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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介绍统计数据的整理过程#通过本项目的学习"掌握统计整理的概念和

意义$了解统计分组在整个统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统计整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掌握选择分组标志!编制变量数列!制作基本统计图表的技术和方法#

任务一 统计整理概述

统计资料整理是统计工作的第三个阶段#在整个统计工作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统计整理既是统计调查的继续和深化#又是统计分析的基础和前提#是统计调查和统

计分析的连接点$

一!统计整理的概念和意义
!

统计资料整理简称统计整理#是指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对统计调查所得的原

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汇总#或对已初步加工的次级资料进行再加工#使其系统化)条

理化)科学化#以反映所研究的现象总体特征的工作过程$

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统计整理. 统计调查得到的大量)零散)不规范的资料只能表明

被调查单位的具体情况#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明事物的综合情况#必须进行加工

整理$

例如#人口普查中的人口资料只能说明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等$必须通过对人口总体中每个人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组)汇总等加工处理后#

才能得到人口总体的综合情况#如总人口数)平均年龄)男女性别比例等#从而了解人口

总体的规模)结构)增减变动状况等#达到对人口总体的全面)系统的认识$

因此#统计整理是实现由对个别现象到总体现象的认识#统计整理的正确与否)质量

好坏#将直接影响统计对社会经济现象数量描述的准确性和数量分析的真实性$采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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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进行统计整理是顺利完成统计分析任务的前提$

二!统计整理的内容
!

统计整理的全过程包括对统计资料的审核)统计分组)统计汇总和编制统计图表
;

个

环节$

"

&)

统计资料的审核

原始资料一经汇总#资料中的各种差错就会被掩盖起来#会影响统计资料的质量#对

调查资料进行审核是统计整理的第一步#包括以下内容(

"

审核资料的完整性#即调查单

位或填报单位是否齐全*

#

审核资料的及时性#即填报单位是否按规定的时间报送了有关

资料*

$

审核资料的正确性#即检查所填报的资料是否准确)可靠$

资料正确性的审核较为复杂#我们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

&

'逻辑性审核$审核资料的回答内容是否合情合理#各个项目之间是否有矛盾$例

如#在某省人口调查表中#!年龄"一栏中填写!

&:

"#而!从事工作"一栏中却填写!财务"#

这其中必有一栏填写错误$

%

3

'计算审核$审核资料的统计口径)范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是否符合要求#统

计数字是否正确$

"

3)

统计分组

根据研究目的和统计分析的需要#选择整理的标志#并进行归类分组$统计分组是统

计整理的重要内容和统计分析的基础#只有正确的分组才能整理出有科学价值的综合指

标#并借助这些指标来揭示现象的本质与规律$

"

7)

统计汇总

统计汇总就是对分组后的各项统计指标进行汇总处理#并计算各组的单位数和合计

数#计算出说明总体和各组情况的统计指标数值$

"

;)

编制统计图表

通过编制统计表和绘制统计图#将整理出的资料简洁)明了且有序地呈现在读者

面前$

任务二 统 计 分 组

一!统计分组的相关概念
!

统计分组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和任务#按照选定的变异标志将总体划分为若干部分

或组别#使组与组之间具有差异性#而同一组内的单位保持相对同质性$例如#社会产品

按其经济用途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企业按年产量或投资总额可分为大型企业)中型

企业)小型企业等$通过统计分组#可以区别社会经济现象在质和量方面的差别$

统计分组在统计研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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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分社会经济现象的类型

这类分组称为类型分组$社会经济现象是极其复杂多样的#客观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类

型#各种不同类型的现象在规模)水平)结构)比例关系等方面的数量表现也各不相同$

利用统计分组就能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将总体区分为各种性质不同的类型#来研究各类

现象的数量差异和特征以及相互关系$例如#中国居民城镇)农村的划分就说明在中国二

元经济结构下社会经济关系存在巨大的差异$

"

3)

研究总体内部结构

这类分组称为结构分组$利用统计分组计算出各组数值在总体中所占比重#对社会经

济现象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可以说明现象总体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同时#对现象内部结

构的变化进行动态研究#还可以反映现象总体发展变化的过程)趋势和规律$

)例
<:9

*某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近几年教师学历结构如表
7I&

所示#

表
<:9

!

某高校经济管理学院近几年教师学历结构表

年份 本科,
F

硕士,
F

博士,
F

合计,
F

3:&7 9: 79 &9 &::

3:&; ;; 7' &' &::

3:&9 ;: 78 3; &::

3:&8 7' 78 38 &::

3:&1 7; 7' 3' &::

从表
7I&

中可以看出"该学院通过近几年的教师队伍学历优化"初步实现了提高教师

队伍学历的目标#

"

7)

研究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

这类分组称为分析分组$客观现象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依存

关系$例如#市场商品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家庭的工资收入与日常生活之间#都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所有这些依存关系都可以通过统计分组分析出因素与结果之

间的变动规律$

)例
<:=

*某企业在不同生产规模情况下"产量与产品单位成本的数据如表
7I3

所示#

表
<:=

!

某企业产量与单位成本的情况

产量,万件 单位成本,'元,件(

:

!

3 &3

3

!

; &&)9

;

!

8 &:)'

8

!

' &:

%

' ')2

从表
7I3

中可以看出"产量越大"产品单位成本越小"表明产品单位成本随产量扩大

而降低#这种依存关系只有通过分组才可以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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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组在三个方面的作用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同时也可以看出统计分组在统

计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统计分组是后续统计工作的基石#应用于统计工作全过程#是统计

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二!选择分组标志
!

统计分组中的关键问题在于选择分组标志$分组标志就是将统计总体区分为若干组成

部分的根据$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有许多不同的标志$对同一总体进行分组会有多种选

择#为确保分组后的各组能够正确反映事物内部的规律性#选择分组标志时#应遵循以下

原则$

"

&)

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与任务选择分组标志

在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时#不同的研究任务要选择不同的分组标志进行分组$例

如#以全国工业企业为总体进行研究时#这个研究对象就有很多标志#如经济类型)固定

资产原值)职工人数)所属行业等$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到底应该采用哪种标志进行分组#

要根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如果研究的目的是要分析不同经济类型的企业在总体中的构

成#那么就要选择经济类型作为分组标志*如果要研究工业企业规模构成状况#则可以选

择产值)固定资产原值等作为分组标志$

"

3)

选择最能反映现象本质特征的标志作为分组标志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分组标志时有多种选择#这就需要根据被研

究对象的特征#选择最主要的)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标志进行分组$例如#研究某企

业职工生活水平高低情况#可以用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分组标志#也可以用职工家庭成员

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分组标志$相对来说#职工家庭成员人均收入水平更能反映职工生活水

平的高低#更能反映现象的本质特征#因为即使某一职工工资水平较高#但如果他赡养的

人口数很多的话#其家庭生活水平也不会很高$在进行统计分组时#就要选择其中最能反

映问题本质特征的标志即职工家庭成员人均收入进行分组#这样能够使我们对所研究的对

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

7)

根据现象所处的历史时期来选择标志

社会经济现象是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个标志在过去某个时期是适用

的#现在不一定适用*在这个场合适用#在另一场合不一定适用$因此#即使是研究同类

现象#也要视具体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分组标志$例如#反映企业规模

的标志有职工人数)生产能力)固定资产价值等#究竟应选择哪个标志作为分组标志#需

视具体条件而定$在技术不发达或劳动密集的条件下#适合用职工人数来表示企业规模*

反之#在技术进步或技术装备比较先进的条件下#采用固定资产价值或生产能力来表示企

业规模会更恰当)更切合实际$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分组标志时#还要遵循穷尽性和互斥性两个原则$穷尽性

原则是指统计分组必须保证总体的每一个单位都能归入其中的一个组#各个组的单位数之

和等于总体单位总数#总体的指标必须是各个单位相应标志的综合*互斥性原则是指统计

分组必须保证总体的每一个单位只能属于其中的一个组#不能出现重复统计的现象#否则

必然影响统计资料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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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组的方法
!

统计分组要求将总体内标志表现不同的总体单位分开#使标志表现相同或相近的总体

单位归属在同一组$因此#分组标志一经选定#就要突出总体在这一标志下的性质差异或

数量差异#即在分组标志范围内#划分各相邻组间的性质界限和数量界限$

!一" 按分组标志性质不同分组
按分组标志性质不同#统计分组方法分为品质标志分组和数量标志分组$

"

&)

按品质标志分组

按品质标志分组就是选择反映事物属性差异的品质标志为分组标志#并在品质标志的

变异范围内划定各组界限#将总体划分成若干个性质不同的组成部分$

)例
<:<

*

3:&9

年年末部分地区的人口见表
7I7

"我国
3::8

-

3:&9

年县级市数按年份进

行的分组见表
7I;

#

表
<:<

!

=?9@

年年末部分地区的人口 单位(万人

地
!!

区 人
!

口
!

数 地
!!

区 人
!

口
!

数

北京
3&1&

湖北
9'93

天津
&9;1

湖南
81'7

河北
1;39

广东
&:';2

山西
788;

广西
;128

内蒙古
39&&

海南
2&&

辽宁
;7'3

重庆
7:&1

吉林
3197

四川
'3:;

黑龙江
7'&3

贵州
797:

上海
3;&9

云南
;1;3

江苏
1218

西藏
73;

浙江
9972

陕西
7127

安徽
8&;;

甘肃
38::

福建
7'72

青海
9''

江西
;988

宁夏
88'

山东
2';1

新疆
378: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3:&8

年国家数据
)

表
<:A

!

我国
=??B

#

=?9@

年县级市数 单位(个

年
!!

份 县 级 市 数 年
!!

份 县 级 市 数

3::8 78& 3:&& 71:

3::1 78& 3:&3 781

3::' 78' 3:&7 78'

3::2 78' 3:&; 78'

3:&: 782 3:&9 782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3:&8

年国家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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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数量标志分组

按数量标志进行分组#就是根据统计研究的目的#选择反映事物数量差异的数量标志作

为分组标志#在数量标志值的变异范围内划定各组的数量界限#将总体划分为性质不同的若

干个部分或组别#结果形成变量数列$根据数量标志值的多少不同#可以划分为以下类型$

%

&

'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分组$单项式分组是指分组后#每组组别只有一个标志值的

统计分组$例如#某城市家庭按人口多少进行分组#可以分为%

&

#

3

#

7

#

;

#

9

'#按每个

家庭汽车拥有量%

&

#

3

#

7

#

;

#

9

'分组时#由于其中标志值变动的范围比较小#因而均可

采用单项式分组$

组距式分组是指分组后#每组组别对应多个标志值而形成区间的统计分组#其中区间

的距离称为组距#故称组距式分组$对于离散变量#如果变量值的变动幅度很大#变量值

个数很多#则可进行组距式分组$例如#在百分制考试中#学生按考试成绩分组*我国人

口按年龄进行分组等#均适合采用组距式分组$

对连续变量进行分组#由于不能一一列举其变量值#只能采用组距式的分组方式#如

企业按产值)营业利润)劳动省差率或工资等标志进行的分组$

%

3

'等距分组和不等距分组$等距分组是各组保持相等的组距#即各组标志值的变动

都限于相同的范围$不等距分组即各组组距不相等#也称为异距分组$某地区人口按年龄

分组编制的等距数列和异距数列分别见表
7I9

和表
7I8

$

表
<:@

!

某地区人口年龄构成$等距数列%

按年龄分组/岁 人口数/万人 比重/
F

&:

以下
9: 3)97'

&:

!

3: &': 2)&71

3:

!

7: 73: &8)3;;

7:

!

;: 93: 38)728

;:

!

9: ;9: 33)';7

9:

!

8: 7:: &9)33'

8:

以上
&9: 1)8&;

合计
&21: &::):::

表
<:B

!

某地区人口年龄构成$异距数列%

按年龄分组/岁 人口数/万人 比重/
F

&

以下%婴儿组'

7: &)9

&

!

7

%幼儿组'

&:: 9):

7

!

1

%学龄前儿童组'

33: &&):

1

!

&'

%青少年组'

7': &2):

&'

!

79

%青年组'

83: 7&):

79

!

8:

%中年组'

;2: 3;)9

8:

以上%老年组'

&8: '):

合计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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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7I8

中#人口按年龄进行异距分组#将全部人口划分为婴儿组)幼儿组)学龄前

儿童组)青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
1

个类别$与表
7I9

相比#表
7I8

更清楚地

显示出人口的年龄构成#当然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发现#按品质分组和按数量分组有时也

不是完全割裂开的$

统计分组时采用等距分组还是不等距分组#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在标志值

变动比较均匀的情况下宜采用等距分组$等距分组便于各组单位数和标志值直接比较#也

便于计算各项综合指标$在标志值变动很不均匀时#按一定的比例关系变化#或取值呈现

极端偏斜分布状态时#宜采用不等距分组#此时更能说明现象的本质特征$

!二" 按分组标志的多少分组
根据分组标志的多少#统计分组方法分为简单分组和复合分组$

"

&)

简单分组

简单分组是指按照一个标志进行分组#表
7I1

所示为某班级按分数对期末考试成绩进

行分组$

表
<:C

!

某班级按分数对期末考试成绩进行分组

成绩/分 人数/人

8:

以下
9

8:

!

1: &3

1:

!

': 3:

':

!

2: &;

2:

以上
7

合计
9;

"

3)

复合分组

复合分组是指对同一个总体#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志层叠起来进行分组#表
7I'

所示

为按职称)年龄)性别对某高校教师进行复核分组#这里用三个标志的层叠进行分组$

表
<:D

!

某高校教师的复合分组

职称%第一标志' 年龄%第二标志' 性别%第三标志'

高级职称

;9

岁以下

;9

岁以上

男

女

男

女

非高级职称

;9

岁以下

;9

岁以上

男

女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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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三 分 配 数 列

分配数列是统计整理结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可以表明总体单位在各组间的分布

特征)结构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来研究标志的构成)平均水平及其变动规律$由于分

组标志的性质不同#分配数列的编制方法当然也是不同的$

一!分配数列的概念
!

分配数列是在统计分组的基础上#将总体的所有单位按组归类整理#并按一定顺序排

列而形成的总体中各个单位在各组间的分布#又称分布数列或次数分配$

在分配数列中#分布在各个组的总体单位数叫作次数或频数$各组次数与总次数之比

称为比率或频率$频率分布能够正确反映现象在总体中的分布特征)结构状况#是分析总

体特征及其变动规律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分配数列有两个组成要素(一个是分组*另一个是次数或频率$表
7I2

所

示为某企业职工学历结构情况$

表
<:E

!

某企业职工学历结构情况

文 化 程 度 职工人数/人 占总人数的比重/
F

本科及本科以上
39: &3)9

大专及大专以上
79: &1)9

中专及高中
':: ;:):

初中
8:: 7:):

合计
3::: &::):

表
7I2

中#第一列为各组指标名称*第二列为次数或频数*第三列为比重或频率$

二!分配数列的种类
!

根据分组标志的不同#分配数列分为品质分配数列和变量分配数列两种$

!一" 品质分配数列
按品质标志分组形成的分配数列叫作品质分配数列#简称品质数列#也称属性分布数

列$表
7I&:

所示为
3:&9

年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情况$

表
<:9?

!

=?9@

年某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及构成情况

产
!!

业
国内生产总值

绝对数/亿元 相对数/
F

第一产业
33;78): &&)8

第二产业
27&83): ;');

第三产业
18213): ;:):

合计
&2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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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分配数列
按数量标志分组所编制的分配数列叫作变量分配数列#简称变量数列$

在分组过程中#根据变量值取值范围不同#分组的形式可以分为单项式分组和组距式

分组$变量数列按变量的表示方法和分组方法不同#可以分为单项式分配数列和组距式分

配数列两种$

"

&)

单项式分配数列

单项式分配数列是指将每一变量值列为一组形成的数列#即每一组只包含一个变量

值#按单项式分组所编制的变量数列$这种分组形式只适用于离散变量#而且要求在离散

变量的变动范围较小)变量值个数较少时使用$表
7I&&

所示为某小区家庭按照儿童数

分组$

表
<:99

!

某小区家庭按照儿童数分组

家庭按照儿童数分组/个 家庭数/户

: 3:

& 8:

3 &9:

7 2:

; ;:

合计
78:

"

3)

组距式分配数列

组距式分配数列是以标志值变动的范围作为一组的分组#即组距式分组所形成的变量

数列#适用于所有的连续变量和取值范围较大的离散型变量$表
7I&3

所示为某班同学!统

计学"成绩分布$

表
<:9=

!

某班同学+统计学,成绩分布

成
!!

绩 人
!

数/人 比
!

例/
F

8:

以下
3 3)9:

8:

!

82 &9 &')19

1:

!

12 78 ;9)::

':

!

'2 3: 39)::

2:

以上
1 ')19

合计
': &::)::

三!变量分配数列的编制
!

对于品质数列来讲#如果分组标志选择得好#分组标准定得恰当#则事物性质的差异

表现得就比较明确#总体中各组也容易划分$在编制品质数列时#只要按规定的分组标准

将总体单位按组归类整理即可$品质数列一般来说比较稳定#通常能准确反映总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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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这里#我们只对变量分配数列的编制做重点介绍$

"

&)

单项式数列的编制

在编制单项式数列时#一般将调查所得资料按照数值由小到大顺序排列*然后确定各

组的变量值和组数#一般有多少个变量值就有多少组*最后汇总出各变量值出现的次数#

编制单项式数列$

由于单项式数列每组只有一个变量值#各组之间的界限划分也非常明确#因此编制出

的数列也很稳定$

单项式数列一般只能用在变量值变化幅度不大的离散变量中$当变量值变动幅度较大

时#如果采用单项式数列#组数太多#不便于分析问题#也难以反映总体单位在各组的分

布趋势#这就需要采用组距式数列$连续型变量只能编制组距式变量数列$

)例
<:A

*抽取某班级
3:

名同学调查他们的年龄"试编制单项式变量数列#

&2

!

&'

!

3:

!

3:

!

3:

!

&2

!

&'

!

&2

!

&2

!

3&

3:

!

3:

!

&2

!

3:

!

3:

!

3&

!

&2

!

3:

!

3:

!

&2

具体步骤如下#

'

&

(将总体单位标志值从小到大排列起来%

&'

!

&'

!

&2

!

&2

!

&2

!

&2

!

&2

!

&2

!

&2

!

3: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

3

(以每一岁作为一个组"以每一组出现的次数为各组次数"编制单项式数列"如

表
7I&7

所示#

表
<:9<

!

某班级
=?

名学生年龄统计表

学生年龄,岁 频
!

数,人 频
!

率,
F

&' 3 &:

&2 1 79

3: 2 ;9

3& 3 &:

合计
3: &::

在此案例中"学生年龄范围是
&'

!

3&

岁"数据跨度较小#如果资料数据跨度较大"

那么用单项式变量数列进行编制"组数就会比较多"这样就很难看出数据分布的特点"在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组距式变量数列#

"

3)

组距式变量数列

连续型变量和变量值跨度较大的离散型变量适合编制组距式变量数列$组距式变量数

列不再是一个变量值代表一个组#而是将整个变量值一次划分为几个区间#一个区间为一

组#由这些组所包含的次数所组成的变量数列构成组距数列$

编制这种数列涉及的问题相对较多#主要有全距)组限)组距)组数)组中值)等距

数列和异距数列等$

%

&

'全距(全距是指总体中最大标志值与最小标志值之差$

%

3

'组限(组限是指组距数列中#每个组两端的变量值$其中每组的最大值叫上限#



%*

!!!

每组的最小值叫下限#统称为组限$

如果各组的组限都齐全#称为封闭组$如果组限最小组缺下限或最大组缺上限#称为

开口组$缺下限的开口组#组距数列的第一组用!

SSS

以下"表示*缺上限的开口组#组

距数列的最后一组用!

SSS

以上"来表示$

划分连续型变量的组限时#依据!重叠分组"和!上组限不在组内"原则$相邻两组的上

下限应用同一变量值表示#即相邻两组的上下限必须重叠$一般应把重叠的数值归入下限

那一组#即!上组限不在组内"原则$

划分离散型变量组限时#相邻两组的上下限可用两个连续自然数表示#也可用!重叠

分组"$

%

7

'组距(在组距式分组中#组距是各组上下限之间的举例#也就是各组最大标志值

和最小标志值之差#即组距
W

上限
E

下限$按数量标志进行组距式分组#还可分为等距分

组和不等距%或称为异距'分组$

等距分组就是标志值的各组保持相等的组距$等距分组便于绘制统计图#也便于进行

各类运算$标志值变动比较均匀的情况下#建议采用等距分组$

异距分组就是各组的组距不相等$在标志值分布很不均匀#如急剧增长)下降或变动

幅度很大时#应考虑采用异距分组$

%

;

'组数(组数是指根据一定的组距划分的区间的数目$组数与组距呈反比例关系$

组数越多#则组距越小*反之#组距越大#则组数越少$对于组数和组距#先确定哪个#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

9

'组中值(组中值是指各组中点位置所对应的变量值$

对于封闭组#组中值的计算公式为

组中值
W

本组上限
Y

本组下限

3

对于开口组#组中值的计算公式为

缺上限组的组中值
W

本组下限
Y

邻组组距

3

缺下限组的组中值
W

本组上限
E

邻组组距

3

在计算平均指标或进行其他统计分析时#常以组中值来代表各组标志值的平均水平$

当各组标志值均匀分布时#组中值代表各组标志值的水平#其代表性就高$

组距式变量数列的编制比较复杂#下面结合实例具体说明$

)例
<:@

*根据下述资料编制变量数列#

某单位
7:

名工人的月生产零件数'单位为件(如下%

!!!!

&:8:

!!!

';:

!!!

&&::

!!!

2&:

!!!

&:2:

!!!

2&:

&&&: &:1: 22: 2;: &&2: '1:

&&': 21: &:7: &:8: '9: &:8:

&:&: &:9: 28: &:9: &:1: &3&:

&:9: 29: &:8: &3': &&&: &:&:

&)

将原始资料按大小顺序排列

';: '9: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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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8: 21: 22: &:&: &:&:

&:7: &:9: &:9: &:9: &:8: &:8:

&:8: &:8: &:1: &:1: &:2: &&::

&&&: &&&: &&': &&2: &3&: &3':

3)

确定组距和组数

'

&

(在排序好的数字中"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计算全距'

!

(

W

最大值
E

最小值
W

&3':E';:W;;:

'件(#

'

3

(确定组数'

$

(和组距'

%

(

$W&Y7)733&%

L

#

'

7I&

(

!&

9)2&

'由于
$

为组数"故取整"即
$W8

组(

%W

!

$

'

7I3

(

!

W

;;:

8

&

17)77

'

%

为组限"取
19

"非四舍五入(

式'

7I&

(称为斯德吉斯'

R)*)4"$@

L

-!

(组数公式#式'

7I&

(和式'

7I3

(中"

#

为数据的个

数"

!

为全距#不过实际中也可以视情况先确定组距或组数"再根据式'

7I3

(确定另一个#

先确定哪一个"应考虑以下两点%

"

要尽量能反映总体单位的分布情况及总体单位的集中

趋势$

#

要尽可能区分组与组在性质上的差异#

7)

确定组限

确定组限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

&

(最小组的下限'起点值(应低于最小变量值"最大组的上限'终点值(应高于最大变

量值"如图
7I&

所示"否则会出现有的变量值无法被归入组的情况#

图
<:9

!

组限确定示意图

'

3

(组限的确定应有利于表现总体分布的特点"应反映出事物质的变化#

'

7

(为了方便计算"组限应尽可能取整"最好是
9

或
&:

的整倍数#

'

;

(由于变量有连续型变量和离散型变量两种"其组限的确定方法是不同#

连续型变量采用)重叠分组*#划分离散型变量组限时"相邻两组的上下限可用两个连

续自然数表示"也可用)重叠分组*#

;)

编制组距式变量数列

计算表
7I&;

中各组的频数和频率"编制
7: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表#

表
<:9A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表

按生产零件数分组,件 频
!

数,人 频
!

率,
F

2&:

以下
7 &:)::

2&:

!

2'9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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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按生产零件数分组,件 频
!

数,人 频
!

率,
F

2'9

!

&:8: 1 37)77

&:8:

!

&&79 &: 77)77

&&79

!

&3&: 3 8)81

&3&:

以上
3 8)81

合计
7: &::)::

在变量数列中"我们可以通过频数的合计来检验变量是否不重不漏地被归入各组"其

次各组的频率都是界于
:

和
&

之间的"且各组频率之和等于
&

#

四!计算累计频数和累计频率数列
!

为了更详细地认识变量的分布特征#还可以编制累计频数和累计频率数列#可分为向

上累计频数%频率'和向下累计频数%频率'两种$

向上累计频数的意义(由变量值小的组向变量值大的组累计各组的频数或频率#称为

向上累计频数或向上累计频率$累计数说明小于该组下限的各组的频数%频率'之和$

向下累计频数的意义(由变量值大的组向变量值小的组累计各组的频数或频率#称为

向下累计频数或向下累计频率$累计数说明大于及等于该组下限的各组频数%频率'之和$

依据表
7I&;

#编制有累计频数频率的分配数列#见表
7I&9

$

表
<:9@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表$含累计频数-频率%

按生产零件数分组/件 频
!

数/人 频
!

率/
F

向 上 累 计 向 下 累 计

频
!

数/人 频
!

率/
F

频
!

数/人 频
!

率/
F

2&:

以下
7 &:):: 7 &:):: 7: &::)::

2&:

!

2'9 8 3:):: 2 7:):: 31 2:)::

2'9

!

&:8: 1 37)77 &8 97)77 3& 1:)::

&:8:

!

&&79 &: 77)77 38 '8)88 &; ;8)81

&&79

!

&3&: 3 8)81 3' 27)77 ; &7)7;

&3&:

以上
3 8)81 7: &::):: 3 8)81

合计
7: &::)::

& & & &

表
7I&9

中的数据说明#月生产零件数在
&:8:

以下的有
&8

人#占总数的
97)77F

#即

月生产零件数在
&:8:

以上的有
&;

人#占总数的
;8)81F

#依此类推$

五!频数分布的主要类型
!

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性质各不相同#所以频数分布也不尽相同$频数分布主要有钟形分

布)

Z

形分布和
[

形分布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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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形分布

钟形分布是指靠近两端的变量值分配次数较少#中间变量值分配次数较多#绘制成的

曲线图形状宛如一口古钟$

钟形分布是客观现象分布中最常见的分布#其突出特征是!中间大#两头小"$如果钟

形分布的中间变量值次数最多#两侧变量值分配的次数随着其与中间变量值距离的增大而

渐次减少#并围绕中心变量值两侧呈完全对称分布#则称为对称分布$例如#学生成绩的

分布)单位面积的农产品产量等$

许多客观现象总体都趋近于正态分布$中心变量值两侧的变量值次数分布不对称的称

为非对称分布或偏态分布#通常有左偏态和右偏态两种$

"

3)Z

形分布

Z

形分布的特征与钟形分布特征恰恰相反#靠近中间的变量值分布次数少#靠近两端

的变量值分布次数多#分布特征是!两头大#中间小"#绘成的曲线图形如英文字母!

Z

"$

例如#人口在不同年龄上的死亡率一般近似地表现为
Z

形分布$

"

7)[

形分布

[

形分布有正反两种情况(次数随变量值增大而增多时所绘成的曲线图形如英文字母

!

[

"#称为正
[

形分布*次数随变量增大而减少时所绘成的曲线图犹如反写的英文字母!

[

"#

称为反
[

形分布$例如#商品供给量随着价格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使供给曲线呈正
[

形分

布*人口总体按年龄大小的分布一般呈反
[

形分布$

频数分布图形如图
7I3

所示$

图
<:=

!

频数分布图形

任务四 统计数据的显示

经过整理的统计资料往往通过统计表和统计图显示出来#因此#统计表和统计图成为

显示统计数据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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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计表
!

"

&)

统计表的概念和构成

统计表就是由纵横交叉的直线所组成的表格来显示统计数据的表格$统计表的应用范

围极其广泛#是表现统计资料最常用的形式$其主要优点是(使统计资料条理化#更清晰

地表述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联系*使统计数据的显示简明易懂*便于计算和比较表内的各

项统计指标#并易于检查数字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统计表的构成可以从表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认识$从统计表的形式来看#统计表由总

标题)横行标题)纵栏标题和统计数字
;

个要素构成#如图
7I7

所示$

图
<:<

!

统计表的形式

总标题是统计表的名称#用以概括说明整个表的内容#多数情况要包括总体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一般位于表的上方中央$

横行标题是横行内容的名称#通常用来说明总体及其各组的名称#通常也称为主词#

一般列在表的左边$

纵栏标题是纵栏内容的名称#通常用来表示反映总体及其各组成部分数量特征的统计

指标的名称#通常也称为宾词#一般列在表内的上方$

统计数字是各项指标的具体数值#内容由横行标题和纵栏标题所限定#其数字可以是

绝对数)相对数或平均数$

另外#为了补充统计表中未说明的问题#统计表往往还附有一些说明#包括资料来

源)指标计算方法)填报单位)填表人)填表日期等$

从统计表的内容来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词*另一部分是宾词$主词是统计

表的主体#也是统计表所要说明的对象$主词通常用横行标题来表示$宾词是说明主词的

各项指标#一般由纵栏标题和统计数字所组成$

统计表的主词和宾词的位置一般如图
7I7

所示#但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为了阅读方

便#可以将主词和宾词的位置互换$

"

3)

统计表的分类

统计表按对总体分组的情况不同#可以分为简单表)分组表和复合表$



%%

!!!

简单表是指对统计总体未做任何分组#仅按单位名称或时间顺序排列而成的统计表#

如表
7I&8

所示$

表
<:9B

!

中国主要河流基本情况

名
!!

称 流域面积/平方千米 河长/千米 年径流量/
&:

2 米7

长江
&':'9:: 87:: 29&7

黄河
193;;7 9;8; 88&

松花江
991&': 37:' 183

辽河
33'28: &72: &;'

珠江
;9782: 33&; 777'

海河
38787& &:2: 33'

淮河
3823'7 &::: 833

分组表又称简单分组表#是指对统计总体仅按一个标志进行分组而形成的统计表#如

表
7I&1

所示$利用分组表可以深入分析现象的内部结构和现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表
<:9C

!

某企业职工学历构成情况

文 化 程 度 职工人数/人 占总人数的比重/
F

大专及大专以上
79: &1)9

中专及高中
':: ;:):

初中
8:: 7:):

小学及小学以下
39: &3)9

合计
3::: &::):

复合表又称复合分组表#是指对统计总体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志进行层叠分组而形成

的统计表#如表
7I&'

所示$

表
<:9D

!

=?9B

年某地区高等学校普通本!专科部分学科招生人数 单位(人

项
!!

目 本
!!

科 专
!!

科 合
!!

计

经济学
&93923 &&8&'& 38'117

法学
&&::&2 '8&18 &28&29

文学
;1::33 7;82:: '&8233

工学
12'&:8 &&2;73: &223;38

农学
;17&3 931:' &:::3:

医学
&993;3 33;';& 7'::'7

管理学
;&&;8; 883&8& &:17839

合计
3&;;191 38'73'1 ;'3':;;

"

7)

编制统计表的要求

为了使统计表能够科学地反映被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同时为了使统计表美观和标准



%&

!!!

化#编制统计表时要遵循科学)实用)简练)美观的原则#还要符合以下要求$

%

&

'统计表的标题)项目)指标要简明扼要#应写明资料所属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使

人一目了然#便于分析$如果指标的计量单位只有一个#则通常列在表的右上角#如果计

量单位较多#则列在相应的指标栏内$

%

3

'统计表的纵栏)横行的排列要尽量反映出内容方面的逻辑关系#如表
7I&2

所示$

表
<:9E

!

某地区
=?9B

年国民生产总值和职工人数统计表

项
!!

目 国民生产总值/万元 职工人数/人

国有经济

大型
&7:7: &;39;

中型
2&;: 9:73&

小型
9:3& &:373

集体经济

大型
':81 19::

中型
8&8: &&98;

小型
;8:: 9:879

外商投资经济

大型
19:: 23&7

中型
83&: '97:

小型
9;:: 9:79

其他经济

大型
9':: 1;::

中型
;9&: '&&&

小型
;:&8 ;398

%

7

'当统计表的栏目较多时#可进行编号#以说明其相互关系$主词栏和计量单位栏

常用甲)乙)丙等文字编号#宾词栏常用
&

)

3

)

7

等数字编号$

%

;

'表中的合计栏可以排在前面#也可以排在最后#如果只列出其中部分项目#则合

计栏必须排在前面$

%

9

'表中的统计数字应书写工整)字迹清晰*数字应填写整齐#数位对准$数字为零

时要写出!

:

"来#不应填写数字的空格用!

'

"线表示*未发生的数字空着不填*估算的数

字应在表下说明*无法取得的资料用!00"号表示*如果某项数字与邻项数字相同#则仍

应填写数字#不得用!同上"!同左"等字样或符号代替$

%

8

'国际上规范的统计表是!三线表"#表的上下两端用粗线#左右两边不封口#纵栏

之间用细线分开#横行之间可以不加线$

%

1

'统计表的资料来源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可在表下加以注明$例如#统计资料的

来源)填表时间)制表人)审核人等$

%

'

'统计表中的数字资料都要注明计量单位$计量单位应按统计制度的规定填写#不

得另设不同的计量单位$

为使统计表阅读方便#计算单位应按如下方法表示(当各指标数都以同一单位计量时#

就将计量单位写在统计表的右上角*当同栏指标数值以同一单位计量时#而各栏的计量单位

不同时#则应将单位写在各纵栏标题的下方或右方*当同行统计资料以同一单位计量#而各

行的计量单位不同时#则可在横行标题后添加计量单位栏#用以标明各行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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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计图
!

统计图是人们用来展示统计资料的另一种常用形式#是根据整理过的统计资料#运用

几何图形或具体的形象来表现被研究对象数量关系和数量特征的图形$与统计表相比#统

计图更为鲜明)醒目)生动)直观$常用的统计图有柱形图)直方图)折线图)圆形图)

散点图等$

"

&)

柱形图

柱状图分为单式柱形图和复式柱形图$

%

&

'单式柱形图$根据表
7I3:

绘制单式柱形图#如图
7I;

所示$

表
<:=?

!

某班
=?

名学生年龄统计表

学生年龄/岁 频
!

数/人 频
!

率/
F

&' 3 &:

&2 1 79

3: 2 ;9

3& 3 &:

合计
3: &::

图
<:A

!

某班
=?

名学生年龄柱形图

%

3

'复式柱形图$根据表
7I3&

中的数据资料#为反映某企业各车间的计划产量与实际

产量的对比情况#绘制复式柱形图#如图
7I9

所示$

表
<:=9

!

某企业
=?9B

年产量计划完成情况表

车
!!

间 计划产量/件 实际产量/件

*

车间
&88 &8'

H

车间
&2; 3;:

?

车间
3;: 7&3

J

车间
39: 38:

合计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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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某企业各车间产量完成情况对比图

"

3)

直方图

直方图是用矩形的宽度和高度来表示频数分布的图形$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横轴表

示数据分组#纵轴表示频数或频率#这样各组与相应的频数就形成了一个矩形#即直方

图#一般用来表现连续型变量的分布特征$例如#根据表
7I33

绘制频数直方图#如图
7I8

所示$

表
<:==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表

按生产零件数分组/件 频
!

数/人 频
!

率/
F

2&:

以下
7 &:)::

2&:

!

2'9 8 3:)::

2'9

!

&:8: 1 37)77

&:8:

!

&&79 &: 77)77

&&79

!

&3&: 3 8)81

&3&:

以上
3 8)81

合计
7: &::)::

图
<:B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频数直方图

"

7)

折线图

折线图也称频数多边图#是在直方图的基础上把相邻直方形的顶边中点连接成一条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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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再把折线两端与横轴上直方形两侧延伸的假象组中点相连#就形成了频数分布折线

图#也可以用组中值与次数求坐标点连接而成$例如#根据表
7I3:

对该班学生年龄绘制

折线图#如图
7I1

所示$

图
<:C

!

某班
=?

名学生年龄结构折线图

"

;)

圆形图

圆形图又称饼图#是以圆的面积或圆内各扇形的面积来表示数值大小或总体内部结构

的一种图形$根据表
7I3:

绘制圆形图以反映学生年龄结构#如图
7I'

所示$

图
<:D

!

某班
=?

名学生年龄结构圆形图

"

9)

散点图

散点图主要用于显示时间序列数据#以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趋势$表
7I37

反

映了
3:&&

&

3:&8

年我国某省城乡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情况#根据该表绘制散点图#如

图
7I2

所示$

从图
7I2

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逐年提高#而且城镇居民的家

庭人均收入高于农村#

3:&&

年以后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表
<:=<

!

=?99

#

=?9B

年我国某省城乡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情况

年份
3:&& 3:&3 3:&7 3:&; 3:&9 3:&8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元
3;11); 7;;8); ;3'')8 ;'71)8 9&88)7 9;39)&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元
2'3)8 &77; &81&)& &238)7 3:23);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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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

!

=?99

#

=?9B

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的人均收入散点图

任务五
8F(",

在统计整理中的应用

一!利用
GH8

I

J8K)L

函数进行统计数据的分组整理
!

用各种方法取得的统计数据必须经过加工整理#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才能符合统计

分析的要求$在
TD+-0

的统计函数中有一个专门于统计分组的
U=TXZT>?\

函数#可用

于分组)计算频数和频率等$下面举例说明该函数的使用方法$%此处使用的
TD+-0

为

3:&:

版'

)例
<:B

*某单位
7:

名工人的月生产零件数'单位为件(如下%

!!!!

&:8:

!!!

';:

!!!

&&::

!!!

2&:

!!!

&:2:

!!!

2&:

&&&: &:1: 22: 2;: &&2: '1:

&&': 21: &:7: &:8: '9: &:8:

&:&: &:9: 28: &:9: &:1: &3&:

&:9: 29: &:8: &3': &&&: &:&:

现准备将这
7: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为
8

组"分别为
2&:

以下!

2&:

!

2'9

!

2'9

!

&:8:

!

&:8:

!

&&79

!

&&79

!

&3&:

!

&3&:

以上#

第一步"将
7:

名工人的月生产零件数输入
*&

!

*7:

单元格"并选定
?7]?'

单元格

作为放置分组结果的区域"如图
7I&:

所示#

第二步"从)公式*菜单中选择)

&'

插入函数*项"在弹出的对话框的)选择类别*列表

中选择)统计*"在)选择函数*列表中选择)

U=TXZT>?\

*"按回车键进入
U=TXZT>?\

函数参数对话框"如图
7I&&

所示#



&!

!!!

图
<:9?

!

输入月生产零件数并选定放置分组结果的区域

图
<:99

!

GH8

I

J8K)L

函数参数对话框

!!

第三步"在
U=TXZT>?\

函数参数对话框中
J#"#

.

#@@#

^

文本框中输入待分组计算

频数分布原数据"本例可输入
*&]*7:

$在
H5.!

.

#@@#

^

文本框中输入分组标志#

U=TI

XZT>?\

函数要求按组距的上限分组"不接受非数值字符的分组标志'如)

SS

以下*或

)不足
SS

*之类("因此"断开的分组标志可以直接输入各组上限数值"而重叠的分组标

志则以各组上限减
&

的方式确定分组标志"这样上限数值自动计入下一组#本例的月产量

分段区间为
2&:

以下!

2&:

!

2'9

!

2'9

!

&:8:

!

&:8:

!

&&79

!

&&79

!

&3&:

!

&3&:

以上"

因此可输入
2:2

!

2';

!

&:92

!

&&7;

!

&3:2

!

&3';

#由于分组结果要给出一组频数"故

必须以数级公式的形式输入"即在输入数据的两端加大括号/0"各数据之间用分号隔开"

即输入/

2:2

$

2';

$

&:92

$

&&7;

$

&3:2

$

&3';

0#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分组变量为连续变

量"而且变量值中有小数的话"那么分组标志则应以各组上限减
:)&

!减
:):&

或减
:)::&

等的方式确定"至于减多少要根据变量值的小数位数确定#

输入完毕"即在对话框中看到频数分布)

7

$

8

$

1

$

&:

$

3

$

3

*'后面的
:

表示没有其

他(#

第四步"将频数分布)

7

$

8

$

1

$

&:

$

3

$

3

*记入指定的
?7]?'

单元格内#

第五步"取得频数分布后"可按图
7I&3

所示将横行标题和纵栏标题填写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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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布表输入图

!!

第六步"取得频数分布后"再列表计算频率及累计频数和频率#

'

&

(人数合计"可单击
?2

单元格"输入)

W4ZG

'

?7]?'

(*"按回车键得出结果为
7:

人'

4ZG

是求和函数(#

'

3

(

J

列频率"可先单击
J7

单元格"输入)

W?7

,

7:

(

&::

*'

(

是乘法符号"除数要直

接输入数字)

7:

*"否则无法使用填充柄功能("按回车键得出结果为
&:F

$然后利用填充

柄功能按住鼠标左键向下拖动至
J2

单元格放开鼠标"即得出
J;

!

J2

单元格的频率#

'

7

(

T

列向上累计次数可先单击
T7

单元格"输入)

W?7

*"再单击
T;

单元格"输入

)

WT7Y?;

*"然后利用填充柄功能按住鼠标左键向下拖曳"至
T'

单元格放开鼠标"即得

出
T9

-

T'

单元格的累计次数#

U

列引用
T

列公式即可得到累计频率#

(

列!

R

列可仿照

此法计算#

二!利用图表向导绘制统计图
!

利用例
7I8

整理出的频数分布表#选中
H7]?'

单元格#单击!插入"

$

!图表"#在!插

入图表"对话框的!推荐的图表"选项卡中可以看到系统推荐的统计图%见图
7I&7

'#当然也

可以选择!所有图表"%见图
7I&;

'#如柱形图)饼形图等#在子图表类型中选择适当的类

型#此处以柱形图为例$

图
<:9<

!

+推荐的图表,选项卡



&#

!!!

图
<:9A

!

+所有图表,选项卡

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统计图的绘制#如图
7I&9

所示$

图
<:9@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频数分布

图
7I&9

的格式可以调整#如果要消除各个分类间距%各个直方形中间的间距'#则双

击直方形打开设置数据系列格式选项#单击!系列选项"#将分类间距调整为
:

#如图
7I&8

所示$

图
<:9B

!

设置数据系列格式分类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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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将各组数据用不同颜色表示#选择!系列选项"中的!填充与线条"#在!颜色"

选项中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即可#如图
7I&1

所示$

图
<:9C

!

设置数据系列格式颜色填充

最后再加上图表标题)坐标轴标题)图例)趋势线#调整图表大小即可#如图
7I&'

所示$

图
<:9D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频数分布直方图

利用相似的方法可以制作各种不同的图形#如圆形图#如图
7I&2

所示$

图
<:9E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频数分布圆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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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数据分析工具分组并绘制直方图
!

TD+-0

提供了一组数据分析工具&&&分析工具库#利用该组工具可以简化建立复杂统

计或进行工程分析时的步骤$其中有些工具可以用于分组#在产生输出表格的同时#还可

以绘制图表$由于在默认的情况下#

TD+-0

并没有安装分析工具库#因此在使用数据分析

工具之前#必须先安装分析工具库$方法为单击!文件"

$

!选项"

$

!加载项"

$

!转到"#勾

选全部可用加载宏#单击!确定"按钮#之后就可以在!工具菜单"右上端看到!数据分析"

选项$

)例
<:C

*承例
7I8

"准备将这
7: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为
8

组"分别为
2&:

以下!

2&:

!

2'9

!

2'9

!

&:8:

!

&:8:

!

&&79

!

&&79

!

&3&:

!

&3&:

以上#

第一步"将
7: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输入
*3

%

*7&

单元格"如图
7I3:

所示#

图
<:=?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据输入界面

第二步"为将样本单位按组归类"还需输入分组标志"但只能按组的)边界值*'组距

分组的上限(分组"不能有非数值的字符'如)

SS

以下*)不足
SS

*之类(#本例分为
2:2

!

2';

!

&:92

!

&&7;

!

&3:2

!

&3';

六组"输入
H3

%

H1

单元格"如图
7I3&

所示#

图
<:=9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标志输入界面

第三步"在)工具*菜单中单击)数据分析*选项"从对话框的)分析工具*列表中选择

)直方图*"如图
7I33

所示"打开)直方图*对话框#



&&

!!!

图
<:==

!

+数据分析,对话框

!!

第四步"在)直方图*对话框的)输入区域*文本框中输入)

_*_&

1

_*_;&

*'选中

*&]*7&

区域("如图
7I37

所示#由于第
&

行是标志项"还需单击选定)标志*复选框#

)接收区域*实际是要求输入分组标志所在的单元格区域"本例可输入)

_H_&

1

_H_1

*

'选中
H&]H1

区域(#如果在此框中不输入分组标志所在的区域"系统将在最小值和最大

值之间建立一个平滑分布的分组#在)输出区域*文本框中键入输出表左上角的单元格行列

号"本例为
?&

#如要同时给出次数分布直方图"可单击)图表输出*复选框#如要同时给

出)累积
F

*'通常称)累计频率*("可单击)累积百分率*复选框"系统将在直方图上添加累

积频率折线#

图
<:=<

!

+直方图,对话框

第五步"按回车键确认"即在
H

列右侧给出一个
7

列的分组表和一个直方图"如

图
7I3;

所示#在给出的表和图中")频率*实际是频数")累积
F

*实际是累计频率#



&'

!!!

图
<:=A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结果及直方图$初图%

!!

在分组表中将多余的)其他*一组删除"修改各组组限"按上述方法将分类间距调节为

:

"选择合适的字体并对图形进行适当处理"即可得到合适结果"如图
7I39

所示#

图
<:=@

!

某工厂
<?

名工人月生产零件数分组结果及直方图$修改图%

!!

统计整理是对统计调查所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类)汇总#或对已经初步

加工的资料进行再加工#使之成为系统化)条理化的综合资料#以反映现象总体数量

特征的工作过程$统计整理包括对资料的审核)分组)汇总和编制统计表等几个主要

环节$



&(

!!!

!!

统计分组就是根据统计研究的需要#按照某一标志#将统计总体划分为若干个组

成部分$统计分组可以按品质标志分组和按数量标志分组$按数量标志分组又有单项

式和组距式两种分组方式$组距式分组要确定好组限)组距和组数等$

频数分布是在统计分组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总体单位在各组中分布状况的统计数

列#分为品质数列和变量数列两种$变量数列可以编制成频数分布表和分布图$频数

分布主要有钟形分布)

Z

形分布和
[

形分布三种类型$

统计表是把统计数据按照一定的结构顺序#用表格显示的一种形式$统计图是借

助几何图形或具体形象显示统计数据的一种形式$最常用的简单统计图形的绘制软件

为
TD+-0

#可完成常用的直方图)柱形图)折线图和圆形图等统计图的绘制$

一!单项选择题

!!!!!!!!!

&)

统计整理主要是针对%

!!

'进行加工的过程$

*)

综合统计数据
H)

历史数据资料
?)

统计分析数据
J)

原始调查数据

3)

统计资料整理的首要环节是%

!!

'$

*)

编制统计报表
H)

审核汇总资料
?)

审核原始资料
J)

设计整理方案

7)

%

!!

'属于按品质标志分组$

*)

雇员按受教育年限分组
H)

职工按就业领域分组

?)

企业按资产存量分组
J)

住户按人口多寡分组

;)

组中值是%

!!

'$

*)

一个组的上限与下限之差
H)

一个组的上限与下限之间的中点值

?)

一个组的最小值
J)

一个组的最大值

9)

将全部变量值依次划分为若干个区间#并将这一区间的变量值作为一组#这样的

分组方法称为%

!!

'$

*)

单变量值分组
H)

组距分组
?)

等距分组
J)

连续分组

8)

将某企业职工月收入依次分为
3:::

元以下)

3:::

!

7:::

元)

7:::

!

;:::

元)

;:::

!

9:::

元)

9:::

元以上#最后一组的组中值近似为%

!!

'$

*)9::: H)19:: ?)99:: J)89::

1)

在编制组距数列时#当全距不变的情况下#组距与组数的关系是%

!!

'$

*)

正比例关系
H)

反比例关系
?)

乘积关系
J)

毫无关系

')

对某地区的全部商业企业按实现的利润额多少进行分组#这种分组属于%

!!

'$

*)

数量标志分组
H)

属性分组
?)

分组体系
J)

复合分组

二!多项选择题

&)

统计分组的作用在于%

!!

'$

*)

区分现象的类型
H)

反映现象总体的内部结构变化

?)

比较现象间的一般水平
J)

分析现象的变化关系

T)

研究现象之间数量的依存关系



&)

!!!

3)

统计数据的预处理包括%

!!

'$

*)

数据分类
H)

数据筛选
?)

数据审核
J)

数据排序

T)

数据订正

7)

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审核方法有%

!!

'$

*)

计算检查
H)

逻辑检查
?)

时间检查
J)

调查检查

T)

平衡检查

;)

下列分组中#属于按品质标志分组的有%

!!

'$

*)

人口按性别分组
H)

企业按产值多少分组

?)

家庭按收入水平分组
J)

在岗职工按文化程度分组

T)

酒店按星级分组

9)

变量数列中#频率应满足的条件是%

!!

'$

*)

各组频率大于
& H)

各组频率大于
:

?)

各组频率之和等于
& J)

各组频率之和小于
&

T)

各组频率之和大于
:

8)

频率是%

!!

'$

*)

概率
H)

各组的次数
?)

非负数
J)

自然数

T)

各组的次数占总体单位数的比重

三!简答题

&)

什么是统计整理. 简述统计整理的步骤$

3)

简述统计分组的作用$

7)

简述组距数列的编制步骤$

;)

简述统计表的构成$

四!综合能力训练

&)

某
;4

店共
7:

名销售员#每个销售员的销售额数据%单位(万元'如下(

!!!!!!!

8:

!!!

13

!!!

1'

!!!

'8

!!!

8:

!!!

17

1' '1 83 1; 12 ''

89 19 12 '2 89 18

': '2 88 18 '3 2:

81 18 '9 2& 1: 18

根据以上数据进行统计分组#编制频数分布表并计算累计频数和累计频率$

3)

某大型连锁超市下属
9:

家连锁店#某月利润额资料%单位(万元'如下(

!!!!! !!

&)9

!!!

1):

!!!

&3)'

!!!

&;)'

!!!

&2)7

;): 1); &7); ')9 9):

&7)3 &9)9 &&); ')7 ;)9

3&): &9)1 &9)9 &&)2 &7)8

&8)7 33): 9)' 2)9 &8):

&7)2 &8)1 39): 8): &3):

&1)& 7)9 32): 8)' &:)9

37): &3)8 &;)3 &')1 3):



'*

!!!

&:): &3); &1)9 &;)9 3:):

8); 38): &1)7 &;)1 &')3

试根据以上数据进行如下操作(

%

&

'把数据输入
TD+-0

中$

%

3

'分组并绘制频数分布表$

%

7

'绘制柱状图#并标出每个柱形的数据$

%

;

'分别设置纵)横坐标的标题$

%

9

'更改柱的颜色为红色$

%

8

'更改右边图例系列
&

的名称为
*

$

%

1

'把柱状图的各个部分设置为合适的大小#使图形尽量美观$

%

'

'绘制圆形图和折线图#比较哪个图最能直观地反映此数据的规律$

=?9C

年+双
99

,发生了什么.

3:&1

年
&&

月
&&

日当天#阿里巴巴交易额冲破
&

亿用了
&&

秒钟1

7

分
:&

秒#突破

&::

亿1

3:&8

年#天猫!双
&&

"成交额突破
&::

亿元用时
8

分
9'

秒$

3:&1

年#又破了新纪

录1

3:&1

年
&&

月
&&

日上午
2

点
::

分
:;

秒#天猫交易额突破
&:::

亿元#打破
3:&1

年全

国社会消费品日均零售额$这一速度也远远超过了
3:&8

年$

3:&8

年
&&

月
&&

日
&'

时
99

分
78

秒#天猫!双
&&

"全球狂欢节交易额突破
&:::

亿元#用时不到
&2

个小时#而
3:&1

年只用了
2

个小时$

3:&1

年
&&

月
&&

日#阿里巴巴最后的成交额锁定在
&8'3

亿元#换句话来说#不论是

&

&

&:

月#还是全年#阿里巴巴一天的流水可以轻松进入房地产企业的前十$

&8'3

亿元

还超过
22F

的
*

股上市公司
3:&8

年全年营业收入#是阿里巴巴
3:&1

年第二季度营业收

入
99&

亿元的
7

倍$

!双
&&

"即将成为覆盖全球
3::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狂欢日$来自天猫的数据显示#截至

3:&1

年
&&

月
&&

日凌晨
&

时#来自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韩国的商品最受消费者

喜爱#而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剁手党"也在为!双
&&

"贡献力量$

阿里巴巴为!双
&&

"晚会请来机器人乐队助兴#这个来自德国的乐队叫作
?%N

K

@-!!%@I

,-#C

#由
7

个身高约
&)9

米的机器人组成$在!双
&&

"晚会现场#它们配合张杰完成了一首

歌#并成功抢镜$这个乐队的成员有四条手臂的鼓手
4"5+6O%

^

!棍子男孩")

1'

根指头的吉

他手
U5.

L

-@!

!手指头")有史以来最精确的贝斯手
H%.-!

!骨头"$它们全部由废弃金属打

造#由电动气体力学装置控制#并具有
GAJA

信号控制功能$当然#阿里巴巴也想借此告

诉大家#

3:&1

年的!双
&&

"#在挑选货品)导购推荐)客服)设计海报)巡逻机房)管理

仓库等领域都有智能机器人入驻#有的工作甚至比人类完成得更好$他们的客服机器人一

天能服务
79:

万个客户$每个客服机器人!店小蜜"单日对话量都在
&:::

万次以上#全天

3;

小时不间断#还能根据用户的购买行为预测问题#快速形成答案$

3:&1

年!双
&&

"前#

!鲁班"

*A

设计师智能设计平台已学习数百万设计图像#每秒可生产
':::

张广告图*机房

巡逻员!天巡"能
3;

小时巡查数据中心#排查异常#接替了运维人员以往
7:F

的重复性工

作$目前#阿里巴巴的一个机房已经实现无人作业#由!天巡"看管$有了这些无所不在的



'!

!!!

机器人帮手#程序员们表示#比起几年前的帐篷)红牛#现在敷敷面膜就可应对!双
&&

"#

真是改变了不少$

3:&1

年!双
&&

"#阿里巴巴的某个工作人员和老婆打了个赌#如果有

HZ(

#就帮她清空购物车#不过#能顶住!小败家们"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且没有大崩溃#真

心要给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点个赞$

通过
3:&1

年的!双
&&

"#我们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数据处理能力*通过一组组数据)

一张张数据表)一幅幅数据图#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能深刻地

意识到大数据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