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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实验和测量数据分析中涉及的概率和数理统计及相关的数学知识，内容包括概率论、经典数
理统计、贝叶斯统计、蒙特卡罗方法、极小化方法和去弥散方法六个部分。
特别讨论了数据统计处理中的一些困难问题和近期国际上发展起来的新方法。
书中分析了取自普通物理、核物理、粒子物理和工程技术问题的许多实例，注重物理问题与数学方法
的结合，具体阐述了概率和数理统计及相关的数学方法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书末附有详尽的数理统计表，可供本书涉及的几乎所有数据分析问题之需要，而无需查阅专门的数理
统计表书籍。

本书可供实验物理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理论物理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据测量和分析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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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 章概率论初步1.1 随机试验，随机事件，样本空间自然界存在着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现象。
例如，两个点电荷之间必定有相互作用力；高处的重物必定落向地面；水在一个大气压、100±C条件
下必然沸腾，等等。
这些现象称为必然现象，它们的过程和后果是完全确定的，可以唯一地用一定的物理规律给以精确的
描述。
如点电荷之间的作用力服从库仑定律，真空中物体的下落过程服从自由落体规律。
但自然界还存在另一类性质不同的现象，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对同一事物做多次测量或试验，我
们发现，试验的结果并不一样，一次单独的试验结果是不确定的，因此无法用任何数学公式计算出来
。
尽管每次试验的结果看来似乎杂乱无章，但如做大量重复试验，其结果却呈现出某种规律性。
我们来举例说明。
投掷一枚均匀硬币，其结果或者是正面朝上，或者是反面朝上。
我们无法预言任何一次投掷中硬币的哪一面朝上，但当投掷次数很多时，则正面朝上的次数约占1/2。
掷一个骰子，骰子的六个面分别刻有1，2，3，4，5，6等数字。
每扔一次得到的点数是1/6中的哪一个数无法确定，但在大量投掷中，每一个点数的出现次数占总投掷
数的1/6左右。
上述两例的共同特征是：个别试验中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大量重复试验的结果会出现某种规律性。
这类现象称为随机现象，这种规律性称为统计规律性。
揭示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的数学工具是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扔骰子、扔硬币的试验有以下特性：试验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进行；试验的结果不止一个，但所有
结果都已明确地知道；每次试验结果究竟是其中的哪一种则无法确定。
具有这些性质的试验称为随机试验，简称试验。
将某种随机试验E重复进行n次，若各次试验的结果互不影响，则称n次试验是互相独立的。
随机试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称为随机事件，简称事件。
随机试验中每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最简单、最基本的事件，称为基本事件。
如扔骰子试验中，每扔一次即是一次随机试验；\出现1点、\出现2点\出现6点是6个基本事件；\出现大
于4的点、\出现偶数点是事件，但不是基本事件。
试验中必定发生的事件叫必然事件，不会发生的事件叫不可能事件。
如\点数大于0是必然事件，\点数大于6是不可能事件。
随机试验E的所有基本事件组成的集合称为E的样本空间，记为S。
S的元素是试验E的所有基本事件，元素也称样本点。
例如，扔硬币和扔骰子试验的样本空间可记为S硬币：f正面，反面g，S骰子：f1，2，3，4，5，6g。
引入样本空间的概念后，可以看到事件是样本空间的一个子空间或子集。
如\点数大于4是子集f5，6g，\偶数点是子集f2，4，6g。
必然事件就是样本空间S的全域；不可能事件是空集，用?表示。
现在我们来规定事件之间的关系及运算。
设随机试验E的样本空间为S，事件A，B，Ak（k=1，2，￠￠￠）为E的事件，我们用下述符号表示它
们之间不同的关系。
A?B（或B?A）称为事件B包含事件A，表示事件A的发生必然导致事件B的发生。
这可用图1.1加以说明，图中长方形表示样本空间S，圆A和圆B表示事件A和B的子集，子集A含于子集B
内。
A=B称为事件A与事件B相等，表示事件A包含事件B且事件B包含A，即B?A且A?B。
A[B称为事件A与事件B之和，表示事件A或事件B至少有一个发生。
图1.3A\B图1.2中斜线部分表示A[B。
类似地，A1[A2[￠￠￠[An[￠￠￠′1[k=1Ak称为A1，A2，￠￠￠之和，表示这些事件中至少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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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A\B或AB称为事件A与事件B之积，表示事件A和事件B同时发生。
图1.3中斜线部分表示AB。
类似地，A1\A2\￠￠￠\An\￠￠￠′1\k=1Ak为事件A1，A2，￠￠￠之积，表示这些事件同时发生。
A?B称为事件A与事件B之差，表示事件A发生而事件B不发生。
A?B如图1.4中斜线部分所示。
AB=?称为事件A与事件B互不相容，表示事件A与事件B不可能同时发生。
图1.5是互不相容的两个事件A和B的图示。
基本事件之间是互不相容的。
A=1B或B=A1称事件A与事件B互逆，或A，B互为对立事件，表示事件A和B中必有且仅有一个发生，也
即A[B=S，AB=?。
图1.6中斜线部分为事件B的对立事件A=1B。
由此规定可知，互逆事件一定互不相容。
样本空间的划分是十分有用的一个概念。
设S为随机试验E的样本空间，E的一组事件B1，B2，￠￠￠，Bn两两互不相容，且B1，B2，￠￠￠
，Bn之和等于样本空间的全域，即满足8P（B）:（1.2.11）（4）若A1；￠￠￠;An为一随机试验样本空
间S的一个划分，则由式（1.2.6）和式（1.2.7）立即得到nXi=1P（Ai）=1；（1.2.12）样本空间的所有
基本事件的概率和等于1。
式（1.2.9）可视为本式的特例。
（5）若A?B，则P（A?B）=P（A）?P（B）:（1.2.13）（6）P（A[B）=P（A）+P（B）?P（AB）:
（1.2.14）由图1.2和图1.3可知，A[B=A+B?AB，故得上式。
该公式也称为概率的加法定理。
推广到n个事件的一般情况，设A1;A2；￠￠￠;An是随机试验E的n个事件，则有P（A1[A2[A3）=P
（A1）+P（A2）+P（A3）?P（A1A2）?P（A2A3）?P（A1A3）+P（A1A2A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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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物理基础从书45:实验数据分析(上册)》可供实验物理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理论物
理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据测量和分析研究人员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实验数据分析（上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