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数据分部的两种趋势

及所用指标，理解各种指标的特点和应用场合并

熟练掌握其计算方法，能作简单的分析。 

第四章 数据分布特征的描述



本 章 重 点

v算术平均数的计算

v调和平均数的计算

v标准差和标准差系数的计算



第一节 数据分布集中趋势的测度     

     所谓集中趋势是指一组数据向

某一中心值靠拢的倾向, 测度数据

的集中趋势也就是寻找数据一般水

平的代表值或中心值（即平均数）

。



1.概念:平均指标是总体内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在具体时

间、地点和条件下达到的一般水平的综合指标，又称

平均数。

一、平均指标的意义和作用 

例: 某班有10名学生，期末“统计学”成绩如下表: 

学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成绩 90 85 70 60 50 55 65 72 80 85



数据集中区

变量x

      特点: 同质总体、差异抽象化、集中趋势性



- 利用平均指标便于进行对比分析

- 利用平均指标可以分析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

- 平均指标是制定定额的依据

- 利用平均指标可以进行数量上的推算

2.作用 



3.种类 

 算术平均数

数值平均数 调和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

        众数

位置平均数

中位数



二、算术平均数

（一）计算公式

1.简单算术平均数： x =
∑x
 n

适合于未分组资料

是总体标志总量除以总体单位总量所得到的平均数。

       是计算平均指标最常用的方法和最基本的形式, 是

测度数据分布集中趋势应用最广的指标。  



2.加权算术平均数：

例4-1-1: 300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彩电的资料
     如下,试计算平均每户家庭的彩电数。  

彩电数(台) 家庭数(户)

0

1

2

3

10

110

120

60

  合    计         300



解:



例4-1-2: 某企业职工按工资分组资料如下: 

要求: 计算全部职工的平均工资。  

工资(元) 职工数(人)

400-500

500-600

600-700

700-800

50

70

120

 60

  合    计     300



解: 计算过程如下: 

  工   资

 （元）

  组中值

      x

 职工人数

   f 

400—500

500—600

600—700

700—800

   450

   550

   650

   750

 50

 70

120

 60

  合   计      — 300

     x f    

   22500

   38500

   78000

   45000

  184000



例4-1-3:  某管理局下属20个工业企业生产
          同一产品,其废品率的资料如下表:

     求: 这20个企业的平均废品率

废品率（%） 企业数(个) 产量(万件)

   5以下   4   80

5-10 10 230

10-15  4   70

  15以上  2   20

（二）权数的选择



解: 平均废品率 = 

= 7.875%



对绝对数求平均数时, 频数一般都是权数。

但对相对数或平均数求平均数时, 频数不一定是
权数。  

 链接案例性别歧视

%E6%A1%88%E4%BE%8B%E4%B8%89%E6%80%A7%E5%88%AB%E6%AD%A7%E8%A7%86%E9%97%AE%E9%A2%98%EF%BC%88%E5%8A%A0%E6%9D%83%E7%AE%97%E6%9C%AF%E5%B9%B3%E5%9D%87%E6%95%B0%EF%BC%89.doc


  4.例4-1-6：某管理局下属有27个企业，其销售

与利润的情况如下：

利润率（%） 企业个数 销售额（万元）

8%以下 2 100

8%-10% 18 2000

10%-12% 6 900

12%以上 1 150

求这27个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三）影响加权算术平均数的因素

各组变量值（X）

各组权数所占比重

与次数有没有关系？ 



(四)算术平均数的数学性质
1.算术平均数与总体单位数的乘积等于总体各单位标志值的总和。

  简单算术平均数

  

  

  

  

加权算术平均数: 

简单算术平均数: 

3.如果每个变量值都乘以或除以一个任意值A,则平均数也乘以或除
以这个数A。  

加权算术平均数: 

简单算术平均数: 

2.如果每个变量值都加或减任意数值A，则平均数也要增多或减
少这个数A。  

加权算术平均数: 



4.各个变量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之和等于零

v 简单算术平均数: 

v  证明: 

•加权算术平均数: 

•证明: 



5.各个变量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平方之和等于最小值

v 简单算术平均数: 

v     

v                                           

v      

为中心的离差平方之和为:  以

, 则为任意数,  证明:  设

加权算术平均数: 



（五）算术平均数应用的特点

v 算术平均数适合代数方法的演算, 不仅易于掌握, 而
且与大量的社会经济过程相适应。因此, 应用十分广
泛。

v 易受极端数值的影响, 使算术平均数的代表性变小；
而且受极大值的影响大于受极小值的影响。

v 当组距数列为开口组时, 由于组中值不易确定, 使平
均数的代表性受影响。  



某日三种蔬菜的批发成交数据

蔬菜

名称

批发价格(元
)

 xi

成交额(元) 

mi

成交量(公斤
)

Fi

甲

乙

丙

1.20

0.50

0.80

18000

12500

6400

合计 — 36900

例4-1-7: 某蔬菜批发市场三种蔬菜的日成交

   数据如表，计算三种蔬菜该日的平均批发价格

三、调和平均数

（一）基本公式



得, 加权调和平均数

如mi相等,得简单调和平均数



（二）调和平均数和算术平均数的判断

  1.例4-1-8：
过级率（
%）

班数
（个）

40以下 2

40-60 2

60-80 5

80-100 1

总过关人
数

 21

 30

140

 36

要求: ⑴ 舍弃总过关人数资料，求平均过级率；

      ⑵ 舍弃总人数资料，求平均过级率。  

总人数

70

 60

200

 40



解: 平均过级率 = 

⑴ = 61.35%

⑵ = 61.35%



2.结论：

调和平均数是算术平均数的变形

已知x的文字公式中的分子（m）资料时, 

用加权调和平均数

已知x的文字公式中的分母（f）资料时

, 用加权算术平均数



原来只是计算原来只是计算

时使用了不同时使用了不同

的数据！的数据！



某公司有四个工厂，已知其计划完成程度(%)及实际产值资料如下: 

工厂 计划完成程度(%)

X

实际产值(万元)

m

甲  90     90

乙 100    200

丙 110    330

丁 120    480

合计 -  1,100

1.由相对数计算平均数时调和平均数法的应用：

例

(三)应用



某公司有四个工厂，已知其计划完成程度(%)及计划产值资料如下: 

工厂 计划完成程度
(%)

X

计划产值

(万元)

F

甲   90   100     

乙 100    200

丙 110    300

丁 120    400

合计 - 1,000

2.由相对数计算平均数时加权平均数法的应用：

例



△ 调和平均数的特点

如果数列中有一标志值等于零, 则无法

计算   ；

较之算术平均数,   受极端值的影响要小。  



例如: 1990年某月份甲、乙两农贸市场某农产
品的价格、成交量和成交额资料如下: 

品种 价格（元/千克） 甲市场成交额（万
元）

乙市场成交量（千克）

甲 2.4 1.2 10 000

乙 2.8 2.8 5 000

丙 3 1.5 5 000

合计 5.5 20 000

试问哪一个市场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较高？ 并说明原
因



四、几何平均数
（一）概念
 它是N个变量值的连乘积的N次方根。
 常用于计算平均变化率或平均发展速度。

（二）计算公式 

1.未分组，用简单几何平均数 ： 

2.资料分组时，用加权几何平均数 ： 



某流水生产线有前后衔接的五道工序。某日各工序产品的

合格率分别为95％、92％、90％、85％、80％，整个流水

生产线产品的平均合格率为: 

例1



   投资银行某笔投资的年利率是按复利计算的，25年的年利率分
配是: 有1年为3%，有4年为5%，有8年为8%，有10年为10%，有2

年为15%，求平均年利率。  

年本利率(%)  X 年数   f

103  1

105  4

108  8

110 10

115  2

合计 25

例2  加权几何平均数



这就是说, 25年的平均本利率为108.6%, 年平均

利率即为8.6%。  

=

=108.6%



△ 几何平均数的特点

如果数列中有一个标志值等于零或负值, 就无法

计算   ；

受极端值的影响较  和  小；

它适用于反映特定现象的平均水平, 即现象的总

标志值是各单位标志值的连乘积。  



五、切尾均值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遇到切尾均值这一平均

数。切尾均值是切掉数据大小两端的若干数值后, 

就中间各项数值计算其算术平均数。这种平均数的

测定方法在电视大奖赛、体育比赛及需要人们进行

综合评价的竞赛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由定义可看出众数存在的条件: 

1.概念：众数是在总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标志值

        

六、众数  M0



M
0 M

0
M
0

M
0

M
0

若有两个次数相等的众数, 则称复众数。  

① 只有总体单位数比较多, 而且又有明显的集中趋势时才
存在众数。  



下三图无众数: 

② 在单位数很少, 或单位数虽多但无明显集中趋势时, 

   计算众数是没有意义的。  

X f1 f2 f3

1

2

3

4

5

10

10

10

10

10

80

10

73

80

25

20

25

18

22

15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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