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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游程概率统计原理及其应用》是著者马秀峰和夏军对游程长度、数量的概率统计问题历经17年的研
究成果。
着重向读者介绍如何应用“游程分析”的数学工具，揭示我国历史文献灾情记录中蕴含的重现规律。
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著者独特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首先根据游程长度与数量的基本定义，依据概率论的
基本原理，生成可能发生互不重复的全部样本，用
“概念、数字、解析技术”寻求样本游程长度、数量的概率密度、分布及数字特征等一整套解析公式
；然后用随机模拟的方式，生成大量独立或非独立样本，对解析公式的可靠性、适用性进行检验。
对于长期困扰统计学界的非独立样本游程概率问题，也创造性地给出了简练、有效的解决方法。
书中还介绍了估算黄河流域连旱重现期的典型算例，以及应对环境变化、多年连旱的应用实例。
本书以一般理工科专业师生能够顺利阅读为宗旨进行撰写，不但在学术上，而且在方法论上都希望给
读者有益的启迪。

《游程概率统计原理及其应用》可供希望利用历史文献，构建符号序列，研究灾情演化规律的专业人
士参考；也可供防灾、减灾、水文、气象、水资源、海洋、保险、农业等部门有关科技人员及大专院
校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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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这个重要的特点，在执行第一条技术途径时，我们摸索出“概念数据的解析技术”。
　　这套技术可以用语言表述如下：　　根据概念，先生成若干特殊简单条件下的数据，寻求这些特
殊简单条件下描述数据变化规律的解析公式；在此基础上，使用可以涵盖个别属性的抽象的文字符号
，取代个别表达式中相应的具体数字，进而将个别表达式改变为共同的形式，完成从具体到抽象，从
特殊到一般，寻求普遍适用的结论和法则。
　　第二条技术途径是：构造出具有不同属性的“二分随机模型”，生成m个容量为n的样本，根据游
程的基本定义和概率统计的基本原理，统计样本中隶属于某一指定状态的游程的长度、数量及其发生
频次，分析游程各种统计特征的变化法则。
按照这个技术途径导出的各种计算数据图表是有误差的。
　　如果按照第二条技术途径得到的各种结论，随着样本容量和样本数量的增大，能够逐渐逼近第一
条技术途径的结论，则认为第一条技术途径的结论是第二条技术途径结论的吸引子，因而可以用来处
理那些与第二条技术途径具有共同属性的统计问题。
　　由于在处理各种实际的统计问题时，不可能像统计试验那样，获得众多真实的样本，人们面对的
是各种各样由实际观测资料构成的容量有限的单个样本，因此人们只能根据实际观测的资料，尽量展
延单个样本的容量；尽量通过对资料的审查，去伪存真，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同时，还需要假定样本的统计量能够代表总体的统计特征。
在这样的前提下，借鉴上述第二条技术途径的结论，回答具体样本的游程问题。
　　第二条技术途径的目标是，通过统计检验，回答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利用第一条技术途径的各种结
论，回答类似的游程问题。
因此，第二条技术途径的关键是，密切联系实际，提出或选择有实用意义的随机模型，设计统计试验
的计算程序，充分发挥电子计算机快速运算的优势，进行大量的统计试验，取得稳定可靠的结论。
　　不少学者在探索独立样本游程问题时，往往先假定随机变量的原始分布，而且多假定为正态分布
。
我们发现，不论是样本游程长度的概率密度与数字特征，还是样本游程数目的概率密度与数字特征，
对于独立样本，都与随机变量的原始分布无关。
可见，这种假定是多余的。
　　本书把游程分析大致划分为两大部分：　　第2章-第5章，集中探讨样本游程长度的概率密度与数
字特征.第6章和第7章，集中探讨样本游程数目的概率密度与数字特征。
在使用游程理论回答实际问题时，往往要牵涉时序系列的独立性问题。
例如，要回答年径流系列中丰水段或枯水段的重现期时，首先要分析相邻年份之间的径流是否存在着
相关关系。
因为不独立的时序系列与相互独立的时序系列相比，游程长度或游程数目的统计特征将发生明显差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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