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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习题解答》第4 版，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的“研究生教学

用书”，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十二五”规划教材

《医学统计学》第 4 版的配套教材。

医学统计学教学要通过教师课堂讲授和学生课后实践两个重要环节完成，而学生解答

习题是实现课后实践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配套教材中所有练习题，以及附录六中的模拟试题，在本配套教材中都

作了解答。

本配套教材各章练习题题型有最佳选择题、简答题和计算分析题；附录六（模拟试题）中

有执＆医师资格考试中的常见题型 Al 、A2 、 A3/A4 和 Bl 型题。 对各章最佳选择题除提供答

案外，还有部分题的解答评析；对简’答题的解答仅供读者参考；计算分析题一般要用教材第

五篇介绍的 SPSS~SAS 或 STATA 统计软件上机计算，可在统计软件实习课时由学生自行完

成。 学生在使用本配套教材时，要先仔细领会题意，独自思考，认真解答，然后再核对答案

切忌抄袭。

《医学统计学》第 4 版教材全体编委，为相应章节的练习题提供了答案；中南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卫生统计学教研室全体教辅人员以及部分在读博士与硕士研究生为模拟题解答和本

配套教材审稿、定稿、复核校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由于水平及时间所限，本书不足之处

在所难免，祈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孙振球徐勇勇

2014 年 12 月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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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 〉

一、最佳选择题

1. 描述一组偏态分布资料的变异度，以（ ）指标较好

A. 全距 B. 标准差 己． 变异系数
D. 四分位数间距 E 方差

2. 用均数和标准差可以全面描述（ ）资料的特征

A. 正偏态分布 B. 负偏态分布 C. 正态分布

D. 对称分布 E. 对数正态分布

3 各观察值均加（或减）同一数后（ ) 

A. 均数不变 B. 几何均数不变 C. 中位数不变

D. 标准差不变 E 变异系数不变

4. 比较某地 1 ～ 2 岁和 5 ～ 5.5 岁儿童身高的变异程度，宜用（ ) 

A. 极差 B. 四分位数间距 C. 方差

D 变异系数 E. 标准差

5. 偏态分布宜用（ ）描述其分布的集中趋势

A. 均数 B. 标准差 巳中位数 D. 四分位数间距 E. 方差

6. 各观察值同乘以一个不等于 0 的常数后，（ ）不变

A. 算术均数 B. 标准差 C. 几何均数 D. 中位数 E 变异系数

7. ( ）分布的资料，均数等于中位数

A. 对数正态 B. 正偏态 C. 负偏态 D. 偏态 E. 正态

8. 对数正态分布是一种（ ）分布（说明 ：设 X变量经 y = lg X变换后服从正态分布，问

X变量属何种分布）

A. 正态 B. 近似正态 C. 左偏态 D. 右偏态 E. 对称

9. 横轴上，标准正态曲线下从 O ～ 2.58 的面积为（

A. 99% B. 45'3毛 C. 99. 5% D. 47. 5% E. 49. 5% 

10. 当各观察值呈倍数变化（等比关系）时，平均数宜用（ ) 

A. 均数 B. 几何均数 C. 中位数 D. 相对数 E. 四分位数

二、简答题

1. 试述频数分布表的用途。

2. 试述正态分布、标准正态分布及对数正态分布的联系和区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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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述正态分布的面积分布规律。

4. 试述极差、四分位数间距、标准差及变异系数的适用范围。

5. 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含义是什么？确定的原则和方法是什么？

三、计算分析题

］.根据某单位的体检资料， l 16 名正常成年女子的Jfll清甘油三醋（ mmoνL）测量结果如

下，请据此资料：

( I ）描述集中趋势应选择何指标，并计算之

(2）描述离散趋势应选择何指标，并计算之。

( 3 ）求该地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油三酷的 95%参考值范围。

( 4）试估计该地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油三醋在 0. 8mmol/L 以下者及 l . SmrnoνL 以下者

各占正常女子总人数的百分比。

某单位 116 名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汹三酶（ mmol/L）测量结果

组段 频数 组段 频数

0. 6 ~ L. 2 ~ 18 

。. 7 ～ 3 I. 3 - 13 

0. 8 ~ 9 I. 4 ~ 9 

0.9 ~ 13 I. 5 『 5 

l. O 『 19 I. 6 ~ I. 7 

I. I - 25 

合计 116 

2. 某地微丝蝴血症者 42 例，治疗后 7 年用间接荧光抗体试验测得抗体滴度如下，求平

均抗体滴度。

抗体i两度的倒数

例数

10 

5 

20 

12 

40 

13 

80 

7 

160 

5 

3. 测得某地 300 名正常人尿束值，其频数表如下。 试计－算均数和中位数，何者的代表性

较好，并求正常人尿隶值 95% 的参考值范围。

某地 300 名正常人的尿柔值（ µg/L）频数表

尿宋值 例数 尿茨值 例数 尿柔值 例数

。－ 49 24 - 16 48 ~ 3 

4 ~ 27 28 ~ 9 52 『 。

8- 58 32 ~ 9 56 - 2 

12 ~ 50 36 ~ 4 60 ~ 。

16 - 45 40 - 5 64 町 。

20 - 22 44 ~ 。 68 -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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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题解爸 >
一、最佳选择题解答

l. D 2. C 3. D 4. D 5. C 6. E 7. E 8. D 9. E 10. B 

解答的理由举例：

2. 评析：正态分布的两个参数为均数μ和标准差 σ，知道了 μ 和 σ，就知道了正态分布

的数学式和图形，对正偏态分布、负偏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的对称分布，就不是这样。 至于

对数正态分布，要知道原变量值取对数后的均数和标准差，才知道其分布的数学形式和

图形。

6. 评析：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SIX ，当各观察值同乘以一个不等于 0 的常数 C 后，

l 了 （ X • C - X · C) 2 ／一一
CV = . I ...， 、 ’ / ( X · C) = SIX ，故变异系数不变。

V 几－ l I 

8. 评析：由于右偏态分布集中位置偏向数值较小一侧，故各观察值作对数处理后可以

缩小部分偏大的数值与中心位置的差异，从而达到正态分布的效果。

二、简答题解答

l 答：频数分布表的用途是：

( I ）描述频数分布的类型。

(2 ）描述频数分布的特征。

( 3 ）便于发现一些特大或特小的离群值。

( 4 ）便于进一步作统计分析和处理。

2 . 答：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及对数正态分布的联系和区别：

正态分布 标准正态分布

原始值X 无需转换 作 u= ( X-µ)Iσ 转换

分布类型 对称 对称

集中趋势指标 μ µ. = 0 . 

均数与中位数的关系 µ. =M J.L =M 

3. 答 ：正态分布的面积分布规律是 ：

( 1) X轴与正态曲线所夹面积恒等于 l 或 100% 。

对数正态分布

作 y = lg X 转换

正偏态

G 

µ. >M 

(2）区间μ±σ 的面积为 68. 27% ，区间 μ 土上 96σ 的面积为 95. 00% ，区间 µ， ± 2. 58σ 

的面积为 99. 00% 。

4. 答：这四个指标均反映计量资料的离散程度。 极差与四分位数间距可用于任何分

布，后者较前者稳定，但均不能综合反映各观察值的变异程度；标准差最为常用，要求资料近

似服从正态分布；变异系数可用于多组资料间度量衡单位不同或均数相差悬殊时的变异程

度比较。

3 



第 二章 计量资料 的统计描述 ‘…··

5 . 答 ： 医学中常把绝大多数正常人的某项指标范围称为该指标的参考值范围。 所谓

“正常人”不是指完全健康的人，而是指排除了所研究指标的疾病和有关因素的同质人群。

确定参考值范围的原则和方法是：

( I ）定义“正常人”，不同指标“正常人”的定义也不同。

(2 ）选定足够数量的正常人作为研究对象。

(3 ）用统一和准确的方法测定相应的指标。

(4 ）根据不同的用途选定适当的百分界限，常用 95% 。

( 5 ）根据此指标的实际意义，决定用单侧范围还是双侧范围。

( 6）根据此指标的分布决定计算方法，常用的计算方法有 ：正态分布法和百分位数法。

三、计算分析题解答

I. 解：（ 1 ）根据资料分布类型，描述集中趋势应选择算术均数，计算过程如下表：

某单位 116 名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汹三醋 （ mmoVL ） 的均数计算表

组段 频数f 组中值X fX JX2 

( I ) ( 2 ) (3) ( 4 ) = (2) X (3) ( 5 ) = ( 2)×(3 )2 

0. 6 - 。. 65 。. 65 0. 4225 

0. 7 ~ 3 0. 75 2. 25 l. 6875 

0.8 ~ 9 0. 85 7. 65 6.5025 

0. 9 ~ 13 0.95 12. 35 11. 7325 

I. 0 ~ L9 I. 05 19. 95 20.9475 

1. I ~ 25 J. 15 28. 75 33.0625 

I. 2 - 18 1. 25 22. 50 28. 1250 

l 3 ~ 13 l. 35 17.55 23.6925 

I. 4 ~ 9 I. 45 13.05 18. 9225 

I. 5 ~ 5 I. 55 7. 75 12. 0 125 

I. 6 ~ I. 7 I. 65 I. 65 2. 7225 

合计 I 16 134. 10 159.8300 

一 1 34 . 10 
X ＝ 一一一一 ＝ 1. 16 ( mmoVL ) 

1 16 

( 2 ）描述离散趋势应选择标准差 ：

J阴阳 － （阳川16· ζ ’＝ 0 . 20 ( mmoVL) 

(3 ）用正态分布法求该地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油三醋的 95%参考值范围：

1. 16 士 1. 96 x 0 . 20 = ( O. 77 ,1. 55 ) 

( 4）用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下面积估计该地正常成年女子血清甘油三酶在 0. 8mmoVL 以

下者及 1 . 5mmoVL 以下者各占正常女子总人数的百分比 ：

0 . 8 - 1. 16 
U, = = - }. 80 

1 0.20 ’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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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1. 16 
2 = = 1. 70 

0.20 

查附表 1 得 ：φ （ -1. 80) =0. 0359 ，φ （ - 1. 70 ) = 0. 0446 

φ （ I. 70 ) = 1 － φ （ - 1. 70 ) = l - 0 . 0446 = 0 . 9554 

故该单位正常女子血清甘油三醋在 0. 8mmol/L 以下者估计占总人数的 3. 59 9岛，

l . 5mmol/L 以下者估计占总人数的 95 . 54% 。

2. 解 ：平均抗体滴度计算如下表：

42 例微丝蝴血症者治疗后7 年抗体滴度的几何均数计算表

抗体滴度倒数 X 人数f lg X I · lg X 

(1) (2) (3) (4) 

JO 5 1. 0000 5. 0000 

20 12 1. 3010 15.6 120 

40 13 I. 6021 20. 8273 

80 7 I. 903 1 13. 3217 

160 5 2.2041 11. 0205 

合计 42 65. 7815 

c = 1g -1 c65'Jt5 ) = 1g -1 c 1. 5662 ) = 36. s 

故 42 例微丝蝴血症者治疗后 7 年平均抗体滴度为 1: 36. 8 0 

3 . 解：

300 例正常人尿柔值｛ µg/L）的均数和百分位数计算表

尿柔值 频数f 组中值 X fX 累计频数 累计频率（%）

( I ) (2) (3 ) (4 ) = ( 2 )×( 3) (5 ) ( 6 ) 

。－ 49 2 98 49 16. 3 

4 ~ 27 6 162 76 25. 3 

8- 58 10 580 134 44. 7 

12 ~ 50 14 700 184 61. 3 

16 ~ 45 18 810 229 76. 3 

20 ~ 22 22 484 25 1 83. 7 

24 ~ 16 26 416 267 89.0 

28 - 9 30 270 276 92.0 

32 - 9 34 306 285 95.0 

36 - 4 38 152 289 96. 3 

40 ~ 5 42 210 294 98. 0 

44- 。 46 。 294 98.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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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柔值 频数f 组中值 X fX 

( I ) (2) (3) (4) = (2)x(3) 

48 ~ 3 50 150 

52 ~ 。 54 。

56 ~ 2 58 11 6 

60- 。 62 。

64 ~ 。 66 。

68 ~ 70 70 

合计 300 4524 

- 4524 
均数： X = 300 = 15. 08( µ g/L) 

4 300 
中位数： M = P 50 = 12 ＋一（一－ 134) = 13.28(µg/L ) 

50 2 

续表

累计频数 累计频率（ % ) 

(5) (6 ) 

297 99. 0 

297 99.0 

299 99. 7 

299 99. 7 

299 99. 7 

300 100.0 

300 100. 0 

频数表显示该组正常人的尿素值为偏态分布，因而宜选用中位数计算平均指标。 由于

尿柔值以过高为异常，故用百分位数法计算第 95 百分位数即 P9s 。

6 

? 95 = 32 咛（300 x 95 % - 276) = 36. 0( µ g/L) 

得正常人尿隶值的 95%参考值范围为＜ 36. Oµg/L 。

（梁维君马骏）



（ 练习题 〉

一、最佳选择题

I. 均数的标准误反映了（ ) 

A. 个体变异程度的大小 B. 个体集中趋势的位置 ’ 巳指标的分布特征

D. 频数的分布特征 E 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异

2. 两样本均数比较的 t 检验，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时，P越小，说明（ ) 

A. 两样本均数差别越大 B. 两总体均数差别越大

C. 越有理由认为两总体均数不同 D. 越有理由认为两样本均数不同

E 越有理由认为两总体均数相同

3. 甲 乙两人分别从同一随机数字表抽得 30 个（各取两位数字）随机数字作为两个样

本，求得式和 s~ 、 豆和 s； ，则理论上（ ) 

A. X, = X2 

B. S~ ＝乓
C. 作两样本 L 检验，必然得出差异元统计学意义的结论

D. 作两样本方差比较的 F检验，必然方差齐

E. 由甲、乙两样本均数之差求出的总体均数 95% 可信区间，很可能包括 0

4. 在参数未知的正态总体中随机抽样 ， I X -µ, I 二 （ ） 的概率为 5%
A. 1. 96σ B. l. 96 巳 2. 58

D. t o. 0512 .s E. t o. 0512 ,Si 

5. 2012 年随机抽取某地 100 名健康女性，算得其血清总蛋白含量的均数为 74g/L，标准

差为 4g/L ，则其 95% 的参考值范围为（ ) 

A. 74 土 4 × 4 B. 74 ± 1. 96 × 4 C. 74±2. 58x4 

D. 74 ±2. 58 × 4÷10 E. 74 士 l. 96 × 4÷10 

6. 关于以 0 为中心 t 分布的叙述，错误的是（ ) 

A. L 分布图是一簇曲线 B. t 分布图是单峰分布

C. 当 ν→ oc时， t→u D. t 分布图以 0 为中心，左右对称

E. 相同 ν 时， It I 越大，P越大

7. 在两样本均数比较的 t 检验中，其无效假设为（ ) 

A. 两样本均数不等 B. 两样本均数相等 C. 两总体均数不等

D. 两总体均数相等 E 样本均数等于总体均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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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两样本均数比较作 t 检验时，分别取以下检验水准，犯 E型错误概率最小的 α 是（ ) 

A. 0. 0 l B. 0 . 05 巳 0. 10 D. 0. 20 E. 0. 30 

9. 正态性检验，按 α ＝ 0. 10 水准，认为总体服从正态分布 ，此时若推断有错，其错误的

概率（ ) 

．大于 0. IO B. 小于 0. IO 

D. 等于β，而 β 未知 E. 等于 l －β，而β 未知

JO. 下列有关假设检验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 单侧检验优于双侧检验

B. 若 P ＞ α，则接受 Ho 犯错误的可能性很A

C. 等于 0. IO 

C. 采用配对 L 检验还是两样本 t 检验是由试验设计方案所决定的

D. 检验水准 α 只能取 0. 05

E 用两样本 u 检验时，要求两总体方差齐性

二、简答题

l 试举例说明标准差与标准误的区别与联系。

2. u 分布与 t 分布有何不同？

3. 如何合理设置检验水准 α？

4. 假设检验中 α 和 P 的区别何在？

5 . 怎样正确选用单侧检验和双侧检验？

6. 假设检验时，一般当 P <0. 05 时 ，则拒绝屿，理论根据是什么？

7. ／， 检验的应用条件是什么？

8 . 对两指标进行比较 ，是否必须作假设检验，为什么？

9. 什么是检验效能？决定检验效能的因素有哪些？

IO. 变量变换的目的是什么？常用变量变换的方法有哪些？

三、计算分析题

l 某地随机抽样调查了 2010 年部分健康成人的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量，结果如下表 ：

8 

2010 年某地健康成年人的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含量

指标 性别 例数 均数

红细胞数 男 360 4. 66 

( 1012/ L) 女 255 4. 18 

血红蛋白 男 360 134.5 

（吕／L ) 女 255 117. 6 

． 《实用内科学》（ 1976 年）所载均数（转为法定单位）

请就上表资料 ：

( 1 ）说明女性的红细胞数与血红蛋白的变异程度何者为大。

( 2 ） 计算男性两项指标的抽样误差。

( 3 ）试估t十该地健康成年女性红细胞数的均数。

( 4 ） ·该地健康成年男、女血红蛋白含量是否不同？

标准差

0.58 

0. 29 

7. l 

10. 2 

标准值．

4. 84 

4. 33 

140. 2 

12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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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该地男性两项血液指标是否均低于上表的标准值（若测定方法相同）？

2. 一药厂为了解其生产的某药物（同一批次）的有效成分含量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随机抽取了该药 lO 片，得其样本均数为 103.0吨，标准差为 2. 22吨。 试估计该批药剂有

效成分的平均含量。

3 . 通过以往大量资料得知某地 20 岁男子平均身高为 l. 68m ，今随机抽得当地 16 名 20

岁男子，算得其平均身高为 I . 72m ，标准差为 0. 14m 。 问当地现在 20 岁男子是否比以往高？

4. 为了解 DSCT 冠状动脉造影和超声心动图检查两种方法测定心脏病患者左室舒张末

容积（ EDV ,ml ） 的差别，某医院收集心脏病患者 12 例，同时分别用两种检测方法测得其 EDV

的大小如下表所示。 问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是否不同？

编号

2 

3 

4 

5 

6 

7 

8 

9 

JO 

11 

12 

DSCT 检查

137. 6 

133. 2 

136. 4 

125. 9 

126. 5 

130. 4 

133. 2 

134. I 

128.4 

135. 6 

129. 2 

130. 2 

超声心动图检查

80.5 

77. 8 

76.3 

74.5 

80.2 

78.8 

81. 2 

79. 7 

89.0 

88.4 

90. l 

86.2 

5. 为了解某一新降血压药物的效果，将 28 名高血压患者随机等分到试验组和对照组，

试验组采用新降压药，对照组则用标准药物治疗，测得治疗前后舒张压（ mmHg）的差值（前·

后）如下表。 问新药和标准药的疗效是否不同？

两种药物治疗前后的舒张压（『nmHg）之差

新药 12 10 7 8 4 5 16 32 11 13 4 8 14 14 

标准药 -2 9 JO 5 0 2 10 -8 4 I 2 -3 4 5 

6. 某营养师观察补充复合微量营养素 6 个月改善儿童体质状况的效果，将 85 名 8 ～ l 1 

岁健康儿童随机分为试验组（服用复合微量营养素咀嚼片）和对照组（服用与复合微量营养

素咀嚼片外形完全相同的安慰剂） 。 在补充前、后分别对两组儿童的仰卧起坐成绩进行观

察，算得两组儿童的平均仰卧起坐成绩提高值如下表。 问试验组和对照组儿童的平均仰卧

起坐成绩提高值是否不同？

9 



第二章 总体均巍的估计与假设松必 ……………．．，一一－－ －－－－－ －－－－－一……－…·…．．，．．．…一…唱

两组儿童平均仰卧起坐成绩提高值（次／分）

分组 倒数

试验组 47 

对照组 38 

平均仰卧起坐成绩提高值 标准羡

7. l 4. 7 

2. 8 4.9 

7. 将钩端螺旋体患者的血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用标准株和水生株作凝溶试验，测得

稀释倍数如下表。 问两组的平均效价是否不同？

钩揣螺旋体病患者血清你凝溶试验测得的稀释倍数

标准株（ 11 人）

水生株（ 9 人 ）

山0 200 400 400 400 400 800 1600 1600 1600 3200 

100 100 100 200 200 200 200 400 400 

8. 某医师观察某新药治疗肺炎的疗效，将肺炎患者随机分为新药组和旧药组，得两组

的退热天数如下表。

( 1 ）计算两药平均退热天数之差的 95% Cl o 

( 2）对两药平均退热天数是否不同进行假设检验。

( 3 ）上述两种方法有何联系？

新旧两药的退热天数

组
一
药
药

分
一
新
旧

例数 平均退热天数

35 

37 

3. 8 

5.2 

退热天数的标准差

o. 8 

0.9 

9. 为比较治疗组和l对照组肺表面前性物质 PaO，在治疗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患儿过

程中的作用是否不同，某医生得到 30 名患儿治疗后 48 小时资料如下衰。 问治疗后 48 小

时 ，两组的 Pa02 是否不同？

两组患儿 Pa02 ( kPa ）比较

他
－Z

例数 均数 标准差

.IS 

IS 

12. 55 

9. 72 

0.33 

2. 03 

一笨
口一

一解
一

一
题

一

一
习

一

－练
一

一、最佳选择题解答

1. E 2. C 3. E 4. E S. B 6. E 7. D 8. E 9. D 10. C 

解答的理由举例 ：

2. 评析：P 值是指从的规定的总体随机抽得等于及大于［ 或（和）等于及小于］现有样

1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