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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算法初步

1.1 算法与程序框图

要点回顾

1、算法：通常是指按一定规则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明确和有限的步骤。

2、程序框图：又称流程图，是一种用程序框、流程线及文字说明来表示算法的图形。

3、算法的基本逻辑结构有：（1）顺序结构；（2）条件结构；（3）循环结构。

直到型循环结

构：先执行了一

次循环体后，再

对条件进行判

断，确认是否继

续执行循环体，

直到条件满足

时终止循环，这种循环结构称为直到型循环结构；

当型循环结构：每次执行循环体前，先对条件进行判断，当条件满足时执行循环体，否则终

止循环，这种循环结构称为当型循环结构。

顺序结构 条件结构

(直到型循环结构) (当型循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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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训练

1．下面的结论正确的是 ( ).

A. 一个程序的算法步骤是可逆的；

B. 一个算法可以无止境地运算下去的；

C. 完成一件事情的算法有且只有一种；

D. 设计算法要本着简单方便的原则。

2．算法的三种基本结构是 （ ）

Ａ．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循环结构

Ｂ．顺序结构、流程结构、循环结构

Ｃ．顺序结构、分支结构、流程结构

Ｄ．流程结构、循环结构、分支结构

3.算法共有三种逻辑结构,即顺序结构,条件结构和循环结构,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一个算法只能含有一种逻辑结构

B.一个算法最多可以包含两种逻辑结构

C.一个算法必须含有上述三种逻辑结构

D.一个算法可以含有上述三种逻辑结构的任意组合

4.已知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长为 a ,b ,求斜边长 c的一个算法分下列三步：

①计算
2 2c a b  ；②输入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长 a ,b的值；

③输出斜边长 c的值,其中正确的顺序是 ( )

A.①②③ B.②③① C.①③② D.②①③

5.在算法的逻辑结构中,要求进行逻辑判断,并根据结果进行不同处理的是哪种结构 ( )

A.顺序结构 B.条件结构和循环结构

C.顺序结构和条件结构 D.没有任何结构

6．在下图中，直到型循环结构为（ ）

A． B． C． D

循环体

满足条件？

是

否

循环体

满足条件？

否

是 满足条件？

循环体

是

否
满足条件？

循环体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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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图是计算函数
2

x , x 1
y 0 , 1 x 2

x , x 2

  
   
 

的值的程序框图，在①、②、③处应分别填入的是（ ）

A． y x  ， y 0 ， 2y x ； B． y x  ， 2y x ， y 0

C． y 0 ， 2y x ， y x  ； D． y 0 ， y x  ， 2y x

8、如图，执行 程序框图，如果输入的 N 是 6，那么输出的 p是（ ）

Ａ、120； B、720； C、1440； D、5040。

9、如图所示程序框图运行后输出的结果为 ( )

A．36 B．45 ；C．55 ； D．56

11、如图所示，程序框图（算法流程图）的输出值 x （ ）[来源:学.科.网Z.X.X.K]

第 12 题

开始

x输入

x 1 

x 2

y输出

结束

① ② ③

否

是
否

第 10 题

第 7 题

第 8 题
第 9 题

第 11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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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 B.10； C. 11； D. 12

12、如图程序框图箭头 B 指向①处时，输出 s=_ _；箭头 B 指向②处时，输出 s=______

13、某程序框图如图所示，若输出的 S=57，则判断框内应填（ ）

（A） k＞4? ； （B）k＞5? ； （C） k＞6? ； （D）k＞7?

14、如图所示程序的输出结果为 s=132, 则判断中应填（ ）

A、i≥10？ B、i≥11？ C、i≤11？ D、i≥12？

15、根据条件把流程图补充完整，求1 1000 内所有奇数的和；

(1)处填 (2) 处填

16、阅读右边的程序框图，运行相应的程序，则输出 i的值为（ ）

A．3 B．4 C．5 D．6

17、某程序框图如图所示，该程序运行后输出 i的值是（ ）

A．63 B．31 C．27 D．15

第 16 题

第 13 题

第 15 题

第 1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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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阅读程序框图，若输入的 n是 100，则输出的变量 S和T 的值依次是（ ）

A．2550，2500 ； B．2550，2550 ；

C．2500，2500 ； D．2500，2550。

19．某程序框图如图所示，若该程序运行后输出 n的值是 4，则自然数 0S 的值为（ ）

A．3 B．2； C．1 D．0

第 17 题

第 19 题

开始

输入n

0 0S T ，

2?n 

1n n 

T T n 

1n n 

结束

输出 S，T

S S n 

否

是

第 18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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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已知函数  
2 ( 0)1

( 0)1
( 0)2 1

xx
f x x

xx

 
 
 

,设计一个求函数值的算法,并画出其程序框图.

21、分别用直到型循环结构和当型循环结构设计一个算法求 2 2 2 2 21 +3 +5 + +97 +99   的值，并画出程

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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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本算法语句

要点回顾

1、输入语句：INPUT “提示内容”；变量

2、输出语句：PRINT “提示内容”；表达式

3、赋值语句：变量=表达式

4、条件语句：

或

5、循环语句：

直到型： 当型：

A 组训练

1．下列给出的输入语句、输出语句和赋值语句

⑴输出语句 INPUT a ;b ; c (2)输入语句 INPUT x =3

(3)赋值语句 3=B (4)赋值语句 A=B=2

则其中正确的个数是( )A．0; B. 1;C. 2;D. 3

2、如图，程序图输出的结果是（ ）

A．2，1 B．2，2 C．1，2 D．1，1

3、如图，一个算法的程序．如果输入的x的值是20，则输出的 y 的值是（ ）

A．100 B．50 C．25 D．150

4、为了在运行下面的程序之后输出的 y值为 16，则输入 x的值应该是 （ ）.

Ａ．3或-3 B． -5 Ｃ．-5或5 Ｄ．5或-3

IF 条件 THEN
语句体

END IF

IF 条件 THEN
语句体 1

ELSE
语句体 2

END IF

DO
循环体

LOOP UNTIL 条件

WHILE 条件

循环体

WEND

INPUT x

IF x<0 THEN

y=(x+1)*(x+1)

ELSE

y=(x-1)*(x-1)

END IF

PRINT y

END 第4题
第 2题

第 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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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图，程序执行后

输出的结果是（ ）

A．3 B．6

C．10 D．15

6、如图，程序运行后

输出的结果是（ ）

A． 16 B. 32

C.64 D.128

7.如果下边程序执行后输出

的结果是 132,那么在程序

until 后面的“条件”应为( )

A. 11i  ； B. 11i  ；

C. 11i  ； D. 11i  。

8.如图程序执行后输出的结果是 ( )

A. -1 ； B. 0 ；

C. 1 ； D. 2。

9．将两个数 a =8,b =7 交换，使 a＝７,b =8,使用赋值语句正确的一组 ( )

A. a =b ,b =a B. c =b ,b =a ,a = c

C. b =a ,a =b D. a = c , c =b ,b =a

10．下图给出了一个算法流程图，

该算法流程图的功能是（ ）

A．求 a,b,c三数的最大数；

B．求 a,b,c三数的最小数

C．将 a,b,c按从小到大排列；

D．将 a,b,c按从大到小排列

11．阅读程序,该程序的功能是 （ B ）

A．求 a,b,c三数的最大数

B．求 a,b,c三数的最小数

C．将 a,b,c 按从小到大排列

D．将 a,b,c按从大到小排列

第 10 题

INPUT a,b,c
IF b>a THEN

t=a
a=b
b=t

ENDIF
IF c>a THEN

t=a
a=c
c=t

ENDIF
IF c>b THEN

t=b
b=c
c=t

ENDIF
PRINT a,b,c
END

第 11 题

5n 
0s 

WHILE 15s 
s s n 

1n n 
WEND
PRINT n
END

第 8 题

12i 
1s 

DO
*s s i
1i i 

LOOP UNTIL“条件”

PRINT s
END

第 7 题

S=1
i =1
DO

S=2*S
i = i+1

LOOP UNTIL i 6

PRINT S
第 5 题

第 6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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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若输入的数字是“37”,输出的结果是____________.

13、如图所示，程序运行后输出结果是_______________.

14、如图所示的程序表示的函数是 .

15、分别用 WHILE 语句和 DO 语句求
2 3 631 2 2 2 ... 2     的值.

写出算法语句。

16、设计一个程序求 P 1 1 2 1 2 3 1 2 3 4 1 2 3 4 100                 的值。

17、已知  f x =

2

2

1
2 1

2 5

x
x
x

 

 
 

 
 
 

0

0 1
1

x

x
x



 



编写一个程序,对每输入的一个 x值,都得到相应的函数值．

INPUT x
IF x>9 AND x<100 THEN

a=x\10
b=x MOD 10
x=10*b+a
PRINT x

END IF
END

第 12 题

第 13 题

Input x
If x<0 then

y=-x+1
Else

If x=0 then
y=0

Else
y=x+1

End if
Enf if
Print y
End

第 1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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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算法案例

要点回顾

1、求两个正整数 ,m n的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有：辗转相除法和更相减损术。

在辗转相除法中，若m nq r  ，则    ,m n n r， ，且辗转相除直到 0r  为止。

2、计算多项式的值，用秦九韶算法可节省步骤。

3、进位制 十进制数转化为 K 进制，用“除 K 取余法”，除到商为 0 止，把先后所得余数从低

位到高位排列。

A 组训练

1、用“更相减损术”求 98和 63 的最大公约数，要做减法的次数是（ ）

A．3次 B． 4次 C． 5次 D． 6次

2、用秦九韶算法在计算   4 3 22 3 2 4 6f x x x x x     时,要用到的乘法和加法的次数分别为

（ ）

A.4,3 B.6,4 C.4,4 D.3,4

3、用秦九韶算法求多项式 7 6 5( ) 7 6 5f x x x x   4 3 24 3 2x x x x    ,当 3x  时, 3v 的值

为（ ）

A.27 B.86 C. 262 D.78

4、下列各数中最小的数是 ( )

A.  2111111 B.  6210 C.  41000 D.  981

5、用“除 k取余法”将十进制数259转化为五进制数是（ ）

A． (5)2012 B． (5)2013 C． (5)2014 D． (5)2015

6、以下给出的各数中不可能是八进制数的是 ( )

A.312 B.10110 C.82 D.7457

7、(1)把二进制数1011001化为十进制数；（2）把十进制数 89 化为五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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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把八进制数 105 化为五进制数

9、用“辗转相除法”求得 459和357 的最大公约数

10、用更相减损术求 612 与 468 的最大公约数：36

11、已知一个 5次多项式为 5 3 2( ) 4 3 2 5 1f x x x x x     ，用秦九韶算法求这个多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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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训练

1、三个数 72,120,168 的最大公约数是_________________.

2、已知  175
r
=  10125 ,求 r.

3、如图，阅读程序，若输入的 m 是 18，n 是 12 则输出的 m值是 .

4、如图，阅读程序，若输入的 m 是 25， n 是 15，k 是 10,则输出的 n 值是 .

5、如图，阅读程序，若输入的 a 是 11，k 是 2 则输出的变量 b 的值是 .

6、如图，阅读程序，若输入的 a 是 100，k 是 2,n 是 3，则输出的变量 b的值是 .

INPUT a,k,n

i=1

b=0

t=a MOD 10

DO

b=b+t*k^(i-1)

a=a\10

t=a MOD 10

i=i+1

LOOP UNTIL i>n

PRINT b

END

第 6题

INPUT a,k

i=0

b=0

DO

q=a\k

r=a MOD k

b=b+r*10^i

i=i+1

a=q

LOOP UNTIL q=0

PRINT b

END

第 5 题

Input m,n

DO

r=m MOD n

m=n

n=r

LOOP UNTIL r=o

PRINT m

END

第 3题

INPUT m,n,k
r= m MOD n
WHILE r<>0

m=n
n=r
r= m MOD n

WEND
r= k MOD n
WHILE r<>0

k=n
n=r
r= k MOD n

WEND
PRINT n

END

第 4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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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统计

2.1 随机抽样

要点回顾

1、总体：在数理统计中，通常把被研究的对象的全体叫做总体；

个体：每个被研究的对象叫做个体；

样本：从总体中抽取的一部分研究对象；

样本容量：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数目。

2、简单随机抽样：设一个总体的个体数为 N．如果通过逐个抽取的方法从中抽取一个样本，且每

次抽取时各个个体被抽到的机会相等，就称这样的抽样为简单随机抽样

（1）抽签法：先将总体中的所有个体（共有 N个）编号（号码可从 1到 N），并把号码写在形

状、大小相同的号签上（号签可用小球、卡片、纸条等制作），然后将这些号签放在同一个箱子

里，进行均匀搅拌，抽签时每次从中抽一个号签，连续抽取 n 次，就得到一个容量为 n的样本。

适用范围：总体的个体数不多时

优点：抽签法简便易行，当总体的个体数不太多时适宜采用抽签法．

（2）随机数表法： 随机数表抽样“三步曲”：第一步，将总体中的个体编号；第二步，选定

开始的数字；第三步，获取样本号码

3 系统抽样:当总体中的个体数较多时，可将总体分成均衡的几个部分，然后按预先定出的规则，

从每一部分抽取一个个体，得到需要的样本，这种抽样叫做系统抽样．

系统抽样的步骤：

①采用随机的方式将总体中的个体编号，为简便起见，有时可直接采用个体所带有的号码，

如考生的准考证号、街道上各户的门牌号，等等。

②为将整个的编号分段（即分成几个部分），要确定分段的间隔 k，当
N
n

（N 为总体中的个

体的个数，n 为样本容量）是整数时，k=
N
n

;当
N
n

不是整数时，通过从总体中剔除一些个体使剩

下的总体中个体的个数 N 能被 n 整除，这时 k=
N
n

.

③在第一段用简单随机抽样确定起始的个体编号 l。
④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抽取样本（通常是将 l加上间隔 k，得到第 2 个编号 l +k,第 3 个编号

l +2k，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获取整个样本）。

系统抽样适用于总体中的个体数较多的情况，它与简单随机抽样的联系在于：将总体均分

后的每一部分进行抽样时，采用的是简单随机抽样；

总体中的个体数恰好能被样本容量整除时，可用它们的比值作为系统抽样的间隔；当总体

中的个体数不能被样本容量整除时，可用简单随机抽样先从总体中剔除少量个体，使剩下的个体

数能被样本容量整除在进行系统抽样。

4、分层抽样: 当已知总体由差异明显的几部分组成时，为了使样本更充分地反映总体的情况，

常将总体分成几部分，然后按照各部分所占的比例进行抽样，这种抽样叫做分层抽样，所分成的

部分叫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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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用的抽样方法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类别 共同点 各自特点 相互联系 适用范围

简单随机

抽样

抽样过程

中每个个

体被抽取

的概率是

相同的

从总体中逐个抽取
总体中的个数比

较少

系统抽样

将总体均匀分成几

个部分，按照事先

确定的规则在各部

分抽取

在起始部分抽样

时采用简单随机

抽样

总体中的个数比

较多

分层抽样
将总体分成几层，

分层进行抽取

各层抽样时采用

简单抽样或者相

同抽样

总体由差异明显

的几部分组成

A 组训练

1、在简单随机抽样中，某一个个体被抽中的可能性是 （ ）

A.与第几次抽样有关，第 1 次抽中的可能性要大些

B.与第几次抽样无关，每次抽中的可能性都相等

C.与第几次抽样有关，最后一次抽中的可能性大些

D.与第几次抽样无关，每次都是等可能的抽取，但各次抽取的可能性不一样

2、为调查参加运动会的 1000 名运动员的年龄情况，从中抽查了 100 名运动员的年龄，就这个问

题来说，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1000 名运动员是总体 B.每个运动员是个体

C.抽取的 100 名运动员是样本 D.样本容量是 100

3、高三某班有50位同学，座位号记为01,02,03，…，50，用下面的随机数表选取10组数作为

参加青年志愿者活动的十位同学的座号．选取方法是从随机数表第一行的第3列和第4列数字开

始，由左到右依次选取两个数字，则选出来的第8个志愿者的座号为（ ）

49 54 43 54 82 17 37 93 23 78 87 35 20  

96 43 84 26 34 91 64 57 24 55 06 88 77 

04 74 47 67 21 76 33 50 25 83 92 12 06 

A．20； B.43； C.26； D.34.

4、高三（3）班共有学生56人，座号分别为1, 2,3, ,56 ，现根据座号，用系统抽样的方法，

抽取一个容量为4的样本．已知3号、17 号、45号同学在样本中，那么样本中还有一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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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座号是（ ）

A．30 ； B．31； C．32； D．33

5、欲对某商场作一简要审计，通过检查发票及销售记录的 2%来快速估计每月的销售总额.现采用

如下方法：从某本 50 张的发票存根中随机抽一张，如 15 号，然后按序往后将 65 号，115 号，

165 号，…发票上的销售额组成一个调查样本.这种抽取样本的方法是（ ）

( )A 简单随机抽样 ( )B 系统抽样

( )C 分层抽样 ( )D 其它方式的抽样

6、某交高三年级有男生 500 人，女生 400 人，为了解该年级学生的健康情况，从男生中任意抽

取 25 人，从女生中任意抽取 20 人进行调查.这种抽样方法是（ ）

(A)简单随机抽样法 (B)抽签法

(C)随机数表法 (D)分层抽样法

7、某公司甲、乙、丙、丁四个地区分别有 150 个、120 个、180 个、150 个销售点。公司为了调

查产品销售的情况，需从这 600 个销售点中抽取一个容量为 100 的样本，记这项调查为①；

在丙地区中有 20 个特大型销售点，要从中抽取 7 个调查其收入和售后服务等情况，记这项

调查为②。则完成①、②这两项调查宜采用的抽样方法依次是 （ ）

A．分层抽样法，系统抽样法 B．分层抽样法，简单随机抽样法

C．系统抽样法，分层抽样法 D．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

8、为了调查某产品的销售情况,销售部门从下属的 92 家销售连锁店中抽取 30 家了解情况,若用系

统抽样法,则抽样间隔和随机剔除的个体数分别为 ( )

A . 3,2 B. 2,3 C. 2,30 D. 30,2

9、甲校有3600名学生，乙校有5400名学生，丙校有1800名学生，为统计三校学生某方面的情

况，计划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一个容量为90人的样本，应在这三校分别抽取学生

（A）30人，30人，30人 （B）30人， 45人，15人

（C）20人，30人，10人 （D）30人，50人，10人

10、某工厂生产 A、B、C 三种不同型号的产品, 产品数量之比依次为 2 : 3 : 5，现用分层抽样方

法抽出一个容量为 n的样本，样本中 A 种型号产品有 16 件, 那么此样本的容量 n是（ ）

A． 24 B． 16 C． 40 D．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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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训练

1、某初级中学有学生 270 人，其中一年级 108 人，二、三年级各 81 人，现要利用抽样方法抽取

10 人参加某项调查，考虑选用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和系统抽样三种方案，使用简单随机

抽样和分层抽样时，将学生按一、二、三年级依次统一编号为 1，2，…，270；使用系统抽

样时，将学生统一随机编号 1，2，…，270，并将整个编号依次分为 10 段.如果抽得号码有

下列四种情况：

①7，34，61，88，115，142，169，196，223，250；

②5，9，100，107，111，121，180，195，200，265；

③11，38，65，92，119，146，173，200，227，254；

④30，57，84，111，138，165，192，219，246，270；

关于上述样本的下列结论中，正确的是 （ ）

A．②、③都不能为系统抽样 B．②、④都不能为分层抽样

C．①、④都可能为系统抽样 D．①、③都可能为分层抽样

2、一个总体中有 100 个个体，随机编号 0，1，2，…，99，依编号顺序平均分成 10 个小组，组

号依次为 1，2，3，…，10.现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一个容量为 10 的样本，规定如果在第 1

组随机抽取的号码为 m，那么在第 k（k>1）组中抽取的号码个位数字与 m+k 的个位数字相

同，若 m=6，则在第 7 组中抽取的号码是 .

3、经问卷调查，某班学生对摄影分别执“喜欢”、“不喜欢”和“一般”三种态度，其中执“一

般”态度的比“不喜欢”态度的多 12 人，按分层抽样方法从全班选出部分学生座谈摄影，如果

选出 5 位“喜欢”摄影的同学、1 位“不喜欢”摄影的同学和 3 位执“一般”态度的同学，那么

全班学生中“喜欢”摄影的比全班人数的一半还多 人.

4、某单位最近组织了一次健身活动，活动分为登山组和游泳组，且每个职工至多参加了其中一

组。在参加活动的职工中，青年人占 42.5％，中年人占 47.5％，老年人占 10％。登山组的职工占

参加活动总人数的
4
1
，且该组中，青年人占 50％，中年人占 40％，老年人占 10％。为了了解各

组不同的年龄层次的职工对本次活动的满意程度，现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参加活动的全体职工中

抽取一个容量为 200 的样本。试确定

（Ⅰ）游泳组中，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分别所占的比例；

（Ⅱ）游泳组中，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分别应抽取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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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样本估计总体

要点回顾

1、用样本估计总体：

是用样本的频率分布估计总体的频率分布；用样本的数字特征估计总体的数字特征。

2、频率分布：样本中所有数据（或数据组）的频数和样本容量的比，就是该数据的频率。所有

数据（或数据组）的频率的分布变化规律叫做样本的频率分布。

频率分布的表示方法：

频率分布表、频率分布条形图、频率分布直方图、频率分布折线图、茎叶图。

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中，纵轴表示 ，各小长方形面积之和为 ，在频率分布条形图

中，纵轴表示 。

3、样本的数字特征

(1)众数：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众数.

(2)中位数：把 n 个数据按大小顺序排列，处于最中间位置的一个数据叫做这组数据的中位数.

(3)平均数：样本 1 2, , , nx x x   的平均数是 1 2 nx x x
x

n
   

 。

(4)方差与标准差：样本 1 2, , , nx x x   的方差是      2 2 22
1 2

1
ns x x x x x x

n
          

标准差是：      2 2 2

1 2
1

ns x x x x x x
n
          

A 组训练

1、2013 年央视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8个评委为某选手打出的分数如茎叶图所示，则这些

数据的中位数是（ ）

A. 84 B. 85

C. 86 D. 87.5

2、如图 1是 2013 年某大学自主招生面试环节中，七位评委为某考生打出的分数的茎叶统计

图，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所剩数据的平均数和众数依次为（ ）

A.85、84； B.84、85； C.86、84； D.84、86

第 1题 第 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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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小长方形的面积等于 ( )

A.相应各组的频数 B.相应各组的频率 C.组数 D.组距

4、在频率分布直方图中,小矩形的高表示 ( )

A.频率/样本容量 B.组距×频率 C.频率 D.频率/组距

5、能反映一组数据的离散程度的是 ( )

A.众数 B.平均数 C.标准差 D.极差

6、与原数据单位不一样的是 ( )

A.众数 B.平均数 C.标准差 D.方差

7、已知数据 1 2 3   nx x x x， ，，...， 是上海普通职工n *( 3  )n n N ， 个人的年收入,设n个数据的

中位数为 x，平均数为 y，方差为 z，如果再加上世界首富的年收入 1nx  ，则这 1n 个数据

中，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年收入平均数大大增加，中位数一定变大，方差可能不变

B.年收入平均数大大增加，中位数可能不变，方差变大

C.年收入平均数大大增加，中位数可能不变，方差也不变

D.年收入平均数可能不变，中位数可能不变，方差可能不变

8、有一组统计数据共 10 个，它们是： x,9,8,7,6,5,5,4,4,2 ，已知这组数据的平均数

为 6，则这组数据的方差为

9、甲、乙两位运动员在 5场比赛的得分情况如茎叶图所示，记甲、乙两人的平均得分分别

为 x x甲 乙， ，则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 x x甲 乙；甲比乙成绩稳定； B． x x甲 乙；乙比甲成绩稳定

C． x x甲 乙；甲比乙成绩稳定； D． x x甲 乙；乙比甲成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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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某工厂对一批产品进行了抽样检测.右图是根据

抽样检测后的产品净重（单位：克）数据绘制的频率

分布直方图，其中产品 学科网净重的范围是[96，106]，

样本数据分组为[96，98），[98，100),[100，102)，

[102，104),[104，106],已知样本中产品净重小于

100 克的个数是 36，则样本中净重大于或等于 98 克

并且小于 104 克的产品的个数是( ).

A.90 B.75 C. 60 D.45 学科网

11、某校为了了解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随机调查了

50 名学生，得到他们在某一天各自课外阅读所用时间

的数据，结果用右侧的条形图表示. 根据条形图可得这

50 名学生这一天平均每人的课外阅读时间为（ ）

A．0.6 小时 ； B．0.9 小时 ；

C．1.0 小时 ； D．1.5 小时。

12、某公路段在某一时刻内监测到的车速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所示．

（Ⅰ）求纵坐标中参数 h的值及第三个小长方形的面积；

（Ⅱ）求车速的众数 v1，中位数 v2的估计值；

（Ⅲ）求平均车速 的估计值．

0.5

人数(人)

时间(小时)

20

10

5

0 1.0 1.5 2.0

15

96 98 100 102 104 106

0.150
0.125
0.100
0.075
0.050

克

频率/组距

第 10 题图

http://www.zxxk.com/
http://www.zxx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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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某地区为了解 70~80 岁老人的日平均睡眠时间

（单位：h），现随机地选择 50 位老人做调查，下表

是 50 位老人日睡眠时间频率分布表：

序号

（i）
分组

睡眠时间

组中值

（Gi）

频数

（人数）

频率

（Fi）
1 [4，5） 4.5 6 0.12
2 [5，6） 5.5 10 0.20
3 [6，7） 6.5 20 0.40
4 [7，8） 7.5 10 0.20
5 [8，9] 8.5 4 0.08
在上述统计数据的分析中，一部分计算见算法流程图，

则输出的 S 的值为 ．

14、对某电子元件进行寿命追踪调查，情况如下：

寿命（h）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500 500～600

个 数 20 30 80 40 30

（1）列出频率分布表；

（2）画出频率分布直方图和累积频率分布图；

（3）估计电子元件寿命在 100～400 h 以内的概率；

（4）估计电子元件寿命在 400 h 以上的概率.

开始

S=0

输入 Gi，Fi

I=1

S= S＋Gi·Fi

i≥5

I= i＋1

N

Y

输出 S

结束
第 13 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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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某班同学利用国庆节进行社会实践，对[25,55]岁的人群随机抽取 n人进行了一次生活习惯

是否符合低碳观念的调查，若生活习惯符合低碳观念的称为“低碳族”，否则称为“非低碳族”，

得到如下统计表和各年龄段人数频率分布直方图：

补全频率分布直方图并求 n、 a、 p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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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要点回顾

1、相关关系:当自变量一定时，因变量的取值带有一定的随机性的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称为相关

关系

-------

----




  
 

最小二乘法

确定性关系 函数关系

两变量间的关系 线性相关 求回归直线方程
非确定性关系 相关关系

...

2、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是因果统计学家皮尔逊提出的，对于变量 y 与 x 的一组观测值，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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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变量 y与 x之间的样本相关系数，简称相关系数，用它来衡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

度.

3、相关系数的性质： r ≤1； r 越接近 1，相关程度越大；且 r 越接近 0，相关程度越小

4、 回归直线：设所求的直线方程为 ,
^

abxy  ，其中 a、b是待定系数．

1 1

2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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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直线叫做回归直线，对两个变量所进行的上述统计分析叫做回归分析

A 组训练

1、下列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哪个不是函数关系 ( )

A、角度和它的余弦值；

B、正方形边长和面积；

C、正 n 边形的边数和它的内角和；

D、人的年龄和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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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面哪些变量是相关关系 ( )

A、出租车费与行驶的里程；

B、房屋面积与房屋售价；

C、身高与体重；

D、铁块的体积与质量。

3、下列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具有线性关系的是 ( )

A、小麦产量与施肥值；

B、球的体积与表面积；

C、蛋鸭产蛋个数与饲养天数；

D、甘蔗的含糖量与生长期的日照天数。

4、设 1 1 2 2( , ), ( , )x y x y ，…， 3 3( , )x y 是变量 x和 y 的 n个样本点，直线 l是由这些样本点通过最

小二乘法得到的线性回归方程（如图），以下结论中正确的是 （ ）

（A） x和 y的相关系数为直线 l的斜率

（B） x和 y 的相关系数在 0 到 1 之间

（C）当 n为偶数时，分布在 l两侧的样本点的个数一定相同

（D）直线 l过点 ( , )x y

5、观察下列关于两个变量 x和 y的三个散点图，它们从左到右的对应关系依次为（ ）.

A．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 B．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

C．负相关、正相关、不相关； D．正相关、不相关、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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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线性相关系数 r叙述正确的是（ ）

A. ),( r ，且 r越大，相关程度越大.

B. ),( r ，且 || r 越大，相关程度越大.

C. ]1,1[r ，且 r越大，相关程度越大.

D. ]1,1[r ，且 || r 越大，相关程度越大.

7、回归直线方程必定过 ( )

A.  0,0 点 B.  , 0x 点 C.  0, y 点 D.  ,x y 点

8、某产品的广告费用 x 与销售额 y 的统计数据如下表

广告费用 x（万元） 4 2 3 5
销售额 y （万元） 49 26 39 54

根据上表可得回归方程 ˆˆ ˆy bx a  中的 b̂为 9.4，据此模型预报广告费用为 6 万元时销售额为

（ ）

(A)63.6 万元； (B)65.5 万元； (C)67.7 万元； (D)72.0 万元。

9、 下表提供了某厂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后生产甲产品过程中记录的产量 x (吨)与相应的生

产能耗 y (吨标准煤)的几组对照数据

x 3 4 5 6
y 2.5 3 4 4.5

(1)请画出上表数据的散点图；

(2)请根据上表提供的数据，用最小二乘法求出 y 关于 x的线性回归方程 ˆ ˆy bx a  ；

(3)已知该厂技改前100吨甲产品的生产能耗为90吨标准煤．试根据(2)求出的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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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某农科所对冬季昼夜温差大小与某反季节大豆新品种发芽多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

究，他们分别记录了 12月 1 日至 12 月 5 日的每天昼夜温差与实验室每天每 100 棵种子中的

发芽数，得到如下资料：

日期 12月 1 日 12 月 2 日 12 月 3日 12 月 4 日 12 月 5 日

温差 x(℃) 10 11 13 12 8

发芽 y(颗) 23 25 30 26 16

该农科所确定的研究方案是：先从这 5组数据中选取 3组数据求线性回归方程，剩下的 2组

数据用于回归方程检验．

（1）请根据 12月 2日至 12月 4 日的数据，求出 y关于 x的线性回归方程


 axby ；

(2)若由线性回归方程得到的估计数据与所选出的检验数据的误差均不超过 2颗，则

认为得到的线性回归方程是可靠的，试问(1)中所得的线性回归方程是否可靠？

（3）请预测温差为 14℃的发芽数。

11、某地最近十年粮食需求量逐年上升，下表是部分统计数据：

年份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需求量（万吨） 236 246 257 276 286

（Ⅰ）利用所给数据求年需求量与年份之间的回归直线方程 y bx a  ;

（Ⅱ）利用（Ⅰ）中所求出的直线方程预测该地 2012 年的粮食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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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概率

3.1 随机事件的概率

要点回顾

1、事件的定义：

随机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件；

必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事件；

不可能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2、随机事件的概率：一般地，在大量重复进行同一试验时，事件 A发生的频率
m
n
总是接近某个

常数，在它附近摆动，这时就把这个常数叫做事件 A的概率，记作 ( )P A ．

3、事件的关系：

①事件 A包含于事件 B（记作 A B ）；②事件 A 与事件 B 相等（记作 A B ）；

③事件 A与事件 B的和事件（记作 A B ）；④事件 A 与事件 B 的积事件（记作 AB）；

⑤事件 A与事件 B互斥（A，B 不可能同时发生， A B   ）；

⑥事件 A与事件 B对立（必有一个发生的互斥事件）。

4、概率的性质：

必然事件的概率为1；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0 ；随机事件的概率为0 ( ) 1P A  ；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互斥，则 ( ) 0P A B  ； ( )P A B = ( ) ( )P A P B ；

若事件 A 与事件 B 对立，则 ( )P A B =1； ( ) 1 ( )P A P B  。

A 组训练

1、下列事件中，是随机事件的有（ ）

A．某人投篮 3次，投中 4次

B．标准大气压下，水加热到 100℃ 时沸腾

C．掷一枚质地均匀的硬币，出现“正面朝上”

D．抛掷一颗骰子，出现 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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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叙述随机事件的频率与概率的关系中哪个是正确的（ ）

A．频率就是概率

B．频率是客观存在的，与试验次数无关

C．概率是随机的，在试验前不能确定

D．随着试验次数的增加，频率一般会越来越接近概率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某事件发生的频率为 p(A)=1.1；

B、不可能事件的概率为 0，必然事件的概率为 1；

C、小概率事件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大概率事件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件；

D、某事件发生的概率是随着试验次数的变化而变化的。

4、给出下列三个命题，其中正确命题的个数是（ ）

（1）设有一大批产品，已知其次品率为 0.1，则从中任取 100 个，必有 10 件次品；

（2）做 7 次抛硬币试验，结果 3 次出现正面，因此，出现正面的概率是
3
7
；

（3）随机事件发生的频率就是这个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

（4）10 张票中有 1 张奖票，10 人去摸，谁先摸则谁摸到的可能性大；

（5）10 张票中有 1 张奖票，10 人去摸，无论谁先摸，摸到奖票的概率都是
1

10
。

A．0 B．1 C．2 D．3

5、一个人打靶时连续射击两次，事件"至少有一次中靶"的对立事件是 ( )

A.至多有一次中靶 B.两次都中靶

C. 只有一次中靶 D. 两次都不中靶

6、从装有 2 个红球和 2 个白球的口袋内任取 2 个球，那么互斥而不对立的两个事件是（ ）

A.至少有 1 个白球，都是白球 B.至少有 1 个白球，至少有 1 个红球

C.恰有 1 个白球，恰有 2 个白球 D.至少有 1 个白球，都是红球

7、某人从湖中打了一网魚，共 K 条，做上记号，再放入湖中，数日后，又打了一网魚共 M 条，

其中 N 条有记号，估记湖中有魚（ ）条

A、
MK
N

； B、 MN
K

； C、 KN
M

； D、无法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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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某射手在一次射击训练中，射中 10 环、9 环、8 环、7 环的概率分别为 0.21，0.23，0.25，
0.28，计算该射手在一次射击中：（1）射中 10 环或 9 环的概率； （2）少于 7 环的概率。

9、袋中有 12 个小球，分别为红球、黑球、黄球、绿球，从中任取一球，得到红球的概率为
3
1
，

得到黑球或黄球的概率是
12
5

，得到黄球或绿球的概率也是
12
5

，试求得到黑球、得到黄球、得到

绿球的概率各是多少

3.2 古典概型

要点回顾

1、基本事件的特点：

①任何两个基本事件是互斥的；

②任何事件（不可能事件除外）都可以表示成基本事件的和。

2、古典概型的特点：

①所有可能出现的基本事件只有有限个；

②每个基本事件出现的可能性都相等。

3、古典概型的概率：如果一次试验中可能出现的结果有 n个，而且所有结果都是等可能的，如

果事件 A包含m个结果，那么事件 A的概率 ( ) mP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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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训练

1、填空：

（1）先后抛掷两枚质地均匀的硬币，朝上的一面是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概率为 。

（2）先后抛掷两枚质地均匀骰子，朝上的两次数字之和为 6 概率是 。

（3）从编号分别为1 2 3 4 5 6，，，，，的 6 个球，取出 2个，则取得两个球的编号和为 6的概率是 。

2、某工厂生产的100件产品中，有95件正品，5件次品，从中任意取一件是次品的概率为 （ ）

A.0．95 B. 95 C. 0．5 D. 0．05

3、一袋中装有大小相同，编号分别为1 2 3 4 5 6 7 8，，，，，，，的八个球，从中有放回．．．地每次取一个球，共

取 2 次，则取得两个球的编号和不小于．．．15 的概率为（ ）

Ａ．
1

32
Ｂ．

1
64

Ｃ．
3

32
Ｄ．

3
64

4、数字 1，2，3，4，5 中任取两个不同的数字构成一个两位数，则这两位数大于 40 的概率是（ ）

A．1/5 B．2/5 C．3/5 D．4/5

5、从{1,2,3,4,5}中随机选取一个数为 a，从{1, 2 , 3} 中随机选取一个数为b，则b a 的

概率是（ ）

A.
1
5

B.
2
5

C.
3
5

D.
4
5

6、袋中有红球、黄球、白球各 1 个，每次任取一个，有放回地抽取 3 次，则下例事件中概率是

8/9 的是 （ ）

A．颜色全相同 B．颜色不全相同

C．颜色全不同 D．颜色无红色

7、盒中装有形状、大小完全相同的 5 个球，其中红色球 3 个，黄色球 2 个。若从中随机取出 2

个球，求所取出的 2 个球颜色不同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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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一个盒子中装有 6 支圆珠笔，其中 3 支一等品，2 支二等品，1 支三等品，从中任取 3 支，

求恰有一支一等品的概率。

9、下图为某校语言类专业 N 名毕业生的综合测评成绩（百分制）分布直方图，已知 80-90

分数段的学员数为 21人

（1）求该专业毕业总人数 N和 90-95 分数段内的人数n；
（2）现欲将 90-95 分数段内的n名人分配到几所学校，从中安排 2人到甲学校去，若n人中

仅有两名男生，求安排结果至少有一名男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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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几何概型

要点回顾

1、几何概型：每个事件发生的概率只与构成该事件区域的长度（面积或体积）成比例。

2、几何概型的概率：

A( )P A 
构成事件 的区域长度（面积或体积）

试验的全部结果所构成的区域长度（面积或体积）

A 组训练

1、取一根长度为３m的绳子，拉直后在任意位置剪断，那么剪得两段的长都不小于１m的概率是

（ ）

A.
1
2
； B.

1
3

； C.
1
4

； D.
2
3
。

2、A 是圆上固定的一定点,在圆上其他位置任取一点 B,连接 A、B 两点,它是一条弦,它的长度大

于等于半径长度的概率为 ( )

A.
1
2

B.
2
3

C.
3

2
D.

1
4

3、小强和小华两位同学约定下午在街心公园喷水池旁见面,约定谁先到后必须等 10 分钟,这时若

另一人还没有来就可以离开.如果小强是 1：40 分到达的,假设小华在 1 点到 2 点内到达,且小华

在 1点到 2 点之间何时到达是等可能的,则他们会面的概率是 ( )

A.
1
6

B.
1
2

C.
1
4

D.
1
3

4、已知地铁列车每 10min 一班，在车站停１min，则乘客到达站台立即乘上车的概率为（ ）

A.
1
9

B.
1

10
C.

1
11

D.
2

11
5、如图，矩形 ABCD 中，点 E 为边 CD 的中点，若在矩形 ABCD 内部随机取一个点 Q，则点 Q 取自

△ABE 内部的概率等于

A.
1
4

B.
1
3

C.
1
2

D.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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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棱长为 2 的正方体 1 1 1 1ABCD ABC D 中，点 O为底面 ABCD的中心，在正方体

1 1 1 1ABCD ABC D 内随机取一点 P，则点 P到点O的距离大于 1的概率为（ ）

A．
6


B．1
6


 C．
12


D．1
12




8、在长为 12cm 的线段 AB 上任取一点 C.现作一矩形，邻边长分别等于线段 AC，CB 的长，则

该矩形面积小于 32 2cm 的概率为

A．
1
6

B．
1
3

C．
2
3

D．
4
5

9、从区间 (0,1) 内任取两个数,则这两个数的和小于
5
6
的概率是 ( )

A.
3
5

B.
4
5

C.
16
25

D.
25
72

10.在区间 [ π , π] 内随机取两个数分别记为 ,a b，则使得函数 2 2 2( ) 2f x x ax b     有零点的概

率为（ ）

A.1－
8


B.1－
4


C.1－
2


D.1－
3
4


11、为了测算如图阴影部分的面积，作一个边长为 6的正方形将其包含在内，并向正方形内

随机投掷 800 个点，已知恰有 200 个点落在阴影部分内，据此，可估计阴影部分的面积

是 ．

12、甲、乙两人约定在６时到７时之间在某处会面，并约定先到者应等候另一个人一刻钟，过时

即可离去，求两人能会面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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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若 a、b分别是集合 1,2,3 4,5,6， 中的两个不同的数，求 6a b  的概率．

（2）若  1,2,3 4,5,6a ， ，  1,2,3 4,5,6b ， ，求 6a b  的概率．

（3）若  1,6a ，  1,6b ，求 6a b  的概率．

14、设关于 x的一元二次方程 0469 22  baxx ．

（1）若a是从 1，2，3这三个数中任取的一个数，b是从 0，1，2这三个数中任取的一个数，

求上述方程有实根的概率；

（2）若a是从区间[0，3]中任取的一个数，b是从区间[0，2]中任取的一个数，求上述方程

有实根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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