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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差異量數

差異量數的意義與作用：差異量數的意義與作用：

以一個數字來表達一群統計資料內數值差異程度的量數，
稱為差異量數。稱為差異量數。

差異量數的種類：

非離中差異量數：

差異量數的種類

如全距。

離中差異量數： 1. 四分位差。

2. 平均差。

3. 標準差。

P081



4-1 
甲組成績：50, 50, 50, 50

乙組成績：0, 100, 0, 100

試以平均數與差異量數的觀點，討論甲乙兩組成績的意義。

解： (a) 先計算平均數：

甲組：μ
甲
=

+ + +
=

50 50 50 50
4

50

乙組：

兩組平均數相同。

μ
乙
=

+ + +
=

0 100 0 100
4

50

(b) 雖然甲乙兩組的平均數相同，但我們從原始資料觀察，甲組每個成

績均為50分，毫無差異，但乙組每個成績差異甚大 ( 有0分，有100
分 )。由此我們可知，要了解統計資料的特徵，除了了解平均數外，

差異量數的測定，亦為重要。否則平均數的代表性大小無法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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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全距

全距的計算方式：

R X XR X X= −max min

一群數值中之最大值其中 X 一群數值中之最大值其中 Xmax =

一群數值中之最小值X = 一群數值中之最小值Xmin =

4-2 
五位學生的體重為60, 70, 52, 68, 82公斤，求全距。

4-2 

解： ( 公斤 )R X X= − = − =max min 82 5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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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四分位差

四分位差的計算方式：

Q Q
Q. D. =

−Q Q3 1

2

P084



4-3 
試求15, 18, 18, 20, 21, 25, 30, 31, 35, 40之四分位差。

解：(a) 先求 Q1與 Q3( 原題目已由小到大排序 )

Q 在第 項
n 1 10 1 3+ + ⇒ Q 18Q1在第 項

Q3在第 項

4 2 4 2
3+ = + =

3
4

1
2

3 10
4

1
2

8n
+ =

×
+ =

　⇒ =Q1 18

　 　⇒ =Q3 31

(b) 代入公式

4 2 4 2

131831IQR === QQ

5.6
2

1831
2

Q.D.

131831IQR

13

13

=
−

=
−

=

=−=−=
QQ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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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平均差

平均差的計算方式：平均差的計算方式：

離中差方式： M D = −∑ = −∑1 1X M X M
N

| | | |離中差方式：

離均差方式：

M.D. = −∑ = −∑
=1N X M N X Mi ei e| | | |

離均差方式：

(1) 母體資料： M.D. = −∑ = −∑1 1X Xi
N

| | | |μ μ(1) 母體資料

(2) 樣本資料

M.D. ∑ ∑
=1N X n Xii

| | | |μ μ

M D ∑ ∑1 1X X X X
n

| | | |(2) 樣本資料： M.D. = −∑ = −∑
=

1 1
1n X X n X Xi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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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試求下列五數之平均差 ( 設為母體資料 )

30,  33,  38,  34,  40

解：(a) 先離中差方式求算：

先求Me e

按大小順序排列30, 33, 34, 38, 40

可知 Me=34


(b) 以離均差方式求算：

M.D.= −∑ = + + + + =
1 1

5
4 1 0 4 6 3

N
X Me| | ( )

(b) 以離均差方式求算：

先求 μ

1 30 33 38 34 40 35( )



μ = + + + + =
5

30 33 38 34 40 35( )

M.D.= ∑ − = + + + + =
1 1

5
5 2 3 1 5 32

N
X| | ( ) .μ

(c) 由 (a)、(b) 可知，以離中差方式求算之平均差比以離均差方式求算

之平均差小。

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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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標準差

標準差的計算方式：

母體資料： σ μ μ= −∑ = −∑
=

1 12
1

2
N X N Xi

i

N
( ) ( )

μ= ∑ − ∑⎛
⎝

⎞
⎠ = ∑ −

2 2 2
2X

N
X

N
X

N ( )

1σ μ= −∑12 2
N X( )

1 1n
樣本資料： σ = −∑ = −∑

=
1 12

1
2

n X X n X Xii

n
( ) ( )

∑ ∑⎛
⎝

⎞
⎠

∑2 2 2
2X X X X( )= ∑ − ∑⎛

⎝
⎞
⎠ = ∑ − 2X

n
X

n
X

n X( )

σ = −∑12 2
n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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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試求4, 6, 8, 12, 15的標準差與變異數 ( 設為母體資料 )。

解：(a) 先求 μ =
∑

=
+ + + +

= =
X

n
4 6 8 12 15

5
45
5

9

1(b) σ μ= ∑ −
1

1

2

2 2 2 2 2

N
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5

4 9 6 9 8 9 12 9 15 9

80 16 4

2 2 2 2 2[( ) ( ) ( ) ( ) ( ) ]

(c)

= = =
5

16 4

σ 2 24 16= =

另解： 使用 解之σ =
∑

−
∑⎛

⎝⎜
⎞
⎠⎟

X
N

X
N

2 2

σ = − =
485
5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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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試求算下列樣本資料的變異數與標準差：

4,  7,  9,  22,  8

解：(a) $ ( ) ( )S
n

X X X2 21
1

10=
−

∑ − =　

[( ) ( ) ( ) ( ) ( ) ]2 2 2 2 21
5 1

4 10 7 10 9 10 22 10 8 10

194

=
−

− + − + − + − + −

.

194
4

48 5

=

=

(b) $ $ .S S= =2 6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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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甲班學生50人分A、B兩組：

A 組20人，平均成績為70分，標準差8分

B 組30人，平均成績為80分，標準差6分

則全班50人的成績之標準差為若干？

解： μ =
+
+

=
× + ×

+
=

n X n X
n n

1 1 2 2

1 2

20 70 30 80
20 30

76 ( )分

σ σ σ μ μ
=

+ + − + −
+

n n n X n X
n n

1 1
2

2 2
2

1 1
2

2 2
2( ) ( )

+

=
× + × + − + −

+
=

n n1 2

2 2 2 220 8 30 6 20 70 76 30 80 76
20 30

8 44( ) ( ) . ( )分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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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分組資料差異量數之計算

求下列五十名學生成績分配之四分位差與全距。

4-8 

分 數 人 數

60 65 260~65 2
65~70 8
70~75 20
75~80 10
80~85 6
85~90 4

P092



50
解： (a) Q1 在第 項 ( 即第3組 )n

4
50
4

12 5= = .
50 10−

(b) Q 在第 項 ( 即第4組 )

Q1 70 4
0

20
5 70 63= + × = . ( )分

3 3 50 37 5n ×(b) Q3 在第 項 ( 即第4組 )
4 4

37 5= = .

3 50
4

30×
−

( )分

(c)

Q3 75 4
10

5 78 75= + × = . ( )分

Q.D.= −
=

−
=

Q Q3 1 78 75 70 63 4 06. . .

(d) 全距 ( 近似值 ) = ( 最大一組的上限 ) − ( 最小一組的下限 )

= 90 60 =30

Q.D.
2 2

4 06.

= 90 −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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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試就上例題4-8 (4-6.1) 求平均差。

解： (a) 以離中差方式計算者：解： (a) 以離中差方式計算者

分 數 人數 (f) X | X − Me | f | X − Me |
60~65 2 62.5 11.25 22.5
65~70 8 67.5 6.25 50.0
70~75 20 72.5 1.25 25.0
75~80 10 77.5 3.75 37.5
80~85 6 82.5 8.75 52.5
85~90 4 87 5 13 75 55 085~90 4 87.5 13.75 55.0
合 計 50 242.5

50 10
先求

求 及

Me = +
−

× =70 2
10

20
5 73 75.

| |X M f X M| |求 及

求

| |X Me− f X Me| |−

M.D.= −∑ = × =
1 1

50
242 5 4 85

n
f X Me| | .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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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求以離均差方式計算者解： (b) 求以離均差方式計算者：

分 數 人數 (f) X | X − μ | f | X − μ |
60~65 2 62.5 12.2 24.4
65~70 8 67.5 7.2 57.6
70 75 20 72 5 2 2 44 070~75 20 72.5 2.2 44.0
75~80 10 77.5 2.8 28.0
80~85 6 82.5 7.8 46.8
85~90 4 87.5 12.8 51.2
合 計 50 252.0

先求 7.74
50
735,3

==
∑

=
n
fXμ

求 及

求

| |X − μ f X| |− μ

M.D.= ∑ − = × =
1 1

50
252 504

N
f X| | . ( )μ 分

50N
f | | (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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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試求甲班50名學生體重分配的標準差與變異數

體重 ( 公斤 ) 人數體重 ( 公斤 ) 人數

40~50 3
50~60 9
60~70 20
70~80 15
80~90 2
90~100 1
合 計 50合 計 50

P095



解：

體重 ( 公斤 ) 人數 Xi Xi − μ (Xi − μ)2 f (Xi − μ)2

40~50 3 45 −21.4 457.96 1,373.88
50~60 9 55 −11.4 129.96 1,169.64
60 0 20 6 1 4 1 96 39 260~70 20 65 −1.4 1.96 39.2
70~80 15 75 8.6 73.96 1,109.4
80~90 2 85 18 6 345 96 691 9280 90 2 85 18.6 345.96 691.92
90~100 1 95 28.6 817.96 817.96
合 計 50 5,202.00

μ = =
3 320

50
66 4, . ( )公斤

σ μ= ∑ − = =

50
1 1

50
5 202 10 22( ) ( , ) . ( )公斤

N
f X

P095



另解：

體重 ( 公斤 ) 人數 (f) Xi f i Xi f i Xi
2體重 ( 公斤 ) 人數 ( ) i i i i i

40~50 3 45 135 6,075
50~60 9 55 495 27,225
60~70 20 65 1,300 84,500
70~80 15 75 1,125 84,375
80 90 2 85 170 14 45080~90 2 85 170 14,450
90~100 1 95 95 9,025
合 計 50 3,320 225,650

利用公式

, ,

σ =
∑

−
∑⎛

⎝⎜
⎞
⎠⎟

= − ⎛
⎝⎜

⎞
⎠⎟

=
f X
N

f X
N

i i i i
2 2 2225 650

50
3 320

50
10 2, , . ( )公斤

P095



4-7 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應用

相對差異量數：相對差異量數：

相對標準差 若無特別指明，相對標準差通
表示

(= ×σ 100%
標準差係數 稱為變異係數，以 表示( ) )

×μ 100%
C. V.

P098



4-11 

甲班五十名學生平均身高160公分，標準差10公分，而平均體重50公斤，

標準差4.2公斤，試求變異係數並比較之

解：由於身高與體重是不同單位，故比較時，必須先計算變異係數。

(a) 身高之變異係數

體重之變異係數

CV1
1

1
100% 10

160
100% 6 25%= × = × =

σ
μ

.

2 4 2σ(b) 體重之變異係數

， 身高的變異係數較小，身高較體重資料集中整

齊

CV2
2

2
100% 4 2

50
100% 8 4%= × = × =

σ
μ

. .

QCV CV1 2< ∴

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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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高雄市一歲以下嬰兒平均身高為50公分，標準差5公分。二十歲以上之成

年人平均身高167公分，標準差7公分。試比較兩組資料之差異情形，何者較

小 資料較為集中整齊小？資料較為集中整齊？

解： 雖然兩者身高之單位相同，但由於平均身高差異太大，不宜直接比

較，故應計算其變異係數。

(a)嬰兒之變異係數 CV1
1 5

0
100% 10%= = × =

σ( )

(b)成人之變異係數

1
1 50μ

CV2
2 7

167
100% 419%= = × =

σ
μ

.

由於 ，所以成人之身高變異係數較小，身高資料較為

集中整齊。

CV CV2 1<
2 167μ

P098



4-13 
試就例題4-10求算：

(a) 全距係數。

(b) 四分位差係數。

(c) 平均差係數。

(d) 標準差係數 ( 變異係數 )。

解： (a)全距係數 R = =100 40 60解： (a)全距係數

全距係數

R = − =100 40 60

=
−
+

× =
−
+

× =
X X
X X

max min

i
.100% 100 40

100 40
100% 42 9%

+ +X Xmax min 100 40

P099



(b)四分位差係數(b)四分位差係數

Q1 60

50
4

12
10 60 25= +

−
× = .Q

M

1 20

60

50
2

12
10 66 5= +

−
× =M

Q

e 60
20

10 66 5

70

3 50
4

32
10 73 67

= + × =

×
−

.

四分位差係數

Q3 70 4
15

10 73 67= + × = .

=
−

× =
−

× =
Q Q3 1 100% 7367 60 25 100% 10 02%. .

四分位差係數 =
+

× =
+

× =
Q Q3 1

100%
7367 60 25

100% 10 0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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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均差係數(c) 平均差係數

 以離中差計算 ( . )Me = 66 5

82.7391
50
1||1.M.D =×=−∑= eMXf

N

平均差係數 = × = × =
M.D.
Me

100% 7 82
665

100% 1176%.
.

.

 以離均差計算 ( . )μ = 66 4

79763891||1M D =×=∑= μXf

平均差係數

79.76.389
50

||.M.D =×=−∑= μXf
N

= × = × =
M.D.
μ

100% 7 79
66 4

100% 1173%. .

(d) 標準差係數 ( 變異係數 )

標準差係數

μ 66 4.
μ σ= =66 4 10 2. , .

× ×
σ 100% 10 2 100% 15 36%.標準差係數 = × = × =
μ

100%
66 4

100% 15 36%
.

.

P099



4-7 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應用

標準分數：標準分數：

母體資料：
− μ

Z
X i=母體資料

樣本資料： Z
X Xi −

Z σ

樣本資料： Z =
Ŝ

P100



4-14 
甲班五十名學生平均身高150公分，標準差5公分，體重40公斤，標準差2

公斤，小明的身高是160公分，體重38公斤，試求小明之身高與體重之Z分數，

並說明其在班上是身高或體重較有份量並說明其在班上是身高或體重較有份量？

解： 因為身高、體重的單位不同，要進行比較，可先化為 Z 分數

(a)身高Z分數 2
5

150160

1

11 =
−

=
−

=
σ

μX

(b) 體重Z分數

小明身高Z分數為2，表示其身高值大於班上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而

=
−

=
−

= −
X2 2

2

38 40
2

1μ
σ

小明身高Z分數為2，表示其身高值大於班上平均身高2個標準差，而

體重Z分數為 −1，表示其體重小於班上平均體重1個標準差，由此可

見，小明的身高比體重在班上較有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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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假設一項測驗以三科決定錄取，並從甲乙生兩位中必須選出一位，則應

選那位？試說明之。

原始分數 總考生

甲生 乙生 平均數 標準差

國文 70 80 60 8
英文 30 35 32 6
數學 40 30 35 4數學 40 30 35 4

P101



解：解：

原始分數 總考生 Z分數

甲生 乙生 平均數 標準差 甲生 標準差甲生 乙生 平均數 標準差 甲生 標準差

國文 70 80 60 8 1.25 2.5
英文 30 35 32 6 −0.33 0.5
數學 40 30 35 4 1.25 −1.25
總分 140 145 2.17 1.75

(a)首先計算Z分數，甲乙生之Z分數如上表所示。

(b)由該表可知，若甲乙生比較其原始分數，應錄取乙生 ( )145 140>

，但若比較其Z分數，發現應錄取甲生才對。由於國文、英文、

數學三科在性質上是不同的，若予以加總，就如同將身高和體重

加總一樣，不具意義。故本題應採用Z分數進行比較，所以應錄加總一樣，不具意義。故本題應採用Z分數進行比較，所以應錄

取甲生。

P101



4-16 
張三身高165公分，體重60公斤，而全班五十名學生之平均身高為161公

分，標準差2公分，平均體重61公斤，標準差1公斤，試問：

(a) 張三在班上是身高較高或體重較重？

(b) 全班是身高或體重資料的數值較一致？

解： (a) 求算Z分數

身高Z分數 =
−

=
165 161 2身高Z分數

體重Z分數

身高Z分數大於體重Z分數

2
2

=
−

= −
60 61

1
1

Q ( )2 1身高Z分數大於體重Z分數

張三就身高與體重言，在班上身高較高。

Q ( )2 1> −

2
∴

(b)全班身高變異係數

全班體重變異係數

CV1
2

161
100% 124%= × = .

CV2
1
61

100% 164%= × = .

， 全班身高資料較集中一致。∴
61

QCV CV1 2<
P102



4-7 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應用

謝氏定理與經驗法則：謝氏定理與經驗法則

謝氏定理：

所謂謝氏定理 (Chebyshev‘s Theorem)，是由數學家
Chebyshev (1821-1894) 所提出，他發現平均數與標準差
有某種關係存在 其關係如下：有某種關係存在，其關係如下：

“一群資料中“至少＂有 的數值，1 1 100%2
–⎛

⎝
⎞
⎠K

會落在平均數附近 K 個標準差之範圍內，

換言之，即落於 之區間內，

2⎝ ⎠K

( , )μ σ μ σ- +K K換言之 即落於 之區間內

至少有 之數值＂。

( , )μ μ

1 1 100%2
–⎛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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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假定甲班一百名學生的平均體重為50公斤，標準差2公斤，試問：( 請以

Chebyshev's定理說明之 ) 

(a) 體重在48公斤~ 52公斤的學生至少有多少人？

(b) 體重在46公斤~ 54公斤的學生至少有多少人？

(c)體重在44公斤~ 56公斤的學生至少有多少人？

P103



解： (a)                                                                                                     即至少

，在48公斤~ 52公斤內，

( , ) ( , ) ( , )48 52 50 2 50 2 1= − + = − + ⇒ =μ σ μ σK K K

1 1 100% 1 1 100% 0%2 2−⎛
⎝⎜

⎞
⎠⎟

= −⎛
⎝⎜

⎞
⎠⎟

=

換言之，必定有學生體重在此範圍內。

1 100% 1
1

100% 0%2 2⎝⎜ ⎠⎟ ⎝⎜ ⎠⎟K

1⎛ ⎞(b)                                                                           ，即至少有

在此範圍內，換言之，至少100名

1 1 100%2−⎛
⎝⎜

⎞
⎠⎟K

= −⎛
⎝⎜

⎞
⎠⎟

=1 1 100% 3
2 %

( , ) ( , )46 54 50 2 2 50 2 2 2= − × + × ⇒ =K

× =
3
4

%

75名同學，體重在46公斤到54公斤之間。

即至少有

⎝⎜ ⎠⎟2
%

42 %
4

1⎛
⎜

⎞
⎟(c) ，即至少有

在此範圍內，換言之，至少有100名 名同學，

( , ) ( , )44 56 50 3 2 50 3 2 3= − × + × ⇒ =K 1 1
3

100%2−⎛
⎝⎜

⎞
⎠⎟

=

8
9

% × =
8
9

88%

體重在44~56公斤之範圍內。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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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平均數與標準差的應用

謝氏定理與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

(1) 約有 68% 之資料值會落在 之區間內( )μ σ μ σ+(1) 約有 68% 之資料值會落在 之區間內。( , )μ σ μ σ− +

(2) 約有 95% 之資料值會落在 之區間內。( , )μ σ μ σ− +2 2
(3) 約有 99.7% 之資料值會落在 之區間內。( , )μ σ μ σ− +3 3( ) ,

謝氏定理與經驗法則之比較：

K μ 6σ 區間 謝氏定理 經驗法則

1 至少 0 68% ( , )μ σ μ σ− +

2 至少 95% 

3 至少 99.7% 

3
4 75%% =

8
9 88 89%% .=

( , )μ σ μ σ− +2 2

( , )μ σ μ σ−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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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假定甲班一百名學生的平均體重為50公斤，標準差2公斤，試以經驗法則

求算下列問題：

(a) 體重在48~52公斤的學生約有多少人？

(b) 體重在46~54公斤的學生約有多少人？

(c) 體重在44~56公斤的學生約有多少人？

( 註：上題題目是問至少有多少人，本題題目是問約有多少人。) 

解： (a) 個標準差之距離，故有68% 的比

例落於48~52公斤之範圍內，約100名 名學生。

( , ) ( , )48 52 50 2 50 2 1= − + ⇒
× =68% 68

(b) 個標準差之距離，故有

95% 的比例落於46~54公斤之範圍內，約100名 名學

生。

( , ) ( , )46 54 50 2 2 50 2 2 2= − × + × ⇒
× =95% 95

生。

(c) 個標準差之距離，故有

99.7% 的 比 例 落 於 44~56 公 斤 之 範 圍 內 ， 約 100 名

( , ) ( , )44 56 50 3 2 50 3 2 3= − × + × ⇒

名 學生。× =99 7% 99.P104



4-19 
全校1,000人國文成績測驗平均分數為80分，標準差5分，試求：

(a) 成績在70分與90分之間約有多少人？

(b) 成績在65分與95分之間約有多少人？

假設成績適合於任何分配，或鐘形分配方式，試分別求算之。

解： (a) 假設成績適合任何分配，依謝氏定理求算：

 至少75%( , ) ( , )70 90 80 2 5 80 2 5 2= − × + × ⇒ = ⇒K

至少有1,000名 名學生成績在70~90分之間。

 至少88.89%

( , ) ( , )
∴ × =75% 750
( , ) ( , )65 95 80 3 5 80 3 5 3= − × + × ⇒ = ⇒K

至少有1,000名 名學生成績在65~95分之

間。

× =8889% 888.∴

(b) 假設成績呈鐘形分配，則依經驗法則求算：(b) 假設成績呈鐘形分配，則依經驗法則求算：

 二個標準差 約有1,000名
名學生成績在70~90分之間。

( , )70 90 ⇒ ⇒ ⇒95% × =95% 950

 三個標準差 約有1,000名

名學生成績在65~95分之間。

( , )65 95 ⇒ ⇒ ⇒99 7%. × =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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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動差

試求下表10人年齡分配的前四級主要動差：

4-20 

年齡 ( 歲 ) 人 數

10~20 1
20~30 3
30~40 430 40 4
40~50 1
50~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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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以主要動差的公式解之解： (a) 以主要動差的公式解之。

年齡 ( 歲 ) 人數 (f) 組中點 (X) fX X − μ f (X − μ) f (X − μ)2 f (X − μ)3 f (X − μ)4

10~20 1 15 15 −18 −18 324 −5,832 104,976

20~30 3 25 75 −8 −24 192 −1,536 12,288

30 40 4 35 140 2 8 16 32 6430~40 4 35 140   2 8 16 32 64

40~50 1 45 45 12 12 144 1,728 20,736

50~60 1 55 55 22 22 484 10,648 234,256

合 計 10 330 0 1,160 5,040 372,320

 f X1 1 0 0∑ ×( )



m
N

f X1 10
0 0= ∑ − = × =( )μ

m
N

f X2
21 1

10
1160 116= ∑ − = × =( ) ,μ





N 10

m
N

f X3
31 1

10
5 040 504= ∑ − = × =( ) ,μ

41 1
 m

N
f X4

41 1
10

372 320 37 232= ∑ − = × =( ) ,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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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動差公式求主要動差(b)以原動差公式求主要動差。

年齡 ( 歲 ) 人數 (f) 組中點 (X) f X f X2 f X3 f X4

10~20 1 15 15 225 3,375 50,625
20~30 3 25 75 1,875 46,875 1,171,875
30~40 4 35 140 4 900 171 500 6 002 50030 40 4 35 140 4,900 171,500 6,002,500
40~50 1 45 45 2,025 91,125 4,100,625
50~60 1 55 55 3,025 166,375 9,150,625
合 計 10 330 12,050 479,250 20,476,250

′ = ∑ = × =m fX1
1 1 330 33= ∑ = × =

′ = ∑ = × =

m
N

fX

m
N

fX

1

2
2

10
330 33

1 1
10

12 050 1 205, ,

′ = ∑ = × =

N

m
N

fX3
3

10
1 1

10
479 250 47 925

1 1

, ,

′ = ∑ = × =m
N

fX4
41 1

10
20 476 250 2 047 62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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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公式代入公式

m1
2 2

0=

m m m

m m m m m
2 2 1

2 2

3 3 2 1 1
3 3

1 205 33 116

3 2 47 925 3 1 205 33 2 33 5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 m m m m m m4 4 3 1 2 1
2

1
4

2 4

4 6 3

2 047 625 4 47 925 33 6 1 205 33 3 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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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偏態系數

試以例題4-20求算偏態係數：

4-21 

(a) 皮爾生法

(b) 包來公式

(c) 動差法

解： (a)皮爾生公式( )

μ =
∑

= =
fX

n
330
10

33

10

( )歲

= +
−

× =Me 30

10
2

4

4
10 32 5. ( )歲

σ μ

μ

= ∑ − = =

− −
n

f X

M

1 1160
10

10 77

3 3 33 32 5

2( ) , . ( )

( ) ( . )

歲

正偏
μ
σ

= = =SK M
P

e3 3 33 32 5
10 77

014( ) ( . )
.

. ( )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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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來公式(b)包來公式

Q 20

10
4

1
10 25+

−
( )歲Q1 20 4

3
10 25

3 10
4

4

= + × =

×
−

( )歲

歲Q

SK Q Q M
B

e

3

3 1

30 4
4

10 38 75

2 38 75 25 2 32 5 0 09

= + × =

=
+ −

=
+ − ×

= −

. ( )

. . . ( )

歲

微負偏
Q QB

3 1 38 75 25− −.
( )

(c) 動差法

β
μ

1

3

3 3

1 1
10

5 040
0 4=

∑ −
=

×
=N

f X( ) ,
. ( )正偏β

σ1 3 310 77( . )
( )正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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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峰態系數

試以例題4-20求算峰態係數。

4-22 

解： μ =
∑

= =
fX

N
330
10

33 ( )歲

σ μ= = ∑ − = =m
N

f X1 1160
10

116

1 372 320

2
2 2

4

( ) ,

μ

β

= ∑ − = =

= = = = <

m
N

f X

m m

1 372 320
10

37 232

37 232 2 77 3

4
4

2
4
4

4
2 2

( ) , ,

, .β
σ

γ β= − = − = − <
m 116

3 2 77 3 0 23 0

2 4
2
2 2

2 2

( )
. .

∴此分配為低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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