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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3章 统计描述



本章导学

本章属于承先启后的一章，在上一章统计调查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介

绍如何对统计调查的数据做进一步的整理和分析。此外，统计描述是统计

分析的必经之路。

从本章的统计数据表开始，先将其简化为数据矩阵，再将其分别按变量

（或变量组合）简化为分布，指出分布是统计数据的最简表达式，而分布

特征则在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择其要者。换言之，分布是总体信息或样本

信息的极简全面表达方式，而分布特征是总体信息或样本信息的重点表达

工具。



01 统计描述的概述

02 统计数据表和数据阵

03 统计分布

04 重要的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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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计描述和统计估计是统计分析的两项主要工作。

2. 统计描述是统计分析的必经之路，在统计分析中，没有准确的统计描述，

就得不出合理的统计推断结果。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统计描述；否则，统计推

断就成了“无源之水”。

一、统计描述概述

统计分析

统计描述

统计估计



3. 统计描述又称描述统计，其内容是如何表达统计数据及其有价值的结

论。

在统计学看来，关键在于应付总体规模或样本规模极大的统计数据，因

此统计描述的核心是简化，即通过尽可能少的工具最大程度地将统计数据及

其包含的完整或重要信息予以表达。

一、统计描述概述



统计数据表

统计数据阵

分布

信息无损

简化

分布特征

简化

语示法

表示法

图示法

函数法

简化

信息无损

信息有损

获取方式

代数特征

几何特征

分布性质

离散程度分布特征

离散基准分布特征

统计数据表达，是一个不断简化

的过程，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统计数据表的第
一列（除最上面
一个单元外）的
n个单元分别反
映n个个体。

第一行（除最左面一个单元外）的P个单元分别反映P个变量（变量值组合的名称）。

n个个体和P个变
量交叉形成的其余
各个单元，则反映
所有n个个体与P
个变量所对应的
n×P变量值。

二、统计数据表和数据阵

（一）统计数据表



统计数据表为一个二维的表，在关系数据库理论中这个表也被称为一个关

系。统计数据表全面地反映了一次统计调查形成的完整的样本数据。

统计数据表是统计调查的终点和结果，同时又是统计分析的起点和基础。

但在统计学里，统计数据不仅表现为统计数据表的形式，更常见的是另外两

种更简洁的表现形式：n×P维数据阵和分布。

二、统计数据表和数据阵

（一）统计数据表



（二）统计数据阵

为了行文与数学运算方便，习惯以这样一个由样本数据构成的n×P矩阵代

替统计数据表。数据阵相当于将表1的行号和列名省略，同时去掉表的行和列

的间隔线而内化的结果，记为Y，有时或称为数据集，见下边的矩阵。

𝑦11 𝑦12
𝑦21 𝑦22

⋯ 𝑦1𝑝
⋯ 𝑦2𝑝

⋮ ⋮
𝑦𝑛1 𝑦𝑛2

⋱ ⋮
⋯ 𝑦𝑛𝑝

其中𝒀𝒊𝒋表示数据集中第 i 行第 j 列的数据，即𝒀𝒋变量的第 i 个样品对应的变

量值。

二、统计数据表和数据阵



三、统计分布

（一）分布的基本原理

（二）分布的分类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四）分布的特征



（一）分布的基本原理

个体 频数 频率

☆ 1 1/6

○ 3 3/6

△ 2 2/6

不同变量值所对
应的个体的个数

不同变量值所对
应的个体的比率

分布数据表（数据
阵）

分布：变量所有可能取值及其频率的一揽子表示。

也
称
概
率



（一）分布的基本原理

说起分布，我们可以联想生活中谈到的关于朋友的地区“分布”。上

海有8个朋友，在天津有3个朋友，在郑州有5个朋友……

可见，“分布”一词，是对统计数据信息的一种概括；分布是站在总

体的视角俯瞰个体的结果。通过分布，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全部的总体特

征规律。

简单说，分布就是变量所有可能取值及其频率的一揽子表示。



（一）分布的基本原理

某一变量值的频率＝该变量值对应的个体数／样本中的全部个体数n

频率

i
i

i P
的个体数目Y=满足Y

}Y=P{Y 
n

注：关于频率的具体计算，可以参见教材第二节内容，但这部分内容一般

理解即可。



【单选题】在一组数据中，每个数据类型出现的次数称为（ ）。

A．参数 B．频数 C．众数 D．组数

【答案】 B

【单选题】在一组数据中，每个数据类型出现的次数占样本全体个数的比率

称为（ ）。

A．参数 B．频数 C．频率 D．组数

【答案】 C



（二）分布的分类

全面调查

局部调查

总体频率

样本频率

总体分布

样本分布

条件分布 联合分布



（二）分布的分类

• 依调查是全面调查（对构成总体的所有个体都采集变量值）还是抽样调查

（仅对构成总体的部分个体采集变量值），我们计算总体频率（也叫概率）

或样本频率。

• 样本分布指的是抽样调查获得的所有变量值（或组）与其对应频率的一揽

子表示。

• 总体分布指的是全面调查获得的所有变量值（或组）与其对应频率的一揽

子表示。

1. 总体分布和样本分布



（二）分布的分类

1. 总体分布和样本分布

【单选题】对一个变量而言，其（ ）指的是全面调查获得的所有变量值

（或组）与其对应频率的一揽子表示。

A.分布 B.总体分布 C.样本分布 D.频数

【答案】 B

2.（ ）指的是抽样调查获得的所有变量值（或组）与其对应频率的一揽子

表示。

A.分布 B.总体分布 C.样本分布 D.联合总体分布

【答案】 C



2. 条件分布

（1）条件

关于分布，统计学经常提到的条件这个术语。所谓条件就是变量取特定

值。例如，在人口研究时，对人口调查数据所关注的性别为男，年龄在12岁

以下者，年龄在65岁以上者；年龄在60岁以上的男性和年龄在55岁以上的

女性；60岁以上的人及不超过24岁的女性；被抽中接受调查者等等。

（二）分布的分类



（1）条件

在一个总体之内，依某个变量或某些变量的某个固定取值或某组固定取值

的条件，可以分离出一个集合，这个集合是是总体这一集合的子集（或称为

子总体），其中的个体都满足上述条件，该子集或子总体之外的其他个体均

不满足条件，称之为条件总体。

条件总体的规模即其所包含的个体数称为条件总体规模。

（二）分布的分类

2. 条件分布



条件：性别为男

例如男性中国人是中国人这个总体的一个条件总体，该条件总体的条件是

性别值为男性。

（二）分布的分类

2. 条件分布

（1）条件



条件变量之外的变量在一个条件总体中的分布称为这些变量的条件分布。

例如0到12岁儿童的性别分布或是老年人的身高分布都属于条件分布。

将总体对应的变量定义域按不重不漏原则进行分组，可以获得一系列子总

体。将这一系列子总体依其对应变量值在定义域中的位置排列，并将所对应

的频数一揽子表示，则可获得这个变量的总体分布。假如在样本中如法炮制，

则可获得这个变量的样本分布。

2. 条件分布

（2）条件分布的含义

（二）分布的分类



同样地，如果在几个变量的复合定义域上按不重不漏原则进行分组，也

可以获得一系列子总体。将这一系列总体依其对应变量值在定义域中的位置

排列，并将所对应的频数一揽子表示，则可获得这几个变量的联合总体分布。

例如对中国人这一总体可以给出依汉族少数民族，男性女性，少儿青年壮年

老年，获得民族性别年龄段三个变量的联合总体分布。

3. 联合总体分布

（二）分布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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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叙述方式
表达简单变量的

分布

语示法

以表格陈列的方
式表达较复杂变

量的分布

表示法

以图形方式表达
复杂变量的分布

图示法

以概率与变量值
的对应关系表达
变量的分布

函数法

变量值的个数决定变量的复杂程度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单选题】以文字叙述方式表达简单变量的分布，一般用于变量值极少的

场合（如性别）的分布的表达方法是（ ）。

A. 语示法 B. 表示法 C. 图示法 D. 函数法

【答案】 A

【单选题】以表格陈列的方式表达较复杂变量的分布，用于变量值较少的场

合（如年龄段）的分布的表达方法是（ ）。

A. 语示法 B. 表示法 C. 图示法 D. 函数法

【答案】 B



【单选题】以图形方式表达复杂变量的分布的表达方法是（ ）。

A.语示法 B. 表示法 C. 图示法 D. 函数法

【答案】 C

【多选题】分布的表达方法有（ ABCD  ）。

A. 语示法 B. 表示法 C. 图示法 D. 函数法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1）确定变量及其排序规则

首先选取哪些变量制作分布表，考虑是单个变量的分布还是两个变量的联

合分布，如果是联合分布必须考虑变量的先后次序；若只有两个变量，则需

根据数据位数的多少以及表的载体如纸张、显示屏、阅表人的视力等安排两

个变量谁置于行的位置，谁置于列的位置。

变量名位于首行的是列变量，变量名位于首列的是行变量。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2）确定变量的变量值排序规则

如果是数值变量比较简单，要么升序，要么降序，多用升序；

如果是分类变量比较复杂，一般根据习惯和其他因素进行排列，如人名有

按姓氏笔画数升序的，有按拼音首字母英文习惯顺序的；选举时还有按得票

数降序的，若采用淘汰制还有按得票数升序的；作者姓名一般按贡献多少降

序；又如，各地的排列顺序有依所属上级政府管制方式及松紧程度的，有按

距离首都方位距离的；再如，身份证号码则是以籍贯地区编码、生日、相同

地区相同生日登记先后、性别等顺序为依据的。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3）确定是否对变量值进行分组，分组一般不改变原来的变量值顺序。

分组的基本原则对组（即分划单元）来说是互斥完备：任何两组的交集

都是空集，所有组的并集为总体；对个体来说是不重不漏：任何一个个体只

属于一组（不能同时属于多于一个的组）且必属于一组（不能不属于总体的

任何一组）。

除此之外，还要服从以下之要求：①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大；②组里的

个体数目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宜过少；③分组依据符合逻辑关系，符合应

用的需要。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4）确定数据的排序规则

依变量顺序，先就第一个变量进行变量值排序，再对第一个变量的第一个

变量值的数据依第二个变量进行排序，依次第一个变量的第二个、第三个直至

最后一个变量值的数据依第二个变量进行排序，计算交叉单元格中数据个数即

频数，求频率。

如果是制作样本分布表，以样本及样本量n代替总体及总体规模N，其余

所有步骤都是相同的。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分布表设计总的要求是：简练、明确、实用、美观、便于比较。

（1）线条的绘制。表的上下端应以粗线绘制，表内纵横线以细线绘制。

两端一般不划线，采用“开口式”。

（2）合计栏的设置。统计表各纵列若需合计时，一般应将合计列在最后

一行，各横行若需要合计时，可将合计列在最前一栏或最后一栏。

（3）标题设计 统计表的总标题，横栏、纵栏标题应简明扼要，以简练

而又准确的文字表述统计资料的内容、资料所属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4）指标数值 表中数字应该填写整齐，对准位数。当数字小且可略而

不计时，可写上“0”；当缺某项数字资料时，可用符号“ - ”；不应有

数字时用符号“－”表示。

（5）计量单位 统计表必须注明数字资料的计量单位。当全表只有一种

计量单位时，可以把它写在表的右上方。如果表中各格的指标数值计量单位

不同，可在横行标题后添一列计量单位。

（6）注解或资料来源 必要时，在统计表下应加注解或说明，以便查考。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例题】某城市各行业人口比例，如下表所示。通过对人口分布表剖析，

才知道它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1620 60

手工业者 297 11

游民 270 10

娼妓 162 6

商人 135 5

政府机关 100 4

地主 78 3

宗教徒 22 1

共计 2684 100

1. 分布表的制作步骤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2. 分布图的设计
表 1 不同分布图的特点与适用场合 

分布图

名称 

适用

变量

类型 

变量

值数

目 

功能与适用场合 示例 

饼形图 分 类

或 分

组 

极少 表达总体结构，反映分类或分组数目极少的

随机变量分布。分类或分组数目一般不宜多

于个位数。  

柱形图 分类 少 表达总体结构，反映分类数目极少的随机变

量分布。比示饼形图更能显现不同类别的频

率差异。分类数目一般也多于饼形图的。  

条形图 分类 较少 向右转 90 度的、可用来放置更多矩形的柱状

图，功能与柱状图完全一样，但可比柱状图

反映更多分类的分类变量的分布。条形图利

用了一般纸张纵长横短的物理特性。 
 

 

（三）分布的表达方式



表  不同分布图的特点与适用场合 

分布图

名称 

适用

变量

类型 

变量

值数

目 

功能与适用场合 示例 

直方图 数 值

分组 

不多 用矩形的宽度和高度（即面积）来表示分组

数值变量分布的图形。由于反映的是数值变

量而非分类变量，故矩形间的间隔是 0，这

与饼形图相似而与柱状图、条形图不同。  

线型图 数 值

分组 

多 宽度等于或接近于 0 的特殊的直方图，主要

用于表示连续或接近连续的数值变量的分

布。取消了直方左右边界的，并将每个直立

矩形的上方线段中点以直线或平滑曲线进行

连接而成。有折线图与平滑曲线图。 
 

面积图 数 值

分组 

多 特殊的线型图，相当于对取消了左右边界的

直方图进行了视觉强化的结果。 

 

 



【单选题】（ ）既可以反映较少类数也可以反映较多类数的分类变量分

布，甚至也能反映分组化的数值变量分布，居于优先选择地位。

A. 饼形图 B. 柱形图 C. 条形图 D. 直方图

【答案】 B

【单选题】在变量值极少的场合，在一个圆形内，以顶点在圆心的扇形的相

对面积（即占整个圆形面积的比例）表示概率大小，以扇形的颜色或其他标记

表示对应变量值（既可是分类变量也可是数值变量的）。这样的图称为（ ）。

A. 饼形图 B. 柱形图 C. 条形图 D. 直方图

【答案】 A



【多选题】分布图的主要形式包括（ ABCD   ）。

A. 饼形图 B. 柱形图 C. 条形图 D. 直方图



适用范围：柱形图既可以反映较少类数也可以反映较多类数的分类变量分

布，甚至也能反映分组化的数值变量分布，居于优先选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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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图



1 2

3

比较：第二幅图的效果好于第三幅，

但不如第一幅的表达效果。

39

柱形图



直方图虽然是分组数值变量分布图形表达的首选，但组数过少则有呆板之感，若组数

稍多些反而效果较好。

40

直方图



人口金字塔图可以看作两个直方图的复合图，也是难得的用来表现两个变量联合分布的图，

注意其中的条形直方图因组数稍多而美观许多。

41

人口金字塔



年龄变量的边缘分布 以性别为条件的条件年龄变量分布

比较：条形图与柱状图相比，不仅容纳的类数或组数更多，并且由于组别名称可以横

向表示而更加醒目。

42

条形图



饼
形
图

直
方
图

柱
形
图

线
型
图

面
积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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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分布图名称 适用变量类型 样本量 变量 备注

二维散点图 离散数值 n较小 p=2 类似函数作图

散点图矩阵 数值 n较小 p较小

星形图 分类、数值 n小 p较小

轮廓图 分类、数值 n小 p较小

闪电图 分类、数值 n小 p不小

调和曲线图 数值 n较小 p不小

脸谱图 数值 n较小 p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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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布特征

1. 概念

如果说分布是统计数据的最简表示，分布特征则是分布的进一步简化，尽

管这种简化不同于数据阵对统计数据表与分布对于数据阵的无信息损失的简

化，这是一种有信息损失的简化。

分布特征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分布的性状即分布的形状特点和其他一些特性。

描述分布及其特征就是所谓描述统计的任务和内容。



2. 特点

要实现对分布的进一步简化与重点描述，分布特征的选择须简明扼要。

简明扼要，抓住最关键的信息

如何理解分布特征的简明扼要？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1）要者，紧要重要。

由于统计学关注的是总体，总数总量与总体有关最为要紧，对于分类变

量是总数，对应调查中的计数；对于数值变量是总量，对应调查中的计量。

然而，总数总量无法通过分布直接发现或展示，只能转而选择一些简捷途径

间接实现目标。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2）明者，清晰明确。

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们发现总量与均值之间的逻辑联系非常清晰，因总

体规模N通常已知，总量Y可以表示为总体均值的简单函数，总体均值 与

总体规模N的乘积。

 𝑌

𝑌 = 𝑁 ×  𝑌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3）简者，简单直观经济。

假如分布特征限定以一个值表示，且该值对所有个体最有代表性，则不

可不谓之经济，因为相对于多个值而言，无疑是最简单最节约的。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3）简者，简单直观经济。

所谓代表性，可以用该分布特征值到各个个体对应之变量值的距离测度。

即以距离反映差异，距离之和最短，反映分布特征值与各个个体对应之变量

值差异最小。而根据几何知识可知，绝对值距离与欧式平方距离两种形式的

距离最为简单。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3）简者，简单直观经济。

①绝对值距离

A. D = 
i=1

N

Yi − a

不难验证，a如果是总体中位数时，则各个个体对应的变量值到a的绝对

值距离最短。

以a记分布特征值

（四）分布特征



2. 特点：简明扼要

（3）简者，简单直观经济。

②欧氏平方距离

O.D = 
i=1

N

(Yi − a)
2

容易验证， a如果是总体均值时，则各个个体对应的变量值到a的欧

氏平方距离最短。

以a记分布特征值

说明：用欧氏平方距离而不用欧氏距离，是因为欧氏距离是欧氏平方距

离的算术平方根，其计算反而比欧氏距离更简单。

（四）分布特征



符合“简明扼要”标准的最重要的总体分布特征：总体中位数和总体均值。

我们将它们称之为代表性特征，离散标准分布特征或集中趋势特征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分布特征反映代表性大小的，我们称之为代表力特征

或离散程度分布特征。

提示：总体均值  𝑌在统计估计乃至整个推断统计里无疑都是焦点。

2. 特点：简明扼要

（四）分布特征



3. 分布特征的分类

获取方式

代数特征

几何特征

分布性质

离散程度分布特征

离散基准分布特征

（四）分布特征



分布特征的分类：代数特征和几何特征

分布特征依从来源或获取途经上分为代数特征与几何特征。

①代数特征：有一些分布特征不必基于分布表和分布图，只利用原始的𝑛

×𝑃数据阵即可计算得到的分布特征。又因其不能用于分类变量，只能用于

变量值具有可加性的数值变量，所以总是以数字表达之，故往往称为数字特

征。

包括：总体均值、总体方差、总体标准差、偏度、峰度等。

②几何特征：须基于分布图才可得到的分布特征。

包括：最大值、最小值、最高值、众数、中数、四分位数等。



分布特征的分类

离散标准分布特征

（代表性特征）

离散程度分布特征

（代表力特征）
其他形状特征

数值变量 均值、中数、众数
方差、标准差、平均差、极差、

四分位差、变异系数
偏度、峰度

分类变量 众数 异众比例、优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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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可以反映数值变量离散程度分布特征的是（ BD   ）

A. 中数 B. 四分位差 C.偏度 D.标准差

【多选题】集中趋势最主要的测度值是（ B ）。

A.几何平均数 B.算术平均数

C.众数 D.中位数



四、重要的分布特征

（一）总体均值

（二）总体方差



• 算术平均数以数据阵为基础，加权平均数以分布为基础，两者都是均值的计算

方式，但后者更简单。注意两者恒等！

• 总体均值、中位数和众数习惯上被看作反映分布的集中趋势。但从其本义看，

都是不同准则下代表性最好的指标。对于不同分布而言，都相当于是内部选拔

赛的冠军。

总体均值

• 总体均值为所有观测值相加再除以观测值的个数，有算术平均数与加权平均数

两种算法。

 𝑌 =
1

𝑁
 𝑖=1
𝑁 𝑌𝑖  𝑌 = 

𝑗=1

𝐾

𝑌𝑗𝑃𝑗

算术平均数 加权平均数



【单选题】在所有总体分布特征中，最重要的分布特征是（ ）。

A. 中位数 B. 众数 C. 标准差 D. 均值

【答案】 D

【多选题】均值的计算方式包括（ ）。

A. 算术平均数 B.加权平均数 C.中位数 D. 方差

【答案】 AB



总体方差是所有观测值与其均值离差的平方的均值。

总体方差定义为各个个体对应之变量值到总体均值的平均欧氏平方距离。

总体方差

𝑆2 =
1

𝑁 − 1
 
𝒋=𝟏

𝑵

(𝒀𝒋 −  𝒀)
𝟐

𝜎2 =
1

𝑁
 
𝒋=𝟏

𝑵

(𝒀𝒋 −  𝒀)
𝟐

由于统计数据通常规模很大的特性， N与N-1的差异甚微，所以 𝜎2与 𝑆2相比，

分母上的些微差别，对大小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区别在于所谓自由度。

另一种总体方差的定义为



标准差是所有观测值与其均值离差的平方的均值的平方根。

总体方差的算术平方根称为总体标准差，是各个个体对应之变量值到总

体均值的平均欧氏距离。

总体标准差

𝑆 =
1

𝑁 − 1
 
𝒋=𝟏

𝑵

(𝒀𝒋 −  𝒀)
𝟐

𝜎 =
1

𝑁
 
𝒋=𝟏

𝑵

𝒀𝒋 −  𝒀
𝟐

另一种总体标准差的定义为



标准化

𝑍𝑗 =
𝒀𝒋 −  𝒀

𝑆

标准化是标准化变换的简称，其中分子是各个个体对应之变量值减去总体

均值的差值，分母是总体标准差。

标准化变换



对于标准化变换后的变量𝑍所求方差或标准差即标准化方差或标准差也是很

有用的分布特征。

标准化

𝑆𝑍
2 =

1

𝑁 − 1
 
𝒋=𝟏

𝑵

𝑍𝒋
𝟐

𝑆𝑧 =
1

𝑁 − 1
 
𝒋=𝟏

𝑵

𝑍𝒋
𝟐标准化总体方差

标准化总体标准差

平均差、方差和标准差是不同标准下衡量代表性程度的指标，是不同分布

比较时外部决赛的报名成绩。



• 从来源或获取途经上，分布特征有几何特征与代数特征之分

• 几何特征：

 基于分布图才能获得

 只有数值变量才存在几何特征

• 几何特征来自于分布图特别是数值变量的分布图

几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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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值是一组数据中变量值最小的值。便宜的不值得维修的产品如灯泡

的寿命，贵重或重要的产品的保养时限，电路的串联系统以及经济学木

桶理论等都是最小值的应用。

• 最大值是一组数据中变量值最大的值，如台风洪水地震的历史纪录等。

而设计大坝的高度和建筑物的抗震强度以及电路的并联系统等就是最大

值指标的应用。

• 最高值是最大的频率或频数。例如投票过程中，最终当选者所获选票数

的多少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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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数是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变量值。例如在投票过程中，票数最多的当选

者，一个地区的常风向等都属于众数，众数未必一定是唯一的，尽管经常是唯一

的。众数一般用符号mode表示之。

• 中位数是指将变量各观察值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处于中间位置的数值，故又称

中位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在一年里的每天是不断变动的，常用7月1日0时

0分的人口作为全年的“平均”人口，有人认为工资收入之类也应该以中位数代

替平均数。

几何特征



从厦门四个季节的风向雷达图上不难发现，从众数的角度看，厦门市盛行东
北风与西南风。为了便于飞机迎风起飞和迎风降落，厦门市高崎机场的跑道
设计成与此方向平行。

厦门四季风雷达图与厦门高崎机场跑道图



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七等分组可支配收入表 单位：元/年

组别 低收入户 中等偏下户 中等收入户 中等偏上户 高收入户

可支配收入 5221.2 11894.0 19320.1 29437.6 54543.5

在收入问题研究中，人们并不习惯以总体均值来代表居民收入的一般水平，而是习惯以

总体中数来代表。例如，根据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数据，可将中等收入户的可支配收入均

值19320.1元看作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般水平，而非用全部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即总

体均值来反映。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中数（中位数）更能体现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假

设马云和十几个低收入者同处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十几个人的平均收入就都超过亿元。

因为马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平均数值缺乏实际参考意义。但如果用中位数来

衡量，就知道这房间里起码有一半人是低收入者。

几何特征



四分位数是将变量各观察值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序，处于左起累计25%位置上的变

量值为下四分位数，处于左起累计75%位置上的值为上四分位数。上下四分位数相

当于对总体的个体依变量值自小到大顺序排列，然后分成四等份，三个分界点自左

至右依次为上四分位数、中数、下四分位数。

Q25% = x
n

4

æ

èç
ö

ø÷
Q75% = x

3n

4

æ

èç
ö

ø÷

极差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 Range = max xi( )- min xi( )

四分位差是下四分位数与上四分位数的差值。 Qd =Q75% -Q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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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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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某班级25名学生的统计学考试成绩数据如下：

89，95，98，95，73，86，78，67，69，82，84，89，93，91，75，86，88，

82，53，80，79，81，70，87，60

试计算：

（1）该班统计学成绩的均值、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答：X=81.2 Me=82 Ql=74 QM=89

（2）该班统计学成绩的方差、标准差。

答：S=11.18 S2=124.92



成绩 频数 频率

60分以下 1 4%

60-70分 3 12%

70-80分 5 20%

80-90分 11 44%

90分及以上 5 20%

合计 25 100%

（3）请根据60分以下，60-70分,70-80分,80-90分.90分及以上的分组标准

编制考试成绩的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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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杨世鉴

02 2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