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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数理统计的入门教科书 ，共分四篇 １４章 。主要介绍数理统计的

基本知识以及一些最基本的统计推断方法 。本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紧密联

系社会实践 ，由实际例子引入数学概念 ，结合例子讲解概念和方法 ，并有大

量涉及 ２０多个学科 、门类的例子作为练习 。大部分练习都附有答案 ，便于

自学 。

本书适合统计专业大学生 ，亦可供数理统计初学者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础统计学（原书第 ８版）／（美）约翰逊 （Johnson ，R ．） ，（美）库贝 （Ku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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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说 明

　 　 　生物学

　化学

　地质学

　教育

　农业／林业

　公众意见

　政治科学

　商业／经济

　物理学

　社会学

　医药／健康

　心理学

　环境研究

　工程／技术

　日常生活

　运动／娱乐

　法律／军事

　计算机用公式

　计算器用公式

　手算公式

　公式定义



前 　 　言

目的和必修的前提

本书是用作导引性课程 、是为工作中需要统计知识但没有很强数学背景的学

生而写的 。统计需要使用许多公式和偶尔需要解简单的代数方程 。那些没有完成

中级代数学习的学生 ，在学习本课程之前 ，作为必修的准备 ，至少应当完成一学期

大学数学的学习 。

我们的目标

枟基础统计学枠第 ８版原先的目标是提供一本真正易读的教科书 ，它在与个人

经历相关联的范围内介绍统计以促进学习 ，理解并增加学习动力 。简而言之 ，我们

的目标是一本清楚明白且饶有趣味的导引性统计教科书 。

统计是一门很实际的学科 ，是随着我们社会变化需要而发展的学科 。今日之

学生是特殊文化环境的产品 ，与几年前的学生不同 。在本教科书中 ，我们是以作为

学习我们周围世界有用的工具来陈述统计学的 。在学习描述性的和推断性的概念

时 ，学生们将会发现它们在诸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商业 、经济以及工程这样一

些领域现实世界中的应用 。

不断发展中的重要特点

第 ８版继承了以下基本特点 ：

瞯 反映当前学生文化交往的风格 ；

瞯 很强的计算机风味 ，附有许多有注解的输出 ，练习和指令 ；

瞯 焦点在解释计算机输出上 ；

瞯 案例学习是建立在有趣场合和使用现实数据的基础上的 ；

瞯 第 １章介绍变异性的思想 ，数据收集以及基本术语 ；

瞯 尽早地在第 ３章中 ，描述性地介绍了线性相关和线性回归 ；

瞯 用“代数语言”来表示用文字叙述的公式 ；

瞯 按从抽样分布 ，估计 ，假设检验到 p唱值的自然顺序来编排 ；

瞯 同时包含假设检验的 p唱值和古典方法 ；

瞯 确定 p 值的两个特别设计的表 ；

瞯 大量的练习集 ；



瞯 通过模拟说明统计理论的练习 ；

瞯 许多练习被设计为使用计算机或计算器来解 ；

瞯 简述四位著名统计学家的传记 。

本次修订版

在第 ８版中 ，我们希望以前各版的使用者评价下面的改进 ：

１畅全书的陈述更易于接受 ，更清楚且更加形象化 。

陈述更易于接受是因为它更少专业性 。例如 ，每章以“日常发生的事”类型作

为案例学习开始 ；它更清楚是因为并列的陈述允许在课堂上所用的技术与在别的

地方所用的技术易于进行比较（见 P ．７７） ；它更加形象化 ，这可以用假设检验的 p唱
值和古典方法的并列陈述来说明（见 P ．５０１） 。

２畅各章案例学习的作用已经扩展到成为该章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是为导引和

为总结性说明服务的 。

３畅为了易于比较 ，MINITAB（第 １２版） ，EXCEL （９７）以及 TI唱８３ 的指令都并
排列出（有多种不同于课堂上所用的那种技术的通道可以使用 ，所以这三种流行的

工具被同时展示 ，见 P ．４９６ ～ ４９７） 。

４畅对假设检验过程 ，重新安排样式是用来强调 p唱值和古典方法的可比性的 ；

这些改变反映在第 ８章到第 １４章中 。

５畅新加入了许多具有现实数据集的练习 。

６畅为了在参考时易于识别和查找 ，重要的术语都用粗体字显示使之凸现 。

７畅正在制作的一部带注释的教授版将会在不久后发行 。

８畅重写第 １章为了使其包括样本设计 。

９畅重新安排了组成第 ９章和第 １０章的各节 。关于方差的推断现在放在这两

章的最后一节 。

致教师 ：教科书作为一种授课的工具

本书的初衷是提供一本真正易于阅读的基础统计学课本 。各章被设计成通过

书中的材料吸引学生们的兴趣使其专注于学习 ，并以逻辑的手段一步一步引导他

们 。

P ．xv “学习开始前的准备”一节提供了每一章组成部分的简要说明 ，并对更有

效地使用本书的方法提出建议 。建议教师和学生都应认真阅读 。

头三章本质上是个导论 。第 １章是统计语言的介绍 ；第 ２章包括单变量数据

的描述性陈述 ；而第 ３章是二维数据的描述性陈述 。在本书中二维变量的材料在

此处被介绍是因为在学习第 ２章时 ，学生们常常会问关于两个数据集合（例如身高

和体重）之间的关系 。

　 · ii · 　 　 　 　 　 　 　 　 　 　 　 　 　 　 　 　前 　 　言



关于概率的两章（４和 ５） ，有意回避了排列和组合的概念 。代之以把此类材料

置于附录 A“计数的基本原理”中 ，使得当教师愿意时可以把它包括进来 。二项系

数则在第 ５章中与二项概率分布一起被引进 。

在某个给定的课程中 ，教学大纲的确定 ，教师有几种选择 。我们考虑把第 １章

到第 ９章看成是本课程的基本核心（第 ２ ，４和 ６章中的某几节 ，以及第 ３章的全部

可以省略 ，而不影响连贯性） 。随着完成第 ９ 章的学习 ，第 ３和 １０至 １４各章可以

随意组合起来学习 。然而 ，有两点限制 ：第 ３ 章必须先于第 １３章学习 ，而第 １０章

必须先于第 １２章学习 。

致学生 ：教科书作为一种学习的工具

统计不同于其他课程 ：

１畅它有自己广泛的技术词汇 。

２畅它是高度积累性质的 ，你在每一步将要学习的许多概念会成为本课程剩余

部分学习其他概念的基础 ；因此 ，没有掌握所介绍的每个概念可能会引起以后学习

很大的困难 。

３畅它需要非常精确的测量和计算（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误差在某些过程中常常

会被放大 ，并导致错误的答案） 。

４畅尽管统计是一个科学的题目 ，但它也是很实际的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

每个人都经常接触得到 。通俗的讲解和着重于普通的意义是作为一种学习工具的

本书的主要特点 。这种处理将允许你 ———只要你有必要的基本数学技能 ———以你

自己的方式相对轻松地去学习本课程 。这种处理的例子是 ：（a）例 １畅１（P ．１５） ，它

用来再次强调 １畅２节中所陈述的八个基本定义的意义 ；（b）第 ２ 章的“本章目的”

（P ．３９） ，用大家熟悉的情况来点明第 ２章的主题 。

在写作本教科书时 ，我们的目标是促动你并使你专注于正在学习的统计 。请

转到 P ．xv页阅读“学习开始前的准备”一节 ，为使你在学习统计中获得成功 ，该节

就你能更有效地使用本教科书的某些方法做出了简要的说明 。

感谢

我们从别的书借鉴了很多 。出现在本教科书中的许多思想 、原理 、例子和进展

都是从这些源泉激发的思想中产生的 。

衷心感谢来自 Monroe Community学院的学生和同事们对本教科书的成长给
予的帮助和鼓励 。另外 ，特别感谢所有那些阅读并对本版和以前各版提供建议的

评论者 。 （下略）

罗伯特·约翰逊

帕特里夏·库贝

前 　 　言 　 　 　 　 　 　 　 　 　 　 　 　 　 　 　 　 · iii · 　



译 者 前 言

这是一本颇具特色的数理统计入门书 。

本书特点之一是阐述概念清楚 ，叙述详尽 ，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内容丰富 ，图

文并茂 。本书是为数学基础不深但工作上需要统计知识的人们编写的 。它避开了

深奥的数学理论推导 ，全面介绍了基础统计学的主要内容 。是一本自学者不可多

得的好书 。

特点之二是紧密联系实际 ，强调趣味性 。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入手 ，引入

新概念 、新方法 ，自然而有趣味 。同时每章还精心挑选了若干“案例学习” ，结合这

些有实际背景的案例学习 、深化已学到的统计知识 ，使版面更加生动活泼 ，更加贴

近社会 ，贴近生活 ，以激发读者的求知欲 ；有些“案例学习”则对统计实践中可能碰

到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也给读者留下深入思考的余

地 。

特点之三是学以致用 ，强调实践 。本书收入大小练习题 １７００ 余道 ，大部分题

目都附有答案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练习题中大部分都有实际背景 ，内容遍及社

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展示了统计应用的广泛性 。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 ，自然而

然会领悟到统计的实用性本质 。此外 ，许多练习题中 ，除要求学生解答实际问题

外 ，同时还提出一些带启发性的思考问题 ，诱导读者养成解统计问题时联系实际情

况去思考的习惯 。全书共四篇 ，每一篇的最后都设置了“用你自己的数据工作”一

栏 ，引导学生勇于实践 ，用已经学到的知识 ，自己设计研究课题 ，自己收集数据 ，自

己解答问题 。

特点之四是强调现代化工具 ———计算机的使用 。今天 ，实际统计工作已离不

开计算机的应用 。本书在介绍每个重要概念 ，每组公式及每种统计方法之后 ，都附

有三种计算机或计算器的指令 ，并鼓励有条件的读者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其中一

至二种试用 、练习 。这样做不仅可免除学习中许多烦杂的计算工作 ，省出时间 ，集

中注意于统计概念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 ，而且也为日后独立使用计算机解决实际

的统计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

此外 ，本书的编排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本书栏目虽多 ，但脉络清楚 ，多而不

杂 ，安排符合教学规律 。每一章都是从一个贴近生活的“本章案例学习”开始 ，结合

这个实例提出与该章将要介绍的统计概念有关的若干问题 ，并以“本章目的”形式

点明该章所要学习的基本内容 ，从而揭开此章的序幕 。在学完全章基本内容之后 ，

又“回到本章案例学习”中去 ，以练习题的形式要求读者在学完了该章全部内容的



基础上 ，自己解答章首“本章案例学习”中提出的各个问题 ，初步检验学生是否已理

解和掌握了该章所介绍的内容和知识 。并在“回顾”栏内提纲挈领地对该章的要点

做出简要的评述 。章末设置的“本章实践测试”栏 ，便于读者自行了解对该章内容

掌握是否牢固 ，对概念理解有无偏差作一次自我检测 。同时 ，练习的安排也完全贴

近内容 ，很有层次 。 “边缘练习”紧贴当前内容 ，给读者初步练习的机会 ；“节末练

习”帮助读者对该阶段介绍的新概念和新方法加深理解 ，熟练方法 ；“本章练习”则

是对每章内容的全面复习 磁
。整个安排浑然一体 ，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

此它是一本成熟的好教科书 。在学习本书前 ，可先阅读一下“学习开始前的准备”

一节（它实际上是本书的一个“导读”） ，事前了解本书各栏目的格式和作者安排它

们的意图 。在这一节的最后 ，作者还对学好本书的方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可供参

考 。

为了保持原书的风格和特色 ，在翻译本书过程中 ，我们保留了原书的几乎所有

栏目 ；尽可能做到忠于原文 ，不删减每个“案例”和“练习”中的实际背景 。由于本书

篇幅巨大 ，“案例”和“练习”内容涉及众多行业 、领域 ，文中不乏各行业的专业词条

和“行话” ，且引用的案例插图文字过于简略 ，有的翻译难度很大 。我们为此花费了

大量时间和精力 。常常为了一个词条 ，一个名称 ，一句话反复琢磨 、查核 ，有时还请

教有关行家 、专家 ，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限于时间紧迫 ，加上我们水平有限 ，译文

中一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

书中所附的程序中夹带有若干说明 ，我们未作翻译 。因为我们想能够使用这

些指令的人 ，应该也能看懂中间夹带的附加说明 。本书虽已出版了八版 ，但个别地

方仍有微瑕 。在翻译过程中凡是我们发现的 ，都一一在译稿中予以修正 ，并以译者

注的形式说明 。本书的译稿 ，“前言” 、“学习开始前的准备” 、及第 １ ，２ ，３ ，１３章由屠

俊如完成 ，第 ４ ～ １２和 １４章及附录 A 、附录 B 、练习答案由洪再吉完成 。我们两人

分别对全书做了校对 。

衷心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过我们帮助的诸位同仁 、学者 。感谢洪胜菁 、何

冰同志为本书中许多章节作了大量的译稿打印和相应图表的改制 、刻录工作 。

屠俊如 　洪再吉

２００２年 １月

　 · vi · 　 　 　 　 　 　 　 　 　 　 　 　 　 　 　 　译者前言

磁 标明“练习 × × 畅 × × ”的 ，除各章末“回到本章案例学习”中的练习外 ，都是“边缘练习” 。 题号“ × × 畅

× × ”前无“练习”两字者为“节末练习”或“本章练习” 。 读者掌握此法 ，就能区分书中各类练习的性质 ，以利

于学习 。 ——— 译者注



学习开始前的准备

———学好基础统计学第 ８版的向导

　 　为了熟悉每章的组成和它们要达到的目的 ，请阅读本节 。

首先应该了解 ，学习统计学与其说像学数学 ，还不如说像学外语 。统计学所包

含的内容要比数学公式和数据更多 。统计学包括解决问题的过程 ，统计思想 ，数据

收集 ，取得数值的和图像的结果 ，以及探究这些结果的有关问题 。有时候统计需要

用数学 ，有时候它不需要 。每个人（和每件事）是一个个体而且是惟一的不同于所

有其他的个体 。然而 ，当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特性时 ，取自许多个体的简单变量的许

多值将共同形成一个模型 。统计学的一套方法就是用于描绘和帮助阐明这些模

型 。统计学用数学技术去量化被研究的思想并且把信息归结为易于图像处理或代

数处理的一个数值模式 。当概念变为由数量表示时 ，它们就变为数学的应用 ，而不

是数学本身 。

能够取一组数据和计算一个统计值（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等等）或画一张图

（直方图 ，散点图等等）同样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正在被研究事物的环境 ；

要了解涉及的变量 ；弄清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你还要学会分析这些数据和统

计的结果 。你的生活经验和对真实生活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理解统计学的基础 。不

要忘记统计是描述我们周围世界有关情况的这个事实 。在你们学习本书的时候你

们将会看到许多来自商业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和专业的统计

例子 。

为了最大限度地学好本书 ，应当熟悉本书的许多学习特点 。在后面若干页中

给出了本书包含的几个特色的例子并且提出了怎样最好地使用它们的建议 。主动

的投入统计学的学习是决定成功和满意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打开你们的心

扉 ，让你们的想象和你们天生的好奇心去开展工作吧 ！

学习开始前的准备

你不可能一进入你的车和开始驾驶就期望达到正确的目的地 。在你出发之

前 ，你必须知道你要去哪儿和走什么样的路线 。学习统计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样的 。

本书中的每一章以介绍三种重要的学习工具开场 。

本章纲要 　安排在每一章的开头 ，它给出了该章将要呈现内容的一个纲要式的说



明 。这些大纲以对出现在该章的关键术语和概念给出第一印象的方式加以注释 。

例如 ：

第 2 剟章 　 单变量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和展示

本章纲要
数据的图像表示法
2 邋畅1 　图 、帕累托图和茎叶图

一张图往往胜过千言万语 。

2 邋畅2 　频数分布和直方图
数据量的增加提供了我们修正的工具 。

数值的描述性统计
2 邋畅3 　集中趋势的度量
集中趋势的四种度量 ———均值 、中位数 、众数和中列数 ———都是某种平均值

2 邋畅4 　离散的度量
离散的度量 ———极差 、方差和标准差 ———在一组数据中表示分散量的数值

指标 。

2 邋畅5 　频数分布的均值和标准差
频数分布是计算均值和标准差的一个助手 。

2 邋畅6 　位置度量
位置度量允许我们把一个数据和整个数据集作比较 。

2 邋畅7 　解释和理解标准差
标准差是标准化尺度的度量 。

2 邋畅8 　统计蒙骗术
在不知不觉中或是在肆无忌惮的欺骗中 ，是如何用靠不住的图像和不充分

的信息来误导粗心大意的人们的 。

本章案例学习 　多半都是报刊上有关每日各种现象的文章和关于该章中提出的方

法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作为该章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例子引言”也服务于

“本章目的” 。例如 ：

　 · xvi · 　 　 　 　 　 　 　 　 　 　 　 　学习开始前的准备



本章案例学习
自力更生
在学年或夏季学期或它们的联合期间 ，许多学生全职地工作或兼职地工作

以便赚取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学费 。你工作来支付你的部分学费吗 ？你的

朋友工作来支付他们的部分学费吗 ？你或者你的朋友每个人上个月赚了多少

钱 ？美国快照 ，（USA SNAPSHOTS）枟今日美国枠１９９８ Q年 ３月 １７ 日发表的文章

“自力更生”描述美国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收入情况 。

本章目的 　以配备新材料的方式来描述为什么这些材料是重要的和它与先前所研

究的主题有何关系 。用本章目的去理解学习材料的动因 。例如 ：

本章目的
设想你在你所喜爱的科目上参加了一次会考 。今天你的指导老师发下了你

的试卷 。得了 ７８ 揪分 。如果你像大部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那样 ，想要知道你的得

分和班上别的学生比较怎么样 ，你就会立刻问 ，“这次考试平均分数是多少 ？”你

的指导老师回答 ：“本班平均分是 ６８ 分 。”因为 ，７８ 分比平均分高了 １０ 分 ，所以

你又问 ：“我的得分离最高分多远 ？”你的指导老师回答 ，全班分数在 ４２ ～ ８７分之

间 。下面的附图就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信息 。

你的分

４２ 殮６８ $７８ R８７ �
最低分 平均分 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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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还会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得分的分布情况怎样 ？”你的指导老师回答 ，班

上半数人得分在 ６５ (～ ７５之间 。据此信息 ，你可以得出结论 ，你的成绩是比较好

的 。

使统计变得充满活力

案例学习 　是为了教重要的概念和说明统计在日常世界中是如何工作的而设计

的 。贯穿全书 ，案例学习总是紧密结合着统计的概念作为这些概念的介绍 。边缘

练习也伴随这些案例学习并在一个真实世界背景下检验你对新知识掌握情况提供

了一个极好的方法 。例如 ：

案例学习 ８ �畅２ 　洛矶山雪带来很少的水

当雪融化后就变成水 ，有时候比另外时候有更多的水 。这篇报上文章比较

美国每年有同样雪量的两个地区雪的水量 ，然而水量是很不一样的 。包含在枟今

日美国枠文章中有几个平均的点估计 。

倡 　 １ 英尺 ＝ ３０畅４ 厘米 ，１ 英寸 ＝ ２畅５４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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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统计

所有重要的定义和关键术语都用黑体字显示 。所有被索引的词在它们出现的

地方都特别予以显示 倡
。这将有助于读者识别重要的术语和确定参考信息的位

置 。例如 ：

倡 　 本译本此处也用黑体字排出 。 ——— 译者注

两个定量变量
当二维数据是由两个定量变量导出时 ，习惯上把数据表示为数值化的有序

对（ x ，y） ，此处 x 为输入变量（有时亦称为独立变量）而 y 为输出变量（有时亦

称为因变量） 。说数据是有序的 ，因为一个变量 x 总是写为前面 。说它们是成

对的 ，因为对于每一个 x 值从同一个来源总有一个对应的 y 值 。例如 ，如果 x
代表身高 ，而 y代表体重 ，则一个身高和对应的体重就是一个人的纪录 。测量

或控制输入变量 x 是 ⋯ ⋯

完整的试验性例子显示了一步一步解题的过程 。

我们的样本 ６  ，３ ，８ ，５ ，３的方差用公式（２ 圹畅６）在表 ２ Ζ畅１０中找出 。

表 2  畅10 　用公式（2 ^畅6）计算方差

步骤 1 &求

∑ x
步骤 2 T求

珔x
步骤 3 鲻求

每个 x － 珔x
步骤 4 i求

∑ （x － 珔x ）２
步骤 5 梃

样本方差

６ �

３ �

８ �

５ �

３ �  

∑ x ＝ ２５ 寣

珔x ＝ ∑ x
n

珔x ＝ ２５  
５

珔x ＝ ５ 圹

６  － ５ ＝ 　 １ （１ 滗）
２
＝ １

３  － ５ ＝ － ２ （ － ２ 滗）
２
＝ ４

８  － ５ ＝ 　 ３ （３ 滗）
２
＝ ９

５  － ５ ＝ 　 ０ （０ 滗）
２
＝ ０

３  － ５ ＝ － ２ （ － ２ 滗）
２
＝ ４  

∑ （x － 珔x）＝ ０ 帋○ck  ∑ （ x － 珔x ）２ è
＝ １８

s２ H
＝

∑ （ x － 珔x ）２
n － １

s２ H
＝
１８
４

s２ H
＝ 4 行畅5

图像展示 　可以建立在图像和图表的形式上 。图像展示在统计学中是十分重要

的 。它们或者能阐明理论或者能把大量数据简缩成一个易于看懂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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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位数（Quartiles） ：分排序数据为四等分的变量值 ；每组数据集有三个四

分位数 。第一个四分位数 ，Q1  ，是这样一个数使得至多 ２５％ 的数据值小于 Q１

且至多 ７５％ 的数据值大于它 。第二个四分位数就是中位数 。第三个四分位数 ，

Q3 ，是这样一个数 ，使得至多 ７５％ 的数据值小于 Q３ 且至多 ２５％ 的数据值大于

它（参看图 ２ 骀畅２４） 。

图 2  畅24 　四分位数

确定四分位数值的过程同样可以用来确定百分位数 ，下面是百分位数的描

述 。

步骤 4 刎　概率分布 ：

使用 p唱值方法 ：　 　 　 　 　 　 　 　 　 　或 　 　 　使用古典方法 ：

a 後畅 计算 p唱值
使用右尾部 ，因为 Ha 表达关于

“大于”的值的担心 。

P ＝ P（ t ＞ ３ ＃畅１４ ，df ＝ ２５） ，如图所

示 。

为求 p唱值 ，使用三种方法之一 ：

１ 邋畅 M使用表 ６（附录 B）给 p唱值定界 ：

P ＜ 0  畅005

a C畅 决定临界域和临界值

临界域是右尾部 ，因为 Ha表达关
于“大于”的值的担心 。 从表 ６ 得到临

界值 ：

t（２５ ，０ .畅０５）＝ 1 è畅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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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练习位于书的边缘空白处 倡
。这些边缘练习作为初始实践被放置在邻近

概念的地方 。在进一步阅读之前解这些练习是开始家庭作业的一个极好的方式 。

倡 　 本译文编排中已将“边缘练习”插入正文 ，安排在紧邻的新概念下方 。 ——— 译者注

　 　例 ６ \．５ 　 z ＝ － １ ．３５左方的面积是用 ０ ．５０００减去 ０ ．４１１５来求得的

因此 ，我们得到

P（ z ＜ － １ ．３５）＝ P（ z ＜ ０） － P（－ １ ．３５ ＜ z ＜ ０）

＝ ０ ．５０００ － ０ ．４１１５ ＝ 0 ．0885
练习 ６ ．５ 　求 z ＝ － １ ．５３左方的面积 P（ z ＜ － １ ．５３）

　 　例 ６ ．６ 　 z ＝ － １ ．５与 z ＝ ２ ．１之间的面积 P（ － １ ．５ ＜ z ＜ ２ ．１）是用两个面

积加在一起来求得的 。两个概率直接从表 ３读出 。

因此 ，我们得到

P（－ １ ．５ ＜ z ＜ ２ ．１）＝ P（－ １ ．５ ＜ z ＜ ０） ＋ P（０ ＜ z ＜ ２ ．１）

＝ ０ ．４３３２ ＋ ０ ．４８２１ ＝ 0 ．9153
练习 ６ ．６ 　求 z ＝ － １ ．８３与 z ＝ １ ．２３之间的面积 P（ － １ ．８３ ＜ z ＜ １ ．２３）

节尾练习 　给出了实践本节所介绍的概念的良机 。学习统计最好的方法是实践 ，

要想弄懂一个概念 ，多实践它是个好的措施 。本书包含了成百个在很多方面应用

的练习 。这些练习中的一些前面标的图像记号标明应用的类型 ———商业的 ，运动

的 ，法律的 ，等等 。例如 ：

练 　 　习

２ �畅１０９ 　  下面的数据是蛇麻草按磅计量的收获量 。

３ %畅９ 　 ３ :畅４ 　 ５ O畅１ 　 ２ d畅７ 　 ４ y畅４ 　 ７ 帋畅０ 　 ５ ＃畅６ 　 ２ 父畅６ 　 ４ 屯畅８ 　 ５ 忖畅６

７ %畅０ 　 ４ :畅８ 　 ５ O畅０ 　 ６ d畅８ 　 ４ y畅８ 　 ３ 帋畅７ 　 ５ ＃畅８ 　 ３ 父畅６ 　 ４ 屯畅０ 　 ５ 忖畅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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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e畅求收获量的第一个和第三个四分位数 。

b m畅求四分位数中值 。

c c畅求下面的百分位数 ：（１）P１５ ，（２）P３３ ，（３）P９０ 。

２ �畅１１０ 　  一项手的灵巧性研究涉及要确定完成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 。关

于 ４０个残疾个体中每一个所需的时间今列于下（数据已排序） ：

７ W畅１ ７ H畅２ ７ 9畅２ ７ *畅６ ７  畅６ ７  畅９ ８ �畅１ ８ 铑畅１ ８ 哌畅１ ８ 行畅３

８ W畅３ ８ H畅４ ８ 9畅４ ８ *畅９ ９  畅０ ９  畅０ ９ �畅１ ９ 铑畅１ ９ 哌畅１ ９ 行畅１

９ W畅４ ９ H畅６ ９ 9畅９ １０ *畅１ １０  畅１ １０  畅１ １０ �畅２ １０ 铑畅３ １０ 哌畅５ １０ 行畅７

１１ W畅０ １１ H畅１ １１ 9畅２ １１ *畅２ １１  畅２ １２  畅０ １３ �畅６ １４ 铑畅７ １４ 哌畅９ １５ 行畅５

求 ： ǐa 侣畅 Q１ 　 　 b 拻畅 Q２ 　 　 c X畅 Q３ 　 　 d (畅 P９５

e 亮畅五数概略 　 　 f 浇畅画一张框须图 。

２ �畅１１１ 　  仔细看下列集合中某种合成织物着火时间的记录数据 ：

３０ o畅１ ３０ `畅１ ３０ Q畅２ ３０ B畅５ ３１ 3畅０ ３１ $畅１ ３１  畅２ ３１  畅３ ３１ 鼢畅３ ３１ 梃畅４

３１ o畅５ ３１ `畅６ ３１ Q畅６ ３２ B畅０ ３２ 3畅４ ３２ $畅５ ３３  畅０ ３３  畅０ ３３ 鼢畅０ ３３ 梃畅５

３４ o畅０ ３４ `畅５ ３４ Q畅５ ３５ B畅０ ３５ 3畅０ ３５ $畅６ ３６  畅０ ３６  畅５ ３６ 鼢畅９ ３７ 梃畅０

３７ o畅５ ３７ `畅５ ３７ Q畅６ ３８ B畅０ ３９ 3畅５

求 ： �a 妹畅中位数 　 　 　 b 乙畅中列数 　 　 c k畅四分位数中值

d 怂畅五数概略 　 　 e 蜒畅画框须图 。

回到本章案例学习 　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读本章案例学习 ，并且用学习本章所得

到的知识去回答本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

回到本章案例学习
许多学生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 。你或你的朋友每个人上个月收入多少钱 ？

对这一问题你现在准备给出一个完全的回答 。在第 ２ H章中你学习了怎样描述数

据和在第 ９章中你学习了怎样做推断 。 （看 P ．４８８本章案例学习 。）

下面所列是包括 ３５名大学生的一组样本中每名学生上个月的收入数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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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鼢０  １０５ S０ <３１３ 亖４５３ 槝７６９ �４１５ 破２４４ 葺０ 破３３３  ０ 趑

０ 鼢３６２  ２７６ S１５８ <４０９ 亖０ 槝０ �５３４ 破４４９ 葺２８１ 破３７  ３３８ 趑

２４０ 鼢０  ０ S０ <１４２ 亖０ 槝５１９ �３５６ 破２８０ 葺１６１ 破０  

练习 揪９ 後畅１２３ 　使用这些样本数据描述工作的大学生的收入数额 。

a ．描述所关心的总体 。

b ．上面的样本中多少名学生正在工作 ？

c ．  使用一个图 ，用中心倾向的一种测量和分散性的一种测量来描述变量 ，

即上个月工作的大学生的收入数额 。

d ．找到证据证明使用学生 t唱分布的假定会是满意的 。

e ．使用点估计和 ９５％ 置信区间估计每月大学生的收入的平均数额 。

f ．在本章案例学习（P ．４８８）中的统计快照暗示大学生每月收入的平均数额

近似地是 ＄ ３５０ 。该样本显示充分理由拒绝那个声称吗 ？用 α ＝ ０ ．０５ 。

回顾 　一节概述了每一章所学的概念 ，并指出它们与先前已学过的内容间的关系

和内在联系 。例如 ：

回顾
概述我们刚刚学过的内容 ：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目的之间有不同的差异 。

在回归分析中 ，我们找寻的是变量之间的关系 。代表这种关系的方程可能就是

所希望的答案 ，也可能是所希望预报的均值 。在相关分析中 ，我们要度量的是两

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强度 。

案例学习显示了相关和回归技术的各种应用 。这些文章值得再读 。当二维

数据显示在散点图上落在一条直线附近时 ，它们支持一个线性关系 。但是这并

不证明这是当然的和有因果关系的 。很清楚 ，如果一个篮球队员犯了太多次规 ，

他将不会得更多的分 。他将因犯规麻烦“坐冷板凳”而没有机会去得分 。看来他

有更多时间参加比赛 ，因而得到更多的分和犯更多次规的解释是合理的 。这样 ，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和正的回归关系 。

至此 ，我们所学到的二维线性方法已经呈现了第一个目的 ，描述性观察 。更

详细的情况必需等到进一步工作完成之后方能展开 。 学完本章之后 ，你们应当

对二维数据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它们和孤立的两组数据有什么不同 ，怎样去表示

它们 ，相关和回归分析是什么 ，它们各该如何应用 。

花样滑冰选手为了成为奥林匹克选手花许多小时练习她们的滑技 。家庭作业

时间就是统计学学生实践的时间 。努力和坚持是每一个金奖获得者和所有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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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学生的标志 。

本章练习 　基于该章中已学过的全部技巧 。这些题不但指出了生成预期结果的恰

当过程 ，还将概念的和计算的技巧融为一体 。

本章练习
１０ 邋畅１０８ 　 @使用两种方法来决定 １５个病人的舒张血压 ：医务人员所用标准方

法和具有读数的电子装置 。结果如下 ：

病人 １ h２  ３ 抖４ ]５  ６ ǐ７ R８ �９ 牋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S１４ �１５ 　

标准方法 ７２ �８０ &８８ 屯８０ t８０  ７５ 侣９２ i７７  ８０ 贩６５ ^６９  ９６ �７７ S７５ �６０ 　

数字方法 ７０ �７６ &８７ 屯７７ t８１  ７５ 侣９０ i７５  ８２ 贩６４ ^７２  ９５ �８０ S７０ �６１ 　

假定血压是正态分布的 ，决定两种读数的均值差的 ９０％ 置信区间 ，这里 d ＝
标准方法 －数字方法 。

在计算机上做统计工作

MINTAB是一个统计学计算机软件包 ；EXCEL是一个电子表格计算机软件
包 ；TI唱83是一个功能很强的计算器 。所有这些所包含的统计工具能让读者集中

注意于学习概念而让它们去处理数据的计算和作图 。在当今世界 ，大多数的统计

计算都是用计算机来完成的 。

MINITAB ，EXCEL ，和 TI唱83指令在本书中被引进 ，鼓励大家尽可能多的使用

它们 。不能期望你们使用所有这三种技术 。但很可能你们的情况是在课内用其中

一种而在课外你们有接近另一种技术的机会（在别的课上 ，在工作上或者甚至在你

自己的计算机上） 。

当总体标准差未知时 ，下面命令将构作均值 μ的 １ *－ α置信区间 。

MINITAB
Input thedata intoC1 ；then continuewith ：

Choose ：　  Stat＞ BasicStatistics＞ 1唱Sample t

Enter： Variables：C1
Select： Confidence interval
Enter： Level：1 － α （ex ．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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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Input thedata into columnA ；then continuewith ：

Choose ：　  Tools  ＞ DataAnalysisPlus＞ InferenceAboutAMean（SIGMA Unknown）＞ OK
Enter：  block coordinates ：

（A1 垐：A20 or selectcells）＞ OK
Choose ： IntervalEstimate

Enter： levelofconfidence ：

1 － α （ex ．0 ．95 or95 ．0） ＞ OK
TI唱83
Input thedata intoL1 ；then continuewith the following ，entering the appropriatevalues
and highlightCalculate ：

Choose ：　 STAT＞ TESTS＞ 8 ：Tinterval

　 　 　

练习 揪９ 後畅９ 　利用样本数据 ：６ 　 ７ 　 １２ 　 ９ 　 １０ 　 ８ 　 ５ 　 ９ 　 ７ 　 ９ 　 ６ 　 ５ ，使用计算

机或计算器构作 ０ 祆畅９８的置信区间 倡
。

倡 　 这一段引自正文 P畅４９６ ～ ４９７ （原著 P畅４２３） 。 原著此处内容与正文不尽一致 ，疑为排印中的差

错 。 本译本拟按正文排出 。 ——— 译者注

贯穿全书大多数计算机的输出表示是用 MINITAB 生成的 ；然而 ，用 EXCEL
或 TI唱８３的结果也是类似的 。

有些练习也被设计成能鼓励利用计算机的“友好”的功能 。

９ 邋．７３ 　  卡尔·皮尔逊一口气掷一枚硬币 ２４ ０００次 ，并记录 １２ ０１２次出现正面 。

a ．基于皮尔逊的结果 ，计算 p ＝ P（正面）的点估计 。

b ．决定比例的标准误差 。

c ．决定 p ＝ P（正面）的 ９５％ 置信区间的估计 。

d ． t皮尔逊先生一定是花了许多小时掷一枚硬币 ２４ ０００ 次 。你可以使用

下面所列的计算机或计算器模拟 ２４ ０００次掷硬币 。 （注 ：伯努利试验

是像“单个”的二项试验 。即 ，一枚硬币掷 １次是 p ＝ ０ ．５的 １次伯努

利试验 。 １枚硬币掷 ２４ ０００次或者叫 n ＝ ２４ ０００的二项试验或者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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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２４ 适０００重伯努利试验 。编码 ：０ ＝反面 ，１ ＝正面 。 １的和数将是 ２４ ０００

次掷中出现正面的次数 。）

　 　 　  MINITAB ：ChooseCalc＞ Random Data＞ Bernoulli，then enter0 ．5 for the probabili唱
ty ．Sum thedata and divide by 24 ，000 ．

EXCEL ：Choose Tools＞ DataAnalysis＞ Random NumberGeneration ＞ Bernoulli，then
enter0 ．5 for p ．Sum the data and divide by 24 ，000 ．

TI唱83 ：ChooseMATH ＞ PRB ＞ 5 ：randInt，then enter0 ，1 ，numberof trials ．Themaximum
numberofelements （trials） in a listis999 ．（slow process for large n摧s） Sum the
data and divide by n ．

用你自己的数据做统计工作

用你自己的数据工作 　一节包含在每一篇的结尾 ，鼓励大家进一步探索 。这些节

提供了从收集数据开始进而应用已学过的技巧的一个个人化的学习体验 。经验证

明这样的经历比在正常的家庭作业中指定熟悉的和易于明白的数据应用刚刚学到

的方法能记住更多的概念 。例如 ：

用你自己的数据工作
中心极限定理对于本课程后续部分的展开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证明需要使

用微积分 ，那是超出本课程设想的水平 。然而 ，中心极限定理的真实性可以同时

在理论上和用试验来说明 。下面问题的序列将以两种方法帮助证实中心极限定

理 。

A总体
考察包含等比例的三个数 ０ |，３和 ６的理论总体 。

１ 浇畅 %a ．构作从这个总体有放回地抽取 １个单个数的理论概率分布 。

b ．画一个这个概率分布的直方图 。

c ．计算此总体的均值 μ和标准差 σ 。

学习和准备考试

准备一场考试的第一步总应是 ：完成所有的阅读和指定的练习 。

每一章结尾处的一张词汇表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帮助你确定教材中有多少是

你真正弄明白了的 。考虑这种非正式的自测 ：试着向你的朋友说出词汇表上所有

单词的词义 。这将能确定你是否需要更多的复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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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定义每一个术语 。特别注意那些用黑体字印刷的关键术语 。同时用你自己

的语言描述每一个术语 ，并给出一个例子 。你的例子不应当是课堂上或教科书

里给出过的 。

方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术语第一次出现的章码 ，但是你应当再次定义该术

语以增加对它们意义的理解 。括弧内的页码标明的是此术语在本章中第一次出

现的地方 。

概 =率的面积表示 （area representation
for probability P ．３３２ 儋）

钟形曲线（bell唱shaped curve P ．３３１）

二项分布 （binomial distribution ） ［５ ］
（P ．３６０）

二项概率（binomial probability P ．３６０）

连续性校正因子 （continuity correction
factor P ．３６１）

连续随机变量 （continuous random
variable P ．３３１ ，３６０）

离散随机变量 （discrete random vari唱
able）［１ ，５］（P ．３３１ ，３６０）

二项分布的正态近似（normal approxi唱

　 mation of binomial P ．３６０ 鲻）

正态曲线（normal curve P ．３３１）

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 P ．３３１）

百分比（percentage P ．３３２）

概率（probability）［４］（P ．３３２）

比例（proportion P ．３３２）

随机 变 量 （ random variable ） ［ ５ ］

（P ．３３１）

标 拻准正态分布（standard normal distri唱
bution P ．３３２ ，３３９）

标准得分（standard score）［２］（P ．３３２ ，

３３９）

z唱得分（z唱score）［2］（P ．３３２ ，３３９）

本章实践测试 　提供了自我评价掌握教材程度的一次正式的测试 ，可在你参加考

试之前使用 。正确的答案在本书的后面 。

本章实践测试
第 Ⅰ部分 ：认识定义

如果下面的陈述是正确的 ，回答“是” 。如果陈述是不正确的 ，用正确的词语

代替黑体印刷的词语 。

９ 邋畅１ 　学生 t唱分布有近似正态分布 ，但是比标准正态分布更分散 。

９ 邋畅２ 　当 σ是未知时 ，使用卡方分布做关于均值的推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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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Ⅱ部分 ：应用概念

回答所有问题 ，出示所有公式 ，代换及操作 。

９ 邋畅１１ 　  求下面中的每一个 ：

a ．z （０ ．０２）

b ．t（１８ ，０ ．９５）

c ．x２ （２５ ，０ ．９５）

９ 邋畅１２ 　  为了估计总体均值 μ的目的 ，从正态分布总体中抽取 ２５个数据的一组随

机样本 。样本统计量是 n ＝ ２５ ， －x ＝ ２８ ．６ ，s ＝ ３ ．５０

a ．求 μ的点估计 。

b ．对 ０  畅９５置信区间估计 ，求估计的最大误差 。

c ．对 μ的 ０ 铑畅９５置信区间估计 ，求下置信限（LCL）和上置信限（UCL） 。
第 Ⅲ部分 ：理解概念

９ 邋畅１９ 　  学生 B 说 ，一个数据集的极差可以用来求一个总体的标准差的粗糙估

计 。学生 A是不确信的 。学生 B将怎样正确地解释并且在什么情况下
他的说法是真的 ？

９ 邋畅２０ 　 （a）零假设或（b）备择假设 ，研究者通常认为哪一个是真的 ？解释 。

使用实践测试最有效的方法是 ：１）为迫近的考试完成指定的教材 ；２）用词汇表

作一次非正式的自测 ；３）在考前的日子里 ，在考试的条件下 ，做实践测试 ；４）用后面

的答案改正它 ；５）重新学习做错了的有关的概念 。不要用实践测试作为家庭作业 ；

用它们来测试你自己 ，它们会帮助你消灭那些“愚蠢的错误” 。

提醒 ：在学习过程中太早地使用“实践测试” ，这样 ，会使它失去在学习过程中

的作用 。

一个推荐的学习程序

下面的建议是基于这样的假定上的 ：学习时间的效率和有效使用是一个重要

的前提 。向你的导师询问教学计划中每堂课将教多少教材（教科书上几页） ，然后

在课前花 １０分钟阅读一下这天的教材 。不需做笔记或勾出任何重点 。这是一个

“预习”的过程 ———只是作为课前的预习的快读 。当你上课时你将不是第一次接触

内容因为你已经看到过那些关键词和概念了 。当这些概念在课上被讨论时 ，你将

是第二次听到它们 ，因此在课上也将听到得更多 。转而这将减少成功地学好这些

材料所需的时间 。 （课前阅读只是一次速读 ；在那个时候没有必要去钻研教材 。）

课后尽可能早地再次阅读这部分教材 ，在这段时间内 ，做笔记 ，勾重点和完成

指定的练习 。在你阅读的过程中同时做边缘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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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二或三个同学的学习小组 。朋友不一定是最好的学习伙伴 ；找班上有相

同得分并有同样决心达到如你想要达到的得分的同学作为学习伙伴 。建立一个每

周一次的定期聚会时间并在一起学习 。或许在一次主要考试之前额外加一次研讨

会 。 （真实的故事 ：在几个学期前的期中 ，在我们的某一个统计班中有三位学生全

都得了 D 。他们中每一位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互不相识并全都决心要改

变这种情况 。在我们的建议下 ，他们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并在学期的余下时间内

一周聚会两次 。他们也找过我们几次以得到额外的帮助 。他们最后的得分是 B ，B
和 C ＋ 。学习小组的方法对他们起了很好的作用 ，它同样能为你们服务 。）事实上 ，

你们在教学中要进一步发展 ，学习伙伴会变得愈来愈重要 。

取得附加的帮助

取得帮助的最好的形式之一是在课外找你们的导师 ，尽可能在导师为此目的

而提供的办公时间内去答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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