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统计学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生物统计学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117123594

10位ISBN编号：7117123591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出版社

作者：凌莉  主译

页数：373

译者：凌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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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统计学基础>>

内容概要

　　我们非常高兴能收到对于《生物统计学基础》第1版的积极评价。
许多人发电子邮件告诉我们，他们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是统计学和学习统计学的乐趣，这完全出乎
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所带来的喜悦不亚于打开普通邮件拿到版税支票。
我们曾经就是否应该写第2版争论了好一段时间。
我们的犹豫归咎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如果医学知识的半衰期是5年的话，那么统计学知识的半衰期肯定要比一头大象的寿命长。
毕竟，我们在统计学上仍然还在使用Galton（1911年离世）所提出的相关系数，以及Ronald Fisher在20
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统计学的基本核心知识。
第二，我们还需要处理其他的日常生活事情，譬如吃饭、睡觉和陪伴家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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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变量在前面的段落中，我们提到人与人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性别、年龄、身高、头发及
眼睛颜色、政治偏好、治疗效果以及期望寿命等方面。
统计学将以上因素称为变量简而言之，变量就是现在正被观察或测量的东西。
变量有两种类型：自变量和因变量。
实例是理解这两个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回到刚才长粉刺的青少年的例子上。
我们想知道粉刺的数量是否会随青少年使用茄子精油而发生改变。
这里结局（粉刺）是因变量，可以认为它因治疗而发生改变施加的干预措施是治疗方法（茄子精油）
，称其为自变量因变量是我们所关心的结局，它因干预措施的效果而发生改变自变量是某种干预或是
人为控制的某种措施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但这样的定义太过简练，不够确切。
一旦脱离实验的范畴，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区别就变得不明显了。
例如，如果我们想观察一个小孩随年龄增长其词汇量的增加状况，那么词汇的记忆量就是因变量而年
龄则是自变量。
从而认为词汇的记忆量取决于年龄，尽管年龄并不是某种干预，也不是人为施加的某种措施。
广义上说，如果一个变量因另一变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称这个因自变量的改变而发
生改变的变量为因变量。
自变量和因变量都可以取若干值中的某一特定值：对于性别而言，取值为男或女；而头发颜色则可以
是棕色、黑色、金色、红色、灰色、人工染色或秃顶；像身高这类变量的取值可以从早产儿的25
～40cm一直到篮球运动员和本统计书的合著者身高的200cm数据的类型离散型和连续型数据  尽管我们
说性别和身高都是变量，但是他们在取值的类型和数量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种区分变量类型的方法是判断这些变量的取值是离散型（discrete）的还是连续型（continuous）的离
散型的变量只能取一些有限的数值。
举之前的例子，这样的变量有性别、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政治偏好、一个人接受的治疗次数等等。
另一个离散型变量的例子是“总数”，如一个人总的人院次数，龋齿、缺牙和填补牙齿的数目、一个
家庭中孩子们的数目。
由于儿童数量是离散型变量，因此人口统计学家可以明确地指出不可能有2.13个孩子的家庭。
离散型数据的取值只能是整数而连续型变量的取值却不尽相同。
乍一看可能像身高这样取值单位离散的变量应该属于离散型变量：某人身高172cm，某个比他高一点
的人是173cm，某个矮一些的人则是171cm。
事实上，这是十分局限的，这种局限性是由我们的测量尺造成的。
如果用一个有更精确刻度的测量尺进行测量的话，就可以精确到二分之一厘米。
事实上，还可以用精确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激光去测量每一个人的身高。
身高、体重、血压、血清大黄浓度、时间以及其他很多变量的取值都是连续的，而取值间的分界则是
我们为了适应需要而主观制定的。
这就导致了我们对测量值的认识十分机械，当精确到毫米汞柱时两个人的血压可能相同，但如果我们
的测量精确到十分之一毫米汞柱时，这两人的血压可能就会显现出差异。
如果数值仍然相同，那么我们可以采用更精确的测量尺度直到两人的血压值分出差别为止连续型数据
可以取一个固定范围的任何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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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统计学基础(第3版)》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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