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与技巧·

例析统计与概率试题

李洪杰

(山东省莱西市第二中学)

　　统计与概率试题主要考查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

和运算求解能力．解题时,如果我们能够充分依据教

材知识优化解题思维过程,那么便可提高解题速度和

准确率．

１　分层抽样

例１　某市实验中学初中部初一年级有学生４００
人,初二年级有学生３００人,初三年级有学生２５０人,

现从初中部所有学生中,按照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容

量为１９０的样本,试问各年级应该分别抽取多少人?

方法１　由题意可知总体容量为４００＋３００＋
２５０＝９５０,根据各层所占的比例不改变,可

得初一年级学生应抽取１９０
９５０×４００＝８０

人,初二年级

学生应抽取１９０
９５０×３００＝６０

人,初三年级学生应抽取

１９０
９５０×２５０＝５０

人．

方法２　根据分层抽样的概念,可知抽样前后各

层之间的比值不变,所以样本中,初一、初二、初三学

生的人数之比为４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８∶６∶５．可设初一、初
二、初三年级应抽取的人数分别为８x,６x,５x．于是,

由样本容量为１９０可得８x＋６x＋５x＝１９０,解得x＝
１０,故初一、初二、初三年级应分别抽取学生８０人、６０
人、５０人．

一般地,设总体中第i层的个体数是Ni,样
本中第i 层的个体数是ni,这里i＝１,２,

３,…,k,则总体中各层的个体数之比等于样本中各层

的个体数之比,即N１∶N２∶…∶Nk＝n１∶n２∶…∶nk．

２　一组数据的平均数和方差

例２　对于一组数据zi(i＝１,２,３,…,n),如果

将它们改变为zi－c(i＝１,２,３,…,n)(其中c＞０),

那么下列结论正确的是(　　)．

A．平均数等于原来的平均数减去c,方差等于原

来的方差减去c２

B．平均数等于原来的平均数减去c,方差等于原

来的方差

C．平均数等于原来的平均数加上c,方差等于原

来的方差加上c２

D．平均数等于原来的平均数加上c,方差等于原

来的方差

方法１　设一组数据zi(i＝１,２,３,…,n)的
平均数为z,方差为s２,所以一组数据zi－c

的平均数和方差分别为

z１－c＋z２－c＋…＋zn－c
n ＝

z１＋z２＋…＋zn

n －c＝z－c,

１
n
{[(z１－c)－(z－c)]２＋[(z２－c)－

(z－c)]２＋…＋[(zn－c)－(z－c)]２}＝
１
n
[(z１－z)２＋(z２－z)２＋…＋(zn－z)２]＝s２,

则平均数比原来的少c,方差与原来的一样,故选B．
方法２　设一组数据zi(i＝１,２,３,…,n)的平均

数为z,方差为s２,则根据相关规律,易知一组数据

zi－c的平均数为z－c,方差为s２,故选B．
一般地,求解一组数axi＋b(i＝１,２,３,…,

n)的平均数和方差,可利用如下规律:若x１,

x２,…,xn 的平均数是 x,方差是s２,则ax１＋b,ax２＋

b,…,axn＋b的平均数是a x＋b,方差是a２s２．

３　复杂事件的概率

例３　同时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则３点和

５点中至少有一个出现的概率为 ．
方法１　设“３点和５点中至少有一个出现”

为事件A,“３点至少出现一个但是５点不出
现”为事件B,“５点至少出现一个但是３点不出现”为
事件C,“３点和５点同时出现”为事件D,则A＝B＋
C＋D．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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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时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一共可产生

３６种等可能的结果:(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

５),(１,６),(２,１),…,(６,６),注意到３点至少出现一

个但是５点不出现一共有９种等可能的结果:(３,１),
(３,２),(３,３),(３,４),(３,６),(１,３),(２,３),(４,３),(６,

３);５点至少出现一个但是３点不出现一共有９种等

可能的结果:(５,１),(５,２),(５,４),(５,５),(５,６),(１,

５),(２,５),(４,５),(６,５);３点和５点同时出现一共有

２种等可能的结果:(３,５),(５,３)．因此,根据互斥事件

的概率加法公式可得

P(A)＝P(B)＋P(C)＋P(D)＝
９
３６＋

９
３６＋

２
３６＝

５
９．

方法２　设“３点和５点中至少有一个出现”为事

件A,则事件A 的对立事件 A 为“３点和５点均没有

出现”．由于同时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骰子一共有３６
种等可能的结果:(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１,６),(２,１),…,(６,６),既没有３点也没有５点出现

共有１６种等可能结果:(１,１),(１,２),(１,４),(１,６),
(２,１),(２,２),(２,４),(２,６),(４,１),(４,２),(４,４),(４,

６),(６,１),(６,２),(６,４),(６,６),所以根据对立事件的

概率公式可得P(A)＝１－P( A)＝１－
１６
３６＝

５
９．

一般地,求复杂事件A 的概率时,往往可先

求 A 的概率,再利用公式P(A)＝１－P( A)

来计算．

４　超几何分布的数学期望

例４　在一场比赛中,某篮球队的１１名队员中

共有９名上场比赛,其得分情况如下:

４　６　７　８　１２　１４　１５　２０　２２
从上述得分超过１０分的队员中任取３人,记选

中的３人中得分不低于２０分的人数为ξ,则ξ的数学

期望为 ．
方法１　由题设知得分超过１０分的有５人,

得分不低于２０分的有２人,则ξ＝０,１,２,且

P(ξ＝０)＝
C３３
C３５
＝
１
１０
,P(ξ＝１)＝

C２３C１２
C３５
＝
３
５
,

P(ξ＝２)＝
C１３C２２
C３５
＝
３
１０
,

故E(ξ)＝０×
１
１０＋１×

３
５＋２×

３
１０＝

６
５．

方法２　由题设知得分超过１０分的有５人,得分

不低于２０分的有２人,所以ξ 服从超几何分布,故

E(ξ)＝
２
５×３＝

６
５．

若随机变量满足超几何分布,则可利用如下

规律:在含有 M 件次品的N 件产品中,任取

n (n≤N)件,则其中次品数 X 服从超几何分布,且

X 的数学期望为E(X)＝
M
N
·n．

５　二项分布的数学期望

例５　有一种“套圈”游戏,其规则如下:１元钱可

购买２个圆形套圈,玩家必须站在指定位置向地面上

的奖品抛掷,每次只允许投掷一个圆形套圈,若某奖

品被套住,则该奖品归玩家．商家会更换同样的玩具供

玩家继续游戏．已知玩家很想获得一款布娃娃玩具,假
设玩家每次投掷套中该奖品的概率都是０.２．现已知

玩家一共消费２元,那么该玩家获取该款布娃娃玩具

的个数X 的数学期望为 ．
方法１　由题设可知２元可买到共２×２＝４
个套圈,从而易知X＝０,１,２,３,４,且

P(X＝０)＝C０４×０.２０×(１－０.２)４＝
２５６
６２５
,

P(X＝１)＝C１４×０.２１×(１－０.２)３＝
２５６
６２５
,

P(X＝２)＝C２４×０.２２×(１－０.２)２＝
９６
６２５
,

P(X＝３)＝C３４×０.２３×(１－０.２)１＝
１６
６２５
,

P(X＝４)＝C４４×０.２４×(１－０.２)０＝
１
６２５
,

故E(X)＝０×
２５６
６２５＋１×

２５６
６２５＋２×

９６
６２５＋３×

１６
６２５＋４×

１
６２５＝

４
５．

方法２　由题设知２元可买到２×２＝４个套圈,

从而易知X~B(４,０.２),则E(X)＝４×０.２＝０.８．
若随机变量满足二项分布,则可利用如下规

律:一般地,若X~B(n,p),则E(X)＝np．
对于以上５道例题,相较于方法１,方法２更加便

捷．关注统计与概率试题解法的优化,将所学数学知识

与方法综合应用于解题中,有利于优化解题思维过

程,加深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提升解题技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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