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概率统计

3.7 参数估计



3.7.1  估计量





3.7.2  点估计





3.7.3  矩估计法





















3.7.4 估计量的优劣标准



假定总体X中一共有N个数据{𝑎1, 𝑎2, …, 𝑎𝑁}，那么按照定义，
总体X的期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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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方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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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中，由于N过大，或者其他实际原因，可能导致我们无
法得到全体𝑎𝑖的值，因此也就无法按照定义计算出期望𝜇和方
差𝜎2。我们希望借助抽样，对总体X的𝜇和𝜎2进行估计。



对总体X进行n次抽样，得到𝑋1, 𝑋2, …, 𝑋𝑛。这是n个互相独立
且都与X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在实际应用中，n往往远小于N，
从而方便我们分析抽样的结果。我们希望通过对于𝑋1, 𝑋2, …, 
𝑋𝑛的计算处理，估计出总体X的𝜇和𝜎2。前面提到的矩估计法
给了一个常见的思路。那就是用样本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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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总体X的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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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总体X的𝜎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ത𝑋和𝑆𝑛
2都是随机变量。完成实验并记录

相应的观测值𝑥1, 𝑥2, …, 𝑥𝑛后，我们可以计算出一组相应的对𝜇
和𝜎2的估计值。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 ത𝑋是对总体期望𝜇的一个“好”的估计（无
偏估计）。而𝑆𝑛

2则不是一个对总体方差𝜎2的“好”的估计（无
偏估计）。一个更好的对总体方差𝜎2的估计是样本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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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计算𝑆𝑛
2的数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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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𝑆𝑛
2不是对于总体X方差𝜎2的无偏估计，而样本

方差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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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区间估计





3.7.6 单个正态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3.7.7 非正态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n≥50)











3.7.8 两个正态总体均值之差的区间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