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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编写一套符
合新时代要求、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统计学习题课教程，是有必要的。其不仅是统计
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巩固学生统计学知识、提升统计分析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为帮助读者理解基本概念、掌握基本知识、学会基本解题方法与解题技巧，进而
提高数据分析能力，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编写了本书。本书秉持“以学生为中心，
以实用为导向”的原则，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新时代奋斗目标，充分体现统
计学在培养高素质人才中的重要作用。以下是本书的主要特点：

一是紧密结合教材，系统梳理统计学知识点。本书针对《统计学》教材中的重要
概念、理论和方法，设计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习题，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提高解
题能力。

二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
挖掘统计学中的思政元素，通过习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是提供丰富教学资源，助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本书配备了详细的解答和解
析，方便教师备课和学生自学。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
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本书与配套教材一致，包括１２章内容，每章包括６个方面的内容：本章学习目
标、思维导图、基本知识点、基础练习、答案解析和统计故事，最后附有两套综合测
试题和参考答案。

本章学习目标：对每一章的内容明确提出了若干不同层次的要求，有助于正确把
握各章重点，合理安排学习计划。

思维导图：以图形的方式展示各章的相关知识点，清晰地组织和表达知识点之间
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读者快速查找关键信息、准确把握重点。

基本知识点：清晰简要地梳理了各章基本概念、基本公式、相互关系等知识点，
有利于系统地复习巩固基本知识。

基础练习：根据每章的学习目标要求，本着“少而精”和“学以致用”的原则，
运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和案例讨论题六种题型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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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学习。
答案解析：对每章各种类型的练习题都给出了答案，并且针对部分计算题给出了

详细解析的视频，有助于学生掌握规范的解答要求，正确把握解题思路。
统计故事：对我国统计的发展历程、辛普森悖论等经典统计学知识等进行讲解，

让学生了解我国统计工作的历史沿革和取得的成就，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国家
认同感，并且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抽象的统计学原理变得具体、形象，从而提高
教学效果。

本书由王磊、曾霞主编，参加编写的人员有：朱冬辉，第１章和第２章；耿智琳，
第３章和第４章；曾霞，第５章、第６章和第７章；王磊，第８章和第９章；李文君，
第１０章和模拟试卷；赵琼，第１１章和第１２章。另外，张秀、蔡艳丽、李俊飞、彭雨
婷等参与了复核检查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及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
批评指正，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编：王磊

２０２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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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数据的整理与展示

一、本章学习目标
１ 理解数据预处理的重要性，了解数据预处理的内容。
２ 掌握分类数据的统计图和统计表的特征及使用场景。
３ 掌握数值型数据的统计图和统计表的特征及使用场景。
４ 学会使用Ｅｘｃｅｌ制作我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图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展示经济发展成果和人民生活的变化。
二、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
高清大图三、基本知识点

章节 学习要点

３ １　 数据的预处理
数据的审核：完整性、准确性、适用性、时效性
数据的筛选、数据的排序

３ ２　 分类数据的图表
无序分类数据的图表：频数分布表、条形图、饼图和环形图
有序分类数据的图表：累积频数分布表、累积频数分布图

３ ３　 数值型数据图表
数据的分组：单项式分组、组距分组
数值型数据的图表：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折线图

３ ４　 Ｅｘｃｅｌ实践与提高 通过Ｅｘｃｅｌ实现统计图表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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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共有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数据的预处理。数据的预处理包括两部分内容：①数据的审核，具

体可分为完整性审核、准确性审核、适用性审核、时效性审核。完整性审核主要是检
查应调查的单位或个体是否缺失，所有的调查项目或指标是否填写齐全等。准确性审
核主要是检查数据是否有错误，是否存在异常值等。数据准确性审核的方法主要有逻
辑检查和计算检查。适用性审核主要针对二手数据，使用者应弄清楚数据的来源、目
标总体的界定、数据的解释以及有关的背景资料等，确定这些数据是否与当前分析研
究相匹配，是否需要重新加工整理等。时效性审核主要针对二手数据，注意数据的搜
集时间是否在有效期限内。②数据的筛选和排序，其中数据筛选是指筛选出研究需要
的、具有某些特征的数据。数据排序是将数据按一定顺序排列，以便研究者发现数据
的特征或趋势。

第二部分介绍分类数据适合的统计图表。值得注意的是，适用于低层次计量尺度
数据的统计图表同样适用于高层次计量尺度数据。但是，适用于高层次计量尺度数据
的统计图表不一定适用于低计量尺度数据。

适用于无序分类数据的统计图表包括：①频数分布表。把各个类别及其频数用表
格形式列出来，称为频数分布表。用Ｅｘｃｅｌ生成频数分布表的方法中，最常用的是使
用数据透视表。统计表一般包括表头、行标题、列标题、数据、横线、注释等部分。
②条形图，也称柱状图，用来展示分类变量数据，每一类别的数据用一个条形来表示。
条形图包括简单条形图和复式条形图。③饼图和环形图。饼图侧重研究一个总体或样
本结构性问题，每一类别的数据用一个扇形来表示。环形图可以比较多个总体或样本
之间的结构性问题。

适用于有序分类数据的统计图表包括：①累积频数分布表。将有序数据中各类别的
频数按顺序逐级累加，并把各个类别及其累加频数用表格形式列出来，称为累积频数分
布表。具体可分为向上累积频数分布表和向下累积频数分布表。②累积频数分布图。

第三部分介绍数值型数据适合的统计图表。对于数值型数据，在绘制统计图表之
前，往往需要进行统计分组。数据分组是指根据研究目的，按照某个标准把原始数据
分成若干组，主要作用是反映数据的分布特征，可以分为单变量值分组和组距分组。
单变量值分组是把一个变量值作为一个组，适合于变量值变化幅度不大的离散变量。
组距分组是将数据分成若干个区间，一个区间作为一个组，适合于变量值变化幅度较
大的离散变量或连续变量。组距分组中，一个组的最小值称为下限，一个组的最大值
称为上限。一个组的组中值＝（上限＋下限）÷ ２，通常组中值作为该组数据的代表值。
一个组的组距等于该组的上限与下限的差。通常，开口组以相邻组的组距作为其组距。
组距分组需要遵循“不重不漏”原则及“计入下限组”原则。组距分组的步骤：确定
组数；确定组距；计算每一组的频数，并绘制频数分布表。适用于数值型数据的统计
图包括：直方图、茎叶图、箱线图、散点图、雷达图、折线图。

第四部分介绍如何用Ｅｘｃｅｌ实现绘制常用统计图表，要求学会通过Ｅｘｃｅｌ操作实现
多种统计图表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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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础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１ 落在某一类别中的数据个数称为（　 　 ）。
Ａ 频数 Ｂ 频率 Ｃ 频数分布表 Ｄ 累积频数
２ 将数据分成若干组，一个变量值作为一组的分组方式称作（　 　 ）。
Ａ 单项式分组 Ｂ 组距分组 Ｃ 等距分组 Ｄ 异距分组
３ 将数据分成若干组，一个区间作为一组的分组方式称作（　 　 ）。
Ａ 单项式分组 Ｂ 组距分组 Ｃ 等距分组 Ｄ 异距分组
４ 组距分组中，一个组的组中值是（　 　 ）。
Ａ 一个组的上限与下限之差 Ｂ 一个组的上限与下限之间的中点值
Ｃ 一个组的最小值 Ｄ 一个组的最大值
５ 将某班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依次分为１ ５００元以下、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元、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元、２ ５００元以上四组。第一组的组中值可近似为（　 　 ）。
Ａ ７５０ Ｂ １ ０００ Ｃ １ ２５０ Ｄ １ ５００
６ 将某班级学生月平均生活费依次分为１ ５００元以下、１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元、２ ０００ ～

２ ５００元、２ ５００元以上四组。最后一组的组中值可近似为（　 　 ）。
Ａ ２ ５００ Ｂ ２ ７５０ Ｃ ３ ０００ Ｄ ３ ２５０
７ 当需要展示分类数据时，不可以选用（　 　 ）。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环形图 Ｄ 直方图
８ 下列哪个图形可以保留原始数据信息（　 　 ）。
Ａ 直方图 Ｂ 条形图 Ｃ 箱线图 Ｄ 茎叶图
９ 当侧重说明一个总体或样本的结构性问题时，应该选用（　 　 ）。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环形图 Ｄ 直方图
１０ 当侧重比较两个或多个总体或样本的结构性问题时，应该选用（　 　 ）。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环形图 Ｄ 直方图
１１ 欲表示某地某年某种流行病患者的年龄分布，下列（　 　 ）最合适。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线图 Ｄ 直方图
１２ 大批量数值型数据的分布特征通常可以由（　 　 ）反映。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直方图 Ｄ 茎叶图
１３ 小批量数值型数据的分布特征通常可以由（　 　 ）反映。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直方图 Ｄ 茎叶图
１４ 比较多组数值型数据分布特征可以选用（　 　 ）。
Ａ 条形图 Ｂ 直方图 Ｃ 茎叶图 Ｄ 箱线图
１５ 学习时长（单位：分钟）与学习成绩（百分制）之间关系可以选用（　 　 ）

描述。
Ａ 蛛网图 Ｂ 直方图 Ｃ 箱形图 Ｄ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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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多样本多变量之间关系可以选用（　 　 ）描述。
Ａ 蛛网图 Ｂ 直方图 Ｃ 箱形图 Ｄ 散点图
１７ 时间序列数据的变化趋势可以选用（　 　 ）描述。
Ａ 蛛网图 Ｂ 直方图 Ｃ 折线图 Ｄ 散点图
１８ 下列制作统计图的注意事项正确的是（　 　 ）。
Ａ 标题写在图的上方 Ｂ 横轴和纵轴应有标题　
Ｃ 横轴和纵轴一般不注明单位 Ｄ 纵轴尺度起点必须是零
１９ 欲说明１０月以来某地区二手房租金每天的变化，下列（　 　 ）最合适。
Ａ 条形图 Ｂ 饼图 Ｃ 折线图 Ｄ 直方图
２０ 箱线图中，（　 　 ）的大小反映该组数据平均水平的高低。
Ａ 最值 Ｂ 中位数 Ｃ 算术平均值 Ｄ 四分位数
２１ 箱线图中，箱体的高度由（　 　 ）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据的波动程度。
Ａ 最值 Ｂ 中位数 Ｃ 算术平均值 Ｄ 四分位数
２２ 制作统计表时需注意（　 　 ）。
Ａ 标题写在表的下方 Ｂ 表中只可以有顶线和底线
Ｃ 表中无数字可用“—”表示 Ｄ 行标题和列标题的位置不能互换
（二）多项选择题
１ 数据的预处理包括（　 　 ）。
Ａ 数据审核 Ｂ 数据筛选 Ｃ 数据排序 Ｄ 数据展示
Ｅ 数据分析
２ 数据的审核包括（　 　 ）。
Ａ 完整性审核 Ｂ 准确性审核 Ｃ 适用性审核 Ｄ 时效性审核
Ｅ 数据量审核
３ 分类数据包括（　 　 ）。
Ａ 无序分类数据 Ｂ 有序分类数据 Ｃ 数值型数据 Ｄ 截面数据
Ｅ 时序数据
４ 统计表一般包括（　 　 ）。
Ａ 表头 Ｂ 行列标题 Ｃ 数据 Ｄ 横线
Ｅ 注释
５ 统计表表头一般包括（　 　 ）。
Ａ 表的编号 Ｂ 总标题
Ｃ 行列标题 Ｄ 表中数据计量单位
Ｅ 注释
６ 统计表总标题应满足“３Ｗ”原则，“３Ｗ”是指表中数据的（　 　 ）。
Ａ 时间 Ｂ 地点 Ｃ 内容 Ｄ 来源
Ｅ 获取方法
７ 组距数据中，组中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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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该组上限和下限的均值
Ｂ 开口组没有组中值
Ｃ 可以根据相邻组的组距计算开口组的组中值
Ｄ 该组数据的一个代表值
Ｅ 当各组数据在本组内呈现均匀分布或在组中值两侧呈对称分布时，组中值的代

表性好；否则，代表性较差
８ 采用组距分组时，需要遵循（　 　 ）原则。
Ａ 不重不漏 Ｂ 计入上限组 Ｃ 计入下限组 Ｄ 上限不在内
Ｅ 下限不在内
９ 组距分组数据中，（　 　 ）因素影响各组频数分布。
Ａ 数据的个数 Ｂ 组距 Ｃ 组数 Ｄ 变量值的大小
Ｅ 组中值
１０ 数据分组采用等距分组或异距分组取决于（　 　 ）。
Ａ 研究目的 Ｂ 数据分布特征 Ｃ 组数 Ｄ 变量值的大小
Ｅ 组中值
１１ （　 　 ）可以反映数据的分布情况。
Ａ 直方图 Ｂ 茎叶图 Ｃ 箱线图 Ｄ 折线图
Ｅ 条形图
１２ （　 　 ）可以反映原始数值型数据的分布情况。
Ａ 直方图 Ｂ 茎叶图 Ｃ 箱线图 Ｄ 折线图
Ｅ 条形图
１３ 箱线图一般由一组数据的（　 　 ）绘制而成。
Ａ 最值 Ｂ 中位数 Ｃ 算术平均数 Ｄ 众数
Ｅ 四分位数
（三）判断题
１ 数据的完整性审核主要是检查应调查的单位或个体是否缺失，所有的调查项目

或指标是否填写齐全等。（　 　 ）
２ 当数据量较大时，如果某条记录存在信息缺失，尤其存在较多关键信息的缺

失，则可以将该条记录删除。（　 　 ）
３ 当数据量较少或缺失数据的记录较多时，则可以将该条记录删除。（　 　 ）
４ 当数据量较少或缺失数据的记录较多时，则需要填补缺失数据。（　 　 ）
５ 检查数据是否有错误属于数据准确性审核。（　 　 ）
６ 检查数据是否存在异常值属于数据适用性审核。（　 　 ）
７ 检查数据是否存在异常值属于数据准确性审核。（　 　 ）
８ 不管异常值是否属于记录错误，都应该给予纠正或剔除。（　 　 ）
９ 如果判断出异常值是正确的数值，则应该给予保留并分析造成异常的原因。（　 　 ）
１０ 二手数据的优点是收集速度快、成本低，因此二手数据不需要做过多的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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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１１ 二手数据的适用性审核是指在使用二手数据时需要弄清楚数据的来源、目标

总体的界定、数据的解释以及有关的背景资料等信息，确定这些数据是否与当前研究
相匹配，是否需要重新加工整理等事项，不能盲目使用。（　 　 ）

１２ 数据透视表和列联表都属于频数分布表。（　 　 ）
１３ 统计表的表头位于统计表下方居中位置。（　 　 ）
１４ 统计表的左右两边必须封口。（　 　 ）
１５ 箱线图和茎叶图都可以反映原始数值型数据的分布。（　 　 ）
１６ 与箱线图相比，茎叶图更多用于多组数据分布特征的比较。（　 　 ）
１７ 单项式分组适合于所有的离散变量数据。（　 　 ）
１８ 单项式分组只适合于离散变量，且变量值变化幅度不大。（　 　 ）
１９ 变量值变化幅度较大的离散变量或连续变量数据适合采用组距分组方法。（　 　 ）
２０ 数据分组时，组数越少，丧失的信息越少。（　 　 ）
（四）简答题
１ 组距分组的步骤是什么？
２ 简述直方图和条形图的异同。
３ 简述直方图和茎叶图的异同。
（五）操作题
１ 为调查城镇居民参与户外运动的情况，随机抽取容量为４８人的一个样本。每

星期户外运动参与频率分别为：１次、２次、３次。调查结果如表３ － １所示。

　 　 表３ － １ 每星期户外运动参与频率调查情况 单位：次
２ ２ ２ １ ３ ２ １ １ ３ ３ ２ 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１ ２ １ １ ３ ２ １ ３ ３ ２ ３ ３ １ ３ １

２ １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１）用Ｅｘｃｅｌ制作频数分布表。
（２）绘制条形图，反映参与频率的分布。
２ 为确定某零件的使用寿命，随机抽取容量为１００个的一个样本进行测试。测试

结果如表３ － ２所示。

　 　 表３ － ２ 某零件使用寿命调查情况 单位：小时
６２２ ５７１ ５７０ ６１９ ５８０ ７０９ ７０５ ５７８ ６８４ ５９４

６３９ ６２７ ７１０ ６９８ ５９５ ６３９ ６７２ ６８６ ５８０ ５８９

６４０ ６６６ ６３１ ６４６ ６９６ ５９８ ６５５ ６０５ ５９３ ５８１

６７５ ６７１ ５８９ ６９８ ６９９ ５８５ ６１５ ６６５ ６３６ ６９２

６３１ ６５１ ５９７ ６３１ ５７５ ６３３ ６６１ ６８０ ６２３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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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６１８ ６３８ ５８２ ６６９ ６７４ ６０３ ６０３ ６４０ ６０３ ６４４

５７８ ６２７ ６５９ ５７８ ５９９ ５８５ ６１４ ７０９ ６２６ ６３９

６４３ ５７７ ５８６ ５９３ ５８７ ５８８ ６０１ ６１５ ６１２ ６０９

６０４ ６９２ ６０７ ６２５ ６２９ ６９９ ６６４ ６２２ ６０７ ６８０

５９９ ６７１ ５８５ ６２９ ６２７ ５８８ ６２４ ５８２ ６７１ ６２９

（１）以１０为组距进行分组，制作频数分布表。
（２）绘制直方图，反映使用寿命的分布。
３ 为确定身高（单位：厘米）和体重（单位：千克）之间的关系，随机抽取容

量为２５人的一个样本进行调查（见表３ － ３）。请根据调查结果绘制散点图，反映身高
和体重之间的关系。

　 　 表３ － ３ 身高与体重的调查数据
身高（厘米） １７８ １ １９０ ８ １７２ ３ １７３ ８ １６４ ２ １５９ ５ １５５ １６２ ３ １５５ ３

体重（千克） ５３ ９ ６５ ５ ５０ ５ ７２ ５ ５６ ６ ５８ ５ ６４ ９ ６３ ２ ６５ １

身高（厘米） １６６ ９ １６９ ９ １８０ ９ １７９ ２ １８９ １５５ ５ １５５ １ １５６ ３ １７９ １

体重（千克） ７２ ４ ６９ ３ ７２ ７３ ９ ８９ ３ ４１ １ ４３ ３ ６６ ６７ ４

身高（厘米） １７１ ６ １７６ ３ １８９ ２ １５７ ５ １８１ ９ １５７ ９ １５４ ６ — —
体重（千克） ６７ ７ ８０ ８ ８９ ５ ５７ １ ７９ ４ ５４ ９ ５５ — —

４ 根据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湖北省居民消费水平数据（见表３ － ４，数据来源：湖北省
统计局网站），绘制折线图。

　 　 表３ －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湖北省居民消费水平数据
年份（年）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元） 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元）

２０１０ ４ ７５８ １３ ５７６

２０１１ ５ ６５３ １５ ９３５

２０１２ ６ ７０５ １７ ２９６

２０１３ ７ ７５５ １９ １５６

２０１４ ８ ７８８ ２１ ３５５

２０１５ ９ ５４２ ２３ ５６１

２０１６ １０ ８６０ ２５ ７０３

２０１７ １３ ０９０ ２８ １２１

２０１８ １６ ２９６ ３１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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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１ Ａ　 ２ Ａ　 ３ Ｂ　 ４ Ｂ　 ５ Ｃ　 ６ Ｂ　 ７ Ｄ　 ８ Ｄ　 ９ Ｂ　 １０ Ｃ　 １１ Ｄ　 １２ Ｃ　 １３ Ｄ
１４ Ｄ　 １５ Ｄ　 １６ Ａ　 １７ Ｃ　 １８ Ｂ　 １９ Ｃ　 ２０ Ｂ　 ２１ Ｄ　 ２２ Ｃ
（二）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　 ２ ＡＢＣＤ　 ３ ＡＢ　 ４ ＡＢＣＤＥ　 ５ ＡＢＤ　 ６ ＡＢＣ　 ７ ＡＣＤＥ　 ８ ＡＣＤ
９ ＡＢＣ　 １０ ＡＢ　 １１ ＡＢＣＥ　 １２ ＢＣ　 １３ ＡＢＥ
（三）判断题
１ 对　 ２ 对　 ３ 错　 ４ 对　 ５ 对　 ６ 错　 ７ 对　 ８ 错　 ９ 对　 １０ 错　 １１ 对
１２ 对　 １３ 错　 １４ 错　 １５ 对　 １６ 错　 １７ 错　 １８ 对　 １９ 对　 ２０ 错
（四）简答题
１ 答：组距分组的步骤具体如下：
第一步：确定组数。数据分组的作用是反映数据特征，所以组数太少或太多都不

能有效显示数据的分布特征和规律。一般而言，组数不应少于５组，也不应多于１５
组。实际问题中，需要根据数据的数量和特征来确定组数。

第二步：确定组距。组距可以由组数来计算，具体来说，组距＝（全部数据的最大
值－最小值）÷组数。同时，为了计算方便，组距通常取５或１０的倍数，且第一组的
下限小于最小值，最后一组的上限大于最大值。

第三步：计算每一组的频数，并绘制频数分布表。
２ 答：相同点：条形的高度或长度表示各组数据频数的多少。
不同点：直方图中条形的宽度表示各组的组距，条形图中条形的宽度没有实际含

义；直方图的各条形连续排列没有间隔，条形图的各条形之间有间隔；直方图用来展
示数值型数据，条形图用来展示分类数据。

３ 答：相同点：两种统计图都可以反映数值型数据的分布情况。
不同点：直方图用于反映数值型分组数据的分布，茎叶图用于反映数值型原始数

据的分布；直方图不能保留原始数据信息，茎叶图能够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直方图适
用于大批量的数据，茎叶图适用于小批量的数据。

（五）操作题
１ （１）制作频数分布表如表３ － ５所示。

　 　 表３ － ５ 频数分布表
计数项：户外运动参与频率 汇总

１ １８

２ １８

３ １２

总计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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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绘制条形图如图３ － １所示。

图３ － １　 条形图
３ １　 习题讲解

２ （１）制作频数分布表如表３ － ６所示。

　 　 表３ － ６ 频数分布表
使用寿命（小时） 数量（个） 使用寿命（小时） 数量（个）

５７０ ～ ５８０ ７ ６４０ ～ ６５０ ５

５８０ ～ ５９０ １４ ６５０ ～ ６６０ ３

５９０ ～ ６００ ８ ６６０ ～ ６７０ ５

６００ ～ ６１０ ９ ６７０ ～ ６８０ ６

６１０ ～ ６２０ ６ ６８０ ～ ６９０ ４

６２０ ～ ６３０ １３ ６９０ ～ ７００ ７

６３０ ～ ６４０ ９ ７００ ～ ７１０ ４

合计 １００

３ ２　 习题讲解

（２）直方图如图３ － ２所示。

图３ － ２　 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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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散点图如图３ － ３所示。

３ ３　 习题讲解

图３ － ３　 散点图

４ 折线图如图３ － ４所示。

３ ４　 习题讲解

图３ － ４　 折线图

六、统计故事
南丁格尔玫瑰图

南丁格尔玫瑰图（Ｎｉｇｈｔｉｎｇａｌｅ Ｒｏ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的由来与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有关。
弗罗伦斯·南丁格尔是现代护理的奠基人，一位杰出的护士。她在１８５４年主动申请担
任克里米亚战争的战地护士。由于当时医院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伤员的死亡率高达
４２％。１８５５年３月，卫生委员会来到医院并改善了医院的卫生环境，伤员死亡率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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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至２ ２％。南丁格尔当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深信政府需要改善战地医
院的条件以拯救更多年轻的生命。通过分析档案，她发现英军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战场
外感染疾病及伤后缺乏适当护理，而并不是敌人的炮火。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一发现，
南丁格尔使用了圆形图来展示数据。

图３ － ５来自南丁格尔建议英国政府加强公众医疗卫生建设和相关投入的文件，图
中每个扇形代表战地医院每月的死亡人数，面积越大代表死亡人数越多。每个扇形中
不同颜色部分代表因不同原因死亡的人数：蓝色区域代表死于受伤后得不到良好救治
的人数；深灰色区域代表死于战场的人数；浅灰色区域代表死于其他原因的人数。

图３ － ５　 南丁格尔玫瑰图（现存英国博物馆）

左右两个图展示的是同一个内容，且时间长度一样，均包含了１２个月的数据，只
是时间段不同。右侧的图展现的是１８５４年４月—１８５５年３月的数据，是卫生委员会到
达医院之前的数据；左侧的图展现的是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８５６年３月的数据，是卫生委员
会到达医院并改善医院卫生环境后的数据。

这样的展示让人一眼就看分明，左右两张图相比，右图有大片的蓝色区域，左图
的蓝色区域显然要小得多，说明卫生委员会到达医院并改善医院卫生环境后，死亡人
数明显下降。同时，蓝色区域的面积明显大于其他颜色区域的面积，这说明大多数的
伤亡并非直接来自战争，而是由于恶劣的医疗环境造成的感染。

通过这幅图，南丁格尔让英国政府官员明白，改善医院的医疗状况能够显著降低
英军的死亡率，同意加强公众医疗卫生建设和相关投入，最终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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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型的图形因为形状酷似绽放的玫瑰，因此被命名为“南丁格尔玫瑰图”。
南丁格尔玫瑰图，又称鸡冠花图、极差条图，是最古老的统计图形之一。类似于

饼图，南丁格尔玫瑰图也是以圆心为起点，各扇形从圆心延伸出去，扇形的大小表示
数据的大小。但不同于饼图用扇形角度表示数据的大小，南丁格尔玫瑰图用扇形的半
径表示数据的大小，各扇形的半径不完全相同，但角度则保持一致。每个扇形区内部
还用不同颜色划分了区域，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类别。

南丁格尔玫瑰图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南丁格尔玫瑰图采用极坐标系而不是直角坐标系。这意味着数据在图上按

角度和距离定位，而不是按ｘ轴和ｙ轴的坐标定位。这种绘图方式使数据点在径向方
向上展开，而不是在直角坐标系中垂直和水平展开。

第二，南丁格尔玫瑰图可以通过色彩的运用和扇形的分层来区分不同类别或组别
的数据，在同一张图上同时展示多组数据的特征，有助于比较它们的差距和变化趋势，
有助于提高图形的可读性和视觉效果，使数据呈现更加清晰明了。

第三，南丁格尔玫瑰图使用扇形的半径或面积表示数据大小，而不是使用扇形的
角度。这使得在展示差异较小的数据时，玫瑰图的视觉对比强于饼图。因为扇形半径
与扇形面积的关系是平方的关系，即半径的变化反映到扇形面积时，其结果是被“放
大”的，而这种放大增强了数据间的差异，使其以更加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而玫瑰
图的这种“放大”效应是合理的，其原理来自扇形面积公式，不是毫无来由地为“放
大”而“放大”。

任何一种统计图都有其优劣势及适用范围。南丁格尔玫瑰图也不例外，它不适合
于分类过少或分类数值过小的场景，也不适合表示数据占比。

南丁格尔玫瑰图是一种功能强大、表现力丰富、非常实用的数据可视化工具，能
够直观地展示数据的分布和变化情况，尤其适合在需要对比分析各类数据时使用，为
我们的研究和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南丁格尔玫瑰图已经从
手工绘制发展到了计算机绘制。在数据可视化领域，南丁格尔玫瑰图的应用也越来越
广泛，不仅用于医学、统计学等领域，还扩展到了商业、金融、市场调研等领域，通
过合理运用其特点和技巧，可以有效地传达数据信息，促进理解和沟通。


	空白页面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