有很多可以的操作，比如

 需要拟合的数据量巨大的时候，可以把数据分成bin拟合，速度会大大加快

 如果需要同时进行多个量拟合的时候，会有二维单位的拟合，即那种联合概率密

度函数。

 dataset很难拟合上的话，可以进行多次迭代拟合(拟合本身就是一种迭代！)，

以得到更有的结果。

 还可以自己编写PDF函数，写成头文件或者写成包之类的，后面可以自己用。

 blablabla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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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进行资料查阅的话，可以到ROOT的官网里面的reference里面去搜索，

也可以直接在bing搜索某个函数。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不要自己一直纠结，

狠狠抓师兄们！(root作为工具我们的要求是熟练地用，而不需要自己去浪费太

多时间)

• ROOT自带的tutorial就很好用，里面有很多东西,大家可以把整个tutorial目录 

cp到自己的目录下，随便运行进行尝试(里面有roofit的部分，也有各种别的

部分):

 cp $ROOTSYS/tutorials ./



本次入门教学到此圆满结束！！
感谢各位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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