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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统计学》

前言

　　本书是为生命科学学科本科生编写的教材，编写的原则是夯实基础，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
的理解与应用。书中所选编的内容与深度与本科生的教学是相适应的。在第3版中对教学内容没有做
更多的补充，没有增加更多的教学工作量，只是根据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
修订。　　1.本书的第1章到第9章及第12章涉及的都只是因变量（响应变量）的问题，并未讨论自变
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只有第10章和第11章涉及自变量。但是在因变量的命名上却出现一些混乱，
在第10章和第11章以变量x作为自变量，变量y作为因变量，而其余各章均以变量x作为因变量，这样命
名容易给读者造成混乱。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沿袭了我国应用统计学的命名习惯。这次修订
对此做了彻底调整，全书均以变量y作为因变量。因此，有统计学基础的一些读者可能会不太习惯，
但是它的科学性更强。　　2.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同学们对教材中的一些内容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如
为什么将原始数据±0.5就是连续性矫正？在用拟合优度检验分布的正态性时，编码变量是怎么确定的
？在检验中有什么作用？对于初学者，怎样直观地理解方差分析？这样的一些问题在这次修订中都做
了详细的解释，便于读者自学。　　3.本书的第4章“抽样分布”是统计假设检验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一部分内容。由于罗列了大量的数理统计学的结论，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在学习和理解上比较困难。
这次修订对这些枯燥的内容通过“Monte Carlo”方法将其具体化，应用SAS程序进行模拟抽样，将枯
燥的公式变成一幅幅动态的直方图。这样做使读者能直观地理解从不同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及其样本统
计量的分布规律。只有对抽样分布有了深入的理解，才能准确地进行统计假设检验，才不会由于检验
的条件不满足而出现统计学错误。　　正态性是假设检验的基础，为了正确判断未知总体的正态性，
这次修订给出了判断正态性的实用方法及其SAS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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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统计学》

内容概要

《生物统计学》是为生命科学学科本科生编写的教材，编写的原则是夯实基础，注重对基础知识和基
本概念的理解与应用。书中所选编的内容与深度与本科生的教学是相适应的。在第3版中对教学内容
没有做更多的补充，没有增加更多的教学工作量，只是根据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了修订。《生物统计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生物专业、环境科学专业、农林、医学院校的教材，也
可供有关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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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荣骞，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1年生，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学系
，1964年至1973年工作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随后回母校任教。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主讲过“生物统计学”、“普通遗传学”、“人类遗传学”、“数量及群体遗传学”、“群体遗传学
与进化”、“分子遗传学技术”等课程。编写出版了《生物统计学》(1985年版)、《生物统计学》(
第1版到第3版)、《生物统计学题解及练习》，参编了《遗传学名词》(第2版)、遗传学试题库等。早
期以人类细胞遗传学研究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赴加拿大McGill大学访问，回国后从事抗性遗传学研
究。先后克隆了植物耐盐相关基因KDl，培育出耐盐牧草“南港A”等。近年来从事昆虫抗菌肽(蛋白)
的分离、纯化和抗菌肽基因的克隆等工作，纯化出4种新的抗菌肽，克隆了相关的DNA序列。获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除研究工作外，积极推行产业化转化，获得十余项授权的发明专利。亲自指导20余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至2006年已全部获得学位，大部分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受父母亲的影响，尊
崇儒家思想。常以“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严格要求自己。母亲生于清末的
农村，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自己却勤奋学习，积极进取。自学了西医学、英文、拉丁文，考取了执
业执照。经常用“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激励子女。以母亲为榜样，40多年
来，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面对学生，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获德育先进个人和天津市高等学校
教学楷模称号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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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第2章 概率和概率分布§2.1 概率的基本概念§2.2 概率分布§2.3 总体特征数习题第3章 几种常见
的概率分布律§3.1 二项分布§3.2 泊松分布§3.3 另外几种离散型概率分布§3.4 正态分布§3.5 另外几
种连续型概率分布§3.6 中心极限定理习题第4章 抽样分布§4.1 从一个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统计量的
分布§4.2 从两个正态总体中抽取的样本统计量的分布习题第5章 统计推断§5.1 单个样本的统计假设检
验§5.2 两个样本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习题第6章 参数估计§6.1 点估计§6.2 区间估计习题第7章 拟合优
度检验§7.1 拟合优度检验的一般原理§7.2 拟合优度检验§7.3 独立性检验习题第8章 单因素方差分析
§8.1 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8.2 固定效应模型§8.3 随机效应模型§8.4 多重比较§8.5 方差分析应具备
的条件习题第9章 两因素及多因素方差分析§9.1 两因素方差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9.2 固定模型
§9.3 随机模型§9.4 混合模型§9.5 两个以上因素的方差分析§9.6 缺失数据的估计§9.7 变换习题第10
章 一元回归及简单相关分析§10.1 回归与相关的基本概念§10.2 一元线性回归方程§10.3 一元线性回
归的检验§10.4 一元非线性回归§10.5 相关习题第11章 多元回归及复相关分析§11.1 多元线性回归方
程§11.2 复相关分析§11.3 逐步回归分析习题第12章 实验设计§12.1 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12.2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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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统计学》

章节摘录

　　§10.1 回归与相关的基本概念　　前面所讨论的问题，都只涉及一种变量。例如，在品种比较试
验中，每一品种的平均数可以测知产量的集中点，标准差反映产量的离散程度，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可检验不同品种产量平均数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象，都只有产量一种变量。施
肥量与产量的关系，灌溉量对产量的影响等均未考虑。两个量或两个以上量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例
子，在生物界俯拾即是。这类问题属于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间的关系问题。两变量或多变量之间的关
系，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函数关系，例如气体定律PV=RT中的各个量依公式的关系而存在
，四个量中若有三个已知时，第四个就能精确求出。这种确定关系的例子，在生物界中是极少见的。
生物界中，大量存在的情况是：一种变量受另一种变量的影响，两者之间既有关系，但又不存在完全
确定的函数关系。知道其中一种变量，并不能精确求出另一变量。下面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1）单位面积的施肥量、播种量和产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施肥量与播种量适合时，产量
较高；施肥量与播种量不适合时，产量较低。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即使在施肥量与播种
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产量也并不完全相同。　　（2）人类血压与年龄的关系。通常，年龄越大，
血压越高。但是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并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年龄，得出他的血压值。　　（3）森林
中，树木相同位置的直径（胸径）与树木高度的关系。一般来说，胸径越大，树木越高，胸径越小，
树木越矮。但这种关系也不是确定的，仅仅依据树木的胸径，并不能确定其高度。　　（4）玉米的
穗长与穗重的关系。一般来说，穗越长，越重。但是，仅凭穗长，并不能得出穗重。　　（5）人的
身高与体重的关系。通常，身体越高，体重越重；身体越矮，体重越轻。但是身高与体重并不存在严
格的函数关系。知道身高并不能得知准确体重。　　在大量测量各种身高人群的体重时会发现：虽然
在同样身高下，体重并不完全一样。但在每一身高下，都有一个确定的体重分布与之相对应；反之，
测量各种体重人群的身高时会发现：在每一体重下，也都有一个身高分布与之相对应。我们称身高与
体重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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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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