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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Chapter



生物统计学是应用数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

和解释生物学研究中所得数据的一门科学。

在生物学研究中，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环节。生物统计学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

工具，帮助研究者从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揭示生

物学规律和机制，以及评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

效性。

生物统计学定义 生物统计学的意义

生物统计学的定义与意义



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回

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

等，以揭示复杂的生物学现象和

机制。

通过样本数据推断总体特征，包

括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等方法，

用于评估研究结果的统计显著性

和可靠性。

对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如计算

平均值、标准差、绘制图表等，

以直观展示数据的分布和特征。

合理规划实验方案，减少误差和

偏见，提高实验的效率和准确性。

推论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

实验设计

多元统计分析

统计方法在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



01

掌握基本的统计概
念和方法，如概率、
假设检验、方差分
析等。

02 03 04

能够运用适当的统
计方法分析和解释
生物学数据。

了解实验设计和数
据收集的基本原则
和技巧。

培养批判性思维和
科学态度，能够客
观评估研究结果的
可靠性和有效性。

课程目标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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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

Chapter



数值型数据，如身高、体
重等，可进行数学运算。

定量数据 定性数据 有序数据

分类数据，如性别、血型
等，用文字或符号表示。

具有等级或顺序关系的定
性数据，如病情等级、教
育程度等。

030201

数据类型与描述



所有观察值之和除以观察
值个数，反映数据的平均
水平。

算术平均数

将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后，
位于中间位置的数，反映
数据的中心位置。

中位数

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反映
数据的集中情况。

众数

集中趋势的度量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反映数据
的波动范围。

极差
各观察值与平均数之差的平方和的
平均数，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

方差

方差的平方根，用于比较不同数据
集的离散程度。

标准差

离散程度的度量



    

数据分布形态的图形表示

直方图

用矩形的面积表示各组频数，矩形的

高度表示频数密度，反映数据的分布

情况。

折线图

用线段的升降表示各组频数的变化情

况，适用于表示时间序列数据。

箱线图

用箱体、须线和异常点表示数据的分

布情况，可直观识别数据中的异常值

和偏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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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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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条件下，某现象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
称该现象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

事件

描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的数值，常用P表示。

概率

包括事件的包含、相等、和事件（并）、积事件
（交）、差事件及互斥事件等。

事件的运算

事件与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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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取值充满某个区间的随机变量称为连续型随机变量，其分布可

用概率密度函数描述。

01

随机变量

将随机试验的结果数量化，用实数来表示，这样的实数称为随

机变量。

02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取值可一一列出的随机变量称为离散型随机变量，其分布可用

分布律描述。

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描述随机变量取值的平均水平，是随机变量的重要数字特征之一。对于离散型随机变量，期望是所有可能取值与

其对应概率的乘积之和；对于连续型随机变量，期望是概率密度函数与自变量的乘积在整个取值范围内的积分。

期望

描述随机变量取值的离散程度，即各取值与期望的偏离程度。方差越大，说明随机变量的取值越分散；方差越小，

说明随机变量的取值越集中。

方差

期望与方差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大数定律

揭示了当试验次数足够多时，频率稳

定于概率的现象。即当n很大时，事

件A发生的频率与事件A发生的概率有

较大偏差的可能性很小。

中心极限定理

揭示了当样本量足够大时，样本均值

的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的现象。无论

总体服从什么分布，只要样本量足够

大（通常要求n≥30），样本均值的分

布就近似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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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估计

Chapter



矩估计法

利用样本矩来估计总体矩，如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均
值。

最大似然估计法

根据样本信息选择使得似然函数达到最大的参数值作
为估计值。

贝叶斯估计法

基于贝叶斯定理，结合先验信息和样本信息得到后验
分布，进而进行参数估计。

点估计



置信区间

根据样本数据计算得到的一个区间，用于估计未知参数的真实值
所在范围，该区间具有一定置信水平。

枢轴量法

构造一个包含未知参数的枢轴量，并根据其分布特性确定置信区
间的上下限。

自助法

通过对样本进行重复抽样，生成大量自助样本，进而计算置信区
间。

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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