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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2版)》有许多反映现代科技和现代
生活特点的例子，包括赌博问题、运气问题、求职问题、医药疗效问题、敏感问题调查、碳14方法、
钾氩比方法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2版)》讲授的微分
法，是计算随机变量和随机向量函数分布的简捷新方法。条件分布和边缘分布的计算方法也都简单易
行，较大程度地降低了数学难度。在判断随机变量的独立性方面，也有十分简单的新方法。为了帮助
读者更快地掌握计算机的使用，《"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2
版)》以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MATLAB为例，在相关章节后面介绍有关的MATLAB调用命
令。内容和习题难度适中，适合作为理工科大学、师范和财经院校非数学类专业本科生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学习《"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第2版)》的先修课程是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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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率的定义 1.1 有限样本空间 A.有限样本空间及其事件 B.用等可能性定义概率 1.2 古典概率模
型 1.3 概率的公理化 1.4 概率与频率 习题一 第二章 概率公式 2.1 加法公式 2.2 事件的独立性 2.3 条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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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例1.2 一个有20年教龄的教师声称他上课从来不“点名”，如何判定他真的没点过
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作一个原假设凰：他没有点过名，然后再调查H0是否为真。当调查
了他教过的3个班，都说他没有点过名，这时如果接受凰，犯错误的概率还是较大的。当调查了他教
过的10个班，都说他没有点过名，这时接受凰犯错误的概率会明显减少。如果调查了他教过的30个班
，都说他没有点过名，这时接受H0犯错误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可惜调查30个班是很难做到的。反过来
，在调查中只要有人证实这位老师点过名，就可以拒绝H0了（不论调查了几个班），并且犯错误的概
率很小。 例1.2告诉我们，要拒绝原假设H0是比较简单的：无论样本量是多少，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够
了，但是要接受H0就比较费力了：必须有足够多的证据（样本量），才能够以较大的概率保证凰为真
。也就是说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样本量），才能减少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在例1.2中还有一个现象值
得注意：当调查10个班发现都没有点过名就接受H0时，即使判断失误，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因为数
据已经说明这位老师不爱点名了。 在应用问题中，常用到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检验的任务是依据观测
数据或试验数据判断原假设H0是否成立：如果观测数据或试验数据和原假设有显著的差异，就拒
绝H0，并称检验显著。否则不能拒绝H0，并称检验不显著，注意，不能拒绝H0并不表示一定要接
受H0。显著性检验的原则是控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不超过某个定值α，比如说α＝0.05，而对犯第
二类错误的概率没有限制。因此，如何规定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就有讲究了。看下面的例子： 例1.3亚硝
酸盐作为食品添加剂具有着色和延长保质期的防腐作用，被广泛用于熟肉、灌肠和罐头等肉食品，鉴
于亚硝酸盐对人体十分有害（引起中毒、致癌），所以各国对其作为食品添加剂的用量都有十分严格
的限制。现在为了检验某食品厂灌肠的亚硝酸盐含量是否超标，预备随机抽查该厂10个灌肠样品，用
显著性检验方法进行检验，如果控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01，应当对下面的哪个假设进行检
验？ （a）H0：亚硝酸盐不超标vs H1：亚硝酸盐超标； （b）H0：亚硝酸盐超标vs H1：亚硝酸盐不超
标。 解 如果对于假设（a）进行检验，则依据数据拒绝H0时，犯错误的概率不超过0.01，即把合格灌
肠判为不合格的概率不超过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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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2版)》较系统地介绍了概率论和数
理统计的基本内容，内容丰富，富有时代特色。书中有许多新的简明讲法，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
内容和加深对问题本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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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闷声作大死 大学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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