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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高等学校非数学专业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材。全书共9章，分为两个
部分。第一部分由第1～5章组成，讲授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包括*事件、*变量、*向量及
其分布、*变量的数字特征和极限定理。第二部分是第6～9章，讲授样本与统计量、参数
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本书各章配有适量习题，书后附习题提示
和解答。书末给出5个附表。本书力求使用较少的数学知识，强调数理统计概念的阐释，
并注意举例的多样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农医、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有关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材
，也可作为实际工作者的自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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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作为现代数学的重要分支
，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它是大学理、工、农、医、经济、管
理等学科所有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使学生掌握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并且具备一定的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精神和要求
，总结作者多年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编写本书的指导思

javascript:void(0);


想为重视概念、强调应用、侧重计算。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重视基本概念。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内容虽然抽象，但其中每个基本概念都有自己的实际应用背景，力求
从身边的实际问题出发，自然地引出基本概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2) 强调实际应用。前 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研究随机现象数量规律性的一门科学。它作为现代数学的重要分支
，已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它是大学理、工、农、医、经济、管
理等学科所有专业必修的一门重要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希望使学生掌握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并且具备一定的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是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精神和要求
，总结作者多年讲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实践经验编写而成的。编写本书的指导思
想为重视概念、强调应用、侧重计算。本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1) 重视基本概念。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内容虽然抽象，但其中每个基本概念都有自己的实际应用背景，力求
从身边的实际问题出发，自然地引出基本概念，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2)
强调实际应用。
本着学习数学是为了使用数学这一宗旨，并考虑到本课程的实际应用，书中较多选择了
工程和信息方面的例题和习题，以提高运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
识和能力。(3) 侧重计算、解题能力。
本书内容深入浅出、论证简明易懂，侧重于运算、解题能力的训练，让学生在弄清基本
概念的基础上熟悉运算过程、掌握解题方法，提高解题能力。
本书共9章，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1～5章组成，讲授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包括
随机事件、随机变量、随机向量及其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和极限定理。第二部分
是第6～9章，讲授样本与统计量、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本
书各章配有适量习题，书后附习题提示和解答。本书可作为不同专业有关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的教材。
本书由马毅、王竞波、岳晓宁担任主编，黄光、牟桂彦担任副主编。具体分工如下：第1
、2章由岳晓宁编写，第3、4章由王竞波编写，第5章由马毅编写，第6、7章由牟桂彦编
写，第8、9章由黄光编写。全书由王竞波修改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纪德云
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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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2章 随 机 变 量

在第1章里讨论了随机事件及其概率。对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要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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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了解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将随机试验的结果与实数对应起来，使随机试验的结
果数量化，就要引入随机变量的概念。
2.1 随机变量的定义

在随机现象中，许多情况下的试验结果是用数量表示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试验的结
果虽然不是与数量直接有关，但是也可以用数量来描述。
例2.1 在一批产品中随机地取10件，考虑其中的废品数，则的所有可能结果为={0,1,2,,10}
，这是此试验的样本空间。由于废品数可能取0、1、2、、10中的任意一个值，所以它是
一个变量，又由于试验结果具有偶然性，所以这个变量取哪一个值也具有偶然性。像废
品数这样的，随着试验结果的不同以偶然方式取得的量叫作随机变量。显然，随机变量
是定义在样本空间上的函数。
下面举出几个随机变量的例子。
例2.2 某人射击环靶，每次击中的环数为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为0、1、2、、10。
例2.3 电话交换台在一段时间内收到的电话呼唤数为，则为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为0、1
、2、。
例2.4 测试日光灯的使用寿命(h)，则为随机变量，可能取区间[0，+内的任意数值。
有些试验的结果，看来并不具有数量含义。例如，扔一枚硬币，有两个基本事件：“正
面朝上”和“正面朝下”。当然也可使它的结果与数对应，比如可以令“正面朝上”对
应1，“正面朝下”对应0。类似地，在射击中“命中”、“不命中”；在抽检一件产品
，“是合格品”、“是次品”；在观察某一天的天气时、“下雨”、“不下雨”等，都
可按同样方法使其结果与数对应。因此，对这类试验也可以在样本空间上定义随机变量
。
对于一个随机变量，仅仅知道它可能取什么值是不够的，更有意义的是应当知道它取值
在某一范围里的可能性多大，这需要先给出随机变量的确切定义。
定义2.1
设
随机
试验的样本空间为。=是定义在样本空间上的实值单值函数，称=为随机变量。第2章
随 机 变 量
在第1章里讨论了随机事件及其概率。对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要想全
面地了解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将随机试验的结果与实数对应起来，使随机试验的结
果数量化，就要引入随机变量的概念。2.1  随机变量的定义
在随机现象中，许多情况下的试验结果是用数量表示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试验的结
果虽然不是与数量直接有关，但是也可以用数量来描述。例2.1  在一批产品中随机地取
10件，考虑其中的废品数，则的所有可能结果为={0,1,2,,10}，这是此试验的样本空间。
由于废品数可能取0、1、2、、10中的任意一个值，所以它是一个变量，又由于试验结果
具有偶然性，所以这个变量取哪一个值也具有偶然性。像废品数这样的，随着试验结果
的不同以偶然方式取得的量叫作随机变量。显然，随机变量是定义在样本空间上的函数
。下面举出几个随机变量的例子。例2.2
某人射击环靶，每次击中的环数为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为0、1、2、、10。例2.3  电
话交换台在一段时间内收到的电话呼唤数为，则为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为0、1、2、。
例2.4  测试日光灯的使用寿命(h)，则为随机变量，可能取区间[0，+内的任意数值。



有些试验的结果，看来并不具有数量含义。例如，扔一枚硬币，有两个基本事件：“正
面朝上”和“正面朝下”。当然也可使它的结果与数对应，比如可以令“正面朝上”对
应1，“正面朝下”对应0。类似地，在射击中“命中”、“不命中”；在抽检一件产品
，“是合格品”、“是次品”；在观察某一天的天气时、“下雨”、“不下雨”等，都
可按同样方法使其结果与数对应。因此，对这类试验也可以在样本空间上定义随机变量
。
对于一个随机变量，仅仅知道它可能取什么值是不够的，更有意义的是应当知道它取值
在某一范围里的可能性多大，这需要先给出随机变量的确切定义。定义2.1
设随机试验的样本空间为。=是定义在样本空间上的实值单值函数，称=为随机变量。
通常用等表示随机变量，而用等表示随机变量相对应于某个试验结果所取的值。
随机变量是概率论的又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的引入使得能用数学的方法研究试验的
全部结果及其相互联系。
随机变量按照其取值的不同，一般分为两类。一类随机变量是，它所可能取的值是有限
多个或可数无穷多个数值，这样的随机变量称为离散型随机变量，如例2.2中打靶击中的
环数、例2.3中在一段时间内收到的电话呼唤数都是离散型随机变量；另一类随机变量是
，它所可能取的值连续地充满了某个区间，这样的随机变量称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如例2
.4中日光灯的使用寿命就是连续型随机变量。2.2  离散型随机变量
2.2.1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
要掌握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的统计规律，不仅要知道所有可能取的值，而且还要知道取
每一个可能值的概率。例如，掷骰子的试验中，只可能取1、2、⋯、6这6个值，而且由
于等可能性，取每一个值的概率都是1/6。定义2.2
如果离散型随机变量所有可能取的值为则取各个可能值的概率，即事件{}的概率为   
(2.1)称式(2.1)为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律具有下列性质。
(1)。(2)=1。                                                      
(2.2)分布律也可以用表格的形式来表示，如图2.1所示。 

图2.1  分布律的表示形式
式(2.2)直观地表示了随机变量取各个值的概率的规律，取各个值各占一些概率，这些概
率合起来是1。例2.5  设有10件产品，其中正品6件，次品4件，从中任取3件产品，用表
示从中取出的次品数，求其分布律。解
用表示取出3件产品中的次品数，则它可能取的值是0、1、2、3。
“”(=0,1,2,3)分别表示事件“有件次品”。由概率的古典定义得
     其分布律如图2.2所示。 
0123

图2.2  例2.5的分布律 例2.6
对某一目标进行射击，直至击中为止。设每次射击时命中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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