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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生态学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内容简介：作为统计学的两大分支，频率
论和贝叶斯统计创立的时间相差无几，但贝叶斯统计直到近10年才被逐步引进到生态学数据分析。
《面向生态学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涵盖方法引论与实验分析应用两部分，
针对多个时空尺度，介绍了适合于生态学数据的统计推断方法和层次模型，涉及经典频率论和贝叶斯
统计的模型、算法和具体编程。
首先阐述了生态学数据的层次结构和时空变异性，以及频率论和贝叶斯统计。
然后介绍贝叶斯推断的基础概念、分析框架和算法原理；并进一步针对生态学层次模型、时间序列及
时空复合格局数据依次展开分析模拟。
在应用操作部分，配合方法部分的各章内容介绍基于R的算法与编程实践。
最后《面向生态学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还附录了与生态学数据密切相关的
频率论与贝叶斯统计的基础知识。
 
《面向生态学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适用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研究生
和科研人员，可作为实验和观测数据分析的教材或参考书。
具有一定概率论和贝叶斯统计基础及统计软件R应用编程技术的人员，对于理解和应用《面向生态学
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所涉及的相关方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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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2.2 什么时候用哪个框架？
 这个介绍集中于推断的常见架构——频率论的和贝叶斯的，并有限度地触及一些相关主题。
由于贝叶斯非常灵活，现已说明，临时的途径可能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
为了保证主题集中和普遍性，我们没有尝试总结文献中已出现的很多折中方法。
这并不是说临时方法永远无法保证有效性，只要是从一个相容的和理解充分的架构出发就行。
 介绍了经典的和贝叶斯的框架之后，现加上几点实用主义的建议，结合一定程度的个人哲学观。
模拟和计算方法的新工具提供了不仅灵活性，也包括灾难性错误的机会。
并非每个分析都需要奇特的统计。
如果是为手头的一个数据准备的分析，仔细检查散点图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只需显示数据对眼前的问题能提供有限的认识，通常就能够劝阻学生去做无意义的模拟练习。
视觉检查就足够了。
 任何分析都有必要是贝叶斯的么？
对于简单的问题，经典统计和贝叶斯途径的结果会产生几乎一致的置信区间。
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似然函数是低维的（可能少数几个参数），并且没有更多的信息以先验或额外的
数据模型的形式加入。
从没有在现代模型技术上下功夫的生态学文献中很难看到近来贝叶斯应用显示的优势。
利用非标准化硬件（offche—shelf hardware）的经典框架可能是最有效的（clark 2005）。
经典的置信区间是没有争议的（5.2节）。
当然，P值不能被解释成出错概率（6.4节），但它仍可被看做事情进展状态的一个粗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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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生态学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由克拉克（Clark，J.S.）著，《面向生态学
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适用于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可
作为实验和观测数据分析的教材或参考书。
具有一定概率论和贝叶斯统计基础及统计软件R应用编程技术的人员，对于理解和应用《面向生态学
数据的贝叶斯统计:层次模型、算法和R编程》所涉及的相关方法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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