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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估计的评价

估计量判别 数字特征
无偏性 数学期望 E(θ̂n) = θ

有效性 方差 min Var(θ̂n)
相合性 依概率收敛 θ̂n

P−→ θ

实验物理学家的三个境界
1 不管随机变量的分布 → 无脑使用最小二乘法
2 重视随机变量的分布 → 无脑使用最大似然法
3 理解参数估计理论，上过《概率统计分析及量测技术》 → 批判地选择最有
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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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已知 X ∼ N(µ, 1), µ 的无偏且有效的点估计为 X。
• µ 是常数，X 是随机变量。
• 不同样本算得的 µ 的估计值不同，因此除了给出 µ 的点估计外，还希望根
据所给的样本确定一个随机区间，使其包含参数真值的概率达到指定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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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置信区间� �
设 θ ∈ Θ 是总体的一个待估参数，X1, · · · , Xn 为来自总体的样本。对给定
的实数 α(0 < α < 1)，假设有两个统计量 T1(X1, · · · , Xn), T2(X1, · · · , Xn)
，若对任意 θ ∈ Θ，有

P (T1 ≤ θ ≤ T2) ≥ 1−α

则称随机区间 [T1, T2] 为 θ 的置信度为 1−α 的 置信区间 或 区间估计 。� �
• T1称为 (双侧) 置信下限 ，T2称为 (双侧) 置信上限 。
• 若满足 P (T1 ≤ θ ≤ T2) = 1−α，则称 [T1, T2] 为 θ 的 1−α 同等置信区间 。
连续随机变量一般要求取等号。



区间估计

续本达

复习

置信区间

区间估计步骤

正态总体

6

定义

置信区间� �
设 θ ∈ Θ 是总体的一个待估参数，X1, · · · , Xn 为来自总体的样本。对给定
的实数 α(0 < α < 1)，假设有两个统计量 T1(X1, · · · , Xn), T2(X1, · · · , Xn)
，若对任意 θ ∈ Θ，有

P (T1 ≤ θ ≤ T2) ≥ 1−α

则称随机区间 [T1, T2] 为 θ 的置信度为 1−α 的 置信区间 或 区间估计 。� �
• T1称为 (双侧) 置信下限 ，T2称为 (双侧) 置信上限 。
• 若满足 P (T1 ≤ θ ≤ T2) = 1−α，则称 [T1, T2] 为 θ 的 1−α 同等置信区间 。
连续随机变量一般要求取等号。



区间估计

续本达

复习

置信区间

区间估计步骤

正态总体

6

定义

置信区间� �
设 θ ∈ Θ 是总体的一个待估参数，X1, · · · , Xn 为来自总体的样本。对给定
的实数 α(0 < α < 1)，假设有两个统计量 T1(X1, · · · , Xn), T2(X1, · · · , Xn)
，若对任意 θ ∈ Θ，有

P (T1 ≤ θ ≤ T2) ≥ 1−α

则称随机区间 [T1, T2] 为 θ 的置信度为 1−α 的 置信区间 或 区间估计 。� �
• T1称为 (双侧) 置信下限 ，T2称为 (双侧) 置信上限 。
• 若满足 P (T1 ≤ θ ≤ T2) = 1−α，则称 [T1, T2] 为 θ 的 1−α 同等置信区间 。
连续随机变量一般要求取等号。



区间估计

续本达

复习

置信区间

区间估计步骤

正态总体

7

内涵

• 置信水平 1−α 的频率解释：在大量重复估计置信区间时，每次得到的样本
观测值不同，从而每次得到的区间也不同。

• 对每个区间而言，要么包含未知参数 µ 的真值, 要么不包含。平均而言，在
这些大量的区间中，至少有 100(1−α) %个包含 θ。

• 置信区间的长度 T2−T1 反映了估
计精度，越小估计精度越高。

• α 反映了估计的可靠度，越小越
可靠。

• α 越小，1−α 越大，估计的可靠度
越高，但这时，T2−T1 往往增大，
因而估计精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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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估计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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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轴量

定义 (枢轴量)
仅含一个待估参数的样本连续函数，且分布不依赖于未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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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样本均值
引子� �
已知 X ∼ N(µ, 1)，µ 的无偏且有效的点估计为 X。根据所给的样本确定一
个随机区间，使其包含参数真值的概率达到指定的要求。� �
• 设样本容量 n = 5 ，要找一个区间, 使其包含 µ 的真值的概率为 0.95。

X ∼ N

(
µ,

1

5

)
=⇒ X−µ√

1/5︸ ︷︷ ︸
枢轴量

∼ N(0, 1)

• 取 α = 0.05，zα/2 = 1.96

qnorm(1 - 0.05/2)

1.9599639845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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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从样本均值构造置信区间
• 取 α = 0.05，zα/2 = 1.96，说明

P

(∣∣∣∣∣X−µ√
1/5

∣∣∣∣∣ ≥ 1.96

)
= 0.05

=⇒ P (X−1.96
√

1/5 ≤ µ ≤ X + 1.96
√
1/5) = 0.95

称随机区间 (X−1.96
√
1/5, X + 1.96

√
1/5) 为 未知参数 µ 的 置信度为

0.95的置信区间 。
• 若测得一组样本值, 算得 x = 1.86，代入得 (0.983, 2.737) 它已经不再随机。
但我们不为区分地称其为“置信水平为 0.95 的置信区间”。

预告：贝叶斯统计
• 贝叶斯统计中，总的未知参数 µ 也是随机变量，此时可以写不被（教材）
频率派允许的式子：

P (0.983 ≤ µ ≤ 2.737) =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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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区间估计的步骤

1 选取枢轴量
寻找一个样本的函数 G(X1, X2, · · · , Xn, θ)，含有待估参数, 不含其它未知
参数, 它的分布已知, 且分布不依赖于待估参数，常由 θ 的点估计出发考虑.
由 X ∼ N(µ, 1/5) 构造枢轴量 G(X1, X2, · · · , Xn, µ) =

X−µ√
1/5

∼ N(0, 1)。

2 由分位点定义建立不等式
给定置信度 1−α, 定出常数 a, b，

P (a < G(X1, X2, · · · , Xn, θ) < b) = 1−α

引例中 a = −z0.025 = −1.96，b = z0.025 = +1.96

3 解出不等式由 a < G(X1, X2, · · · , Xn, θ) < b 解出 T1( ~X) < θ < T2( ~X)，得
置信区间 (T1, T2)

• 引例中区间为 (X−1.96
√

1/5, X + 1.96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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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尾置信区间
• 为何要取 zα/2？当 α 固定，置信区间为 (X−zα/2

√
1/5, X + zα/2

√
1/5) 时，

区间的长度为 2zα/2
√

1/5 达到最短。

取 α = 0.05

zα/2−z1−α/2 = 1.96−(−1.96) = 3.92

z2α/3−z1−α/3 = 3.96

qnorm(1-0.05* 2/3) - qnorm(0.05/3)

3.9619598700009

平衡“可靠性与精度关系”的原则
求参数置信区间时，先保证可靠性，再提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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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的约定

• 满足置信度要求的 a与 b 通常不唯一。若有可能，应选平均长度 E(T2−T1)
达到最短的 a与 b。枢轴量 G满足对称分布时通常容易实现。

• 非对称分布的总体，选平均长度 E(T2−T1) 尽可能短的 a与 b往往不易实
现。因此，常选择 a与 b，使得两个尾部概率各为 α/2，即
P (G < a) = P (G > b) = α/2。这样的置信区间称为 等尾置信区间 。在 G
为偏态分布时常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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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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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常用公式

• 单个正态总体 X ∼ N(µ, σ2)的情形
1 均值 µ 的置信区间，方差 σ2 已知
2 均值 µ 的置信区间，方差 σ2 未知
3 方差 σ2 的置信区间，均值 µ 已知
4 方差 σ2 的置信区间，均值 µ 未知

• 两个正态总体 X ∼ N(µ, σ2)的情形

工具回顾：正态总体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的分布

X−µ

σ/
√
n
∼ N(0, 1),

X−µ

S/
√
n
∼ t(n−1),

(n−1)S2

σ2
∼ χ2(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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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µ 的置信区间，方差 σ2 已知

置信度为 1− α 的置信区间� �(
X−zα/2

σ√
n
,X + zα/2

σ√
n

)
� �
由 X ∼ N

(
µ, σ

2

n

)
选取枢轴量

G(X1, X2, · · · , Xn, µ) =
X−µ

σ/
√
n
∼ N(0, 1)

P

(∣∣∣∣X−µ

σ/
√
n

∣∣∣∣ ≥ zα/2

)
= α

确定 zα/2。解得 µ 的置信度为 1−α 的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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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µ 的置信区间，方差 σ2 未知

置信度为 1− α 的置信区间� �(
X−tα/2(n−1)

S√
n
,X + tα/2(n−1)

S√
n

)
� �
选取枢轴量 T =

X−µ

S/
√
n
∼ t(n−1)，由

P

(∣∣∣∣ X−µ

S/
√
n

∣∣∣∣ ≥ tα/2(n−1)

)
= α

确定 tα/2(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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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σ2 的置信区间，均值 µ 已知

置信度为 1− α 的置信区间� �(∑n
i=1(Xi−µ)2

χ2
α/2(n)

,

∑n
i=1(Xi−µ)2

χ2
1−α/2(n)

)
� �
取枢轴量 Q =

∑n
i=1

(
Xi−µ

σ

)2
∼ χ2(n) 由概率

P

(
χ2
1−α/2(n) <

∑n
i=1(Xi−µ)2

σ2
< χ2

α/2(n)

)
= 1−α

解得置信区间。

注意
这里的 χ2

α/2和 χ2
1−α/2均为 上分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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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σ2 的置信区间，均值 µ 未知

置信度为 1− α 的置信区间� �(
(n−1)S2

χ2
α/2(n−1)

,
(n−1)S2

χ2
1−α/2(n−1)

)
� �
选取 K =

(n−1)S2

σ2
∼ χ2(n−1) 由

P

(
(n−1)S2

χ2
α/2(n−1)

< σ2 <
(n−1)S2

χ2
1−α/2(n−1)

)
= 1−α

解得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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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侧置信区间

定义� �
对于给定的 α(0 < α < 1) , θ 是待估参数。(X1, X2, · · · , Xn) 是总体 X 的样
本。若能确定一个统计量 θ = θ(X1, X2, · · · , Xn) 或 θ = θ(X1, X2, · · · , Xn)
使得 P (θ < θ) = 1−α，或 P (θ < θ) = 1−α，则称 (−∞, θ) 或 (θ,+∞) 为
1−α 置信度的 单侧置信区间 .� �
• θ：单侧置信下限，θ： 单侧置信上限



区间估计

续本达

复习

置信区间

区间估计步骤

正态总体

22

非正态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若总体 X 的分布未知, 但样本容量很大, 由中心极限定理, 可近似地视
X ∼ N

(
µ, σ

2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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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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