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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统计分析的中心内容是数据变异程度的度量和分解。然而目前随机变量标志变异指
标的概念与内涵则存在一定的缺陷，已经满足不了把数据间存在的差异解释清楚的需要。本

文在前期对西格玛内涵拓展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变差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同时将

标志变异指标的内涵也相应地进行拓展，进而对其概念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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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统计学界的教育大家张尧庭先生认为：“无论是一元统计或多元统计，统计分析的中心

内容都是数据变异程度的度量和分解，从而解释变异的来源与影响它的因素是否重要、重要

的程度如何。”并说：“能把数据间存在的差异解释清楚，统计就学好了。[1]”在统计实践

中由于随机变量变异程度受多方面的影响，使之在统计工作中需要根据统计对象所处的实际

情况来进行统计分析。以便把数据间存在的差异解释清楚。随着科技的进步，计量手段的提

高，所采集的数据已经达到一定的精度。然而传统习惯上所应用的变异指标内容在统计的实

际工作中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统计分析的要求，为此需要根据统计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来

拓展变异指标体系的具体内涵。目的是：把统计研究对象数据间存在的差异解释清楚。 

需要提及的重要问题是：平均值应用的广泛性使之在统计的实际应用中客观地存在一定

的误区。“平均数是统计分析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用来描述数据分布集中程度的统计指标，平

均数的特点是容易受到数据取值中极端值的影响，这就使得平均数看似精确的背后往往隐藏

着未知的陷阱[2]。”由此说明平均值的使用一定要考虑统计研究对象的适用条件，滥用带来

的结果必然会出现矛盾。所以“统计方法的正确应用有助于我们认清事物的真象、发现事物

变化的数量界限、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反，统计方法的错误使用，将造成事实的扭

曲、读者的误解，甚至决策的失败。统计在许多应用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用[2]。”由

此说明：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散程度的变异指标在统计实际工作中是不能概括随机变量与其

它位置特征值离散程度的变异指标。这是本课题所探讨问题的重要统计背景。 

2009年 1月 10日在南京召开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统计与概率学术研讨会中国统计学会会

长李德水先生指出：“统计学是一门收集和分析数据，并根据数据进行推断和决策的科学，

统计方法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经济等各个研究领域进行数量分析的基本手段。 [3]” 
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现象中，细微变化的统计分析将需要统计方法的不断进步和更

新。这对于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的变异指标体系需要重新进行严密的逻辑梳理，使其

在统计实践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是统计数据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应用数学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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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本文将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的变异指标分为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通过不同的涵

义来进行归纳，从而进一步拓展标志变异指标的内涵，以完善其概念。 

1. 不同位置特征值的基本概念 
“我们在研究频数直方图时看到，统计观测值有一种集中的趋势，即在某个数值附近的

频数比较大，而在远离该值的地方频数比较小，这种趋势集中的数值称为统计观测值的位置

特征。位置特征有多种估计方法，如：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等[4]。” 
以上三种常见的位置特征值在统计实践中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其作用不同。平均数是统

计观测值的分布中心[5]（与位置中心数是不同的概念）；众数（峰值）是统计观测值的集众

位置；中位数是统计观测值顺序排列中间位置的那个数。 
在统计实践工作中位置特征值并不限于常用的三种。还客观存在其它多种，它们与常用

的位置特征值在实践应用中反映着不同的征象和发挥不同的作用，共同构成完整的分布数组

间的数据逻辑关系。其相互间的联系和不同的作用为统计的分析和判断提供有力的依据。 

在《关于单峰分布中心数位置特征的初步讨论》[6]一文中已经详细论述了不同位置特征

值的基本概念。本文进行补充与完善，规范地重述如下： 

众数(mode)：也称峰值，它是单峰分布的数学期望值（expected value）。是总体分布中
频数出现次数最多的标志值，它能直观地说明客观现象分布状况的集众趋势，不受极端值的

影响。它的位置可以在整个分布区间的任意一点上，其位置变动很大。在单侧规范产品的质

量指标分布中，当它等于目标值时，其位置处在分布一边的端点上，分布正好是正态分布的

一半。 

平均值(mean value)：是指在同质总体内将各单位某一数量标志的差异抽象化，用以反
映总体在具体条件下的一般水平。也称平均指标[7]。它受极端值的影响较大，在分布区间它

的位置围绕分布中心值波动，其位置也是变动的，变动的范围比众数小得多。 

中位数(median)：现象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标志
值就是中位数[7]。在数组中它的位置也是围绕分布中心数波动，其位置变动的范围比平均值

还小。 

标准值(standard value)：标准规定的值，在双侧规范产品中它是最好水平值，等同目标
值。在单侧规范产品中标准规定的值是质量要求的最低水平值，等同合格值。在一般情况下

标准值在分布中位置是稳定不易变动的。（在此特别说明：本文的标准值特指双侧规范产品

最好水平值，即目标值。单侧规范产品标准规定仅指上或下规范值。即：合格值。标准值在

单侧与双侧的涵义完全不同，为不至于与双侧的标准值混淆，所以单侧规范产品质量指标不

存在标准值的表述，标准值特指双侧规范产品质量指标的目标值。） 

目标值(target value)：是产品质量指标最好水平值，在双侧规范产品中它的位置处在规
范限内的中心点（在特殊的情况下，在公差的配合中上或下限值的标准要求不一致，此时标

准值的位置就不在规范限内的中心点上。），等同标准值；在单侧规范产品中它的位置处在

合格值（规范值）对应的另一端点上。 

规范值（norm value)：也称合格值（qualified value)它是标准规定的最低水平值，在双
侧规范产品中它在标准值（目标值）的两边。在单侧规范产品中它仅位于目标值对应的另外

一端，分为上规范值和下规范值。 

中心数分为分布中心数与规范中心数两类，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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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中心数（distribution center value)：是指在同质总体的一组数据中最大标志值与
最小标志值之间处于中心位置的数。虽然它受极端的影响较大，但是位置变动则不大。 

规范中心数（standard center value)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双侧规范条件下的规范中心数：是指上下规范限内中心位置的数，等同标准值或

目标值。当上下规范限被确定后，其位置稳定不会变动。它不受规范限以外极端值的任何影

响。 

另一种是单侧规范条件下的规范中心数：是指上或下规范限与目标值之间中心位置的

数。当上或下规范限和目标值被确定后其位置稳定不会变动。它同样不受规范限以外极端值

的任何影响。 

分布中心数与规范中心数的区别是：前者受极端的影响，后者不受极端的影响。在此顺

便一提，这两个位置特征值在产品质量等级的判定中有着重要的不同作用。 

统计研究对象所收集到的一组随机变量一旦被确定后，其分布状况及位置特征值也随之

被确定。这个确定是事后通过统计计算才能得知。然而在统计预测和推断中人们很难事先知

道统计研究对象具体的分布状况，也就不容易知道可变的位置特征值在随机变量分布中的具

体位置所在，所以提出不同位置特征值对于统计分析必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变差、方差、西格玛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从“变差无处不在[1]”说明变差是分析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基础参数之一。

方差由变差引出，西格玛则由方差引出。本文综合前期的研究成果，从变差的基础入手探讨

变异指标的三个层次的具体内涵及其所包括的基本范畴。 

2.1变差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变差的基本概念在《解读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的变差》[8]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

有必要再重述如下： 

从网上百度百科查到变差（variation）有如下解释： 
1.变差又称回差，是指仪表在上行程和下行程的测量过程中，同一被测变量所指

示的两个结果之间的偏差。 

  2.在机械结构的检测仪表中，由于运动部件的摩擦，弹性元件的滞后效应和动态

滞后的时间影响，使测量结果出现变差。 

  3.测定值是一个以概率取值的随机变量，多次测定所得到各次测定值通常都是参

差不齐的，其间的差异称为变差，是反映测定结果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4.变差既可能是由于随机因素，也可能是由于试验条件的改变而引起的。如果是

前者引起的，则属于试验误差，反映了测定结果的精密度；如果是后者引起的则属于

因素效应，反映了测定条件对测定结果的影响，变差大小可用偏差平方和表示。 [9] 

通过上述对变差的解释，其基本概念可以理解为：变差属于统计对象标志变异指标的范

畴。 

变差所指的范畴应该是：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距离之差和的平均值及全距。 

全距指的是数组或分布值域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是变差的最大值。 
综上所述可以给出变差的基本概念，定义为：在统计数据中，随机变量与所对应数据的

不同位置特征值离差绝对值和的平均值。称为变差。以不同位置特征值为中心，随机变量分

别从左或右两边与所对应数据的不同位置特征值离差绝对值和的平均值。称为左变差和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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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全距是最大的变差。 

2.2方差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单峰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建立引出了左右期望差的新概念，必然地还引出相应的左右期

望方差的新概念。变差与西格玛内涵的扩展使得方差的范畴也相应地随之扩展。 

传统方差基本概念是：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 

方差新的概念，定义为：在统计数据中，随机变量与所对应数据的不同位置特征值离差

平方和的平均值。统称为方差。以不同位置特征值为中心，随机变量分别从左或右两边与所

对应数据的不同位置特征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称为左方差和右方差。 

2.3西格玛的基本概念与定义 

西格玛的新概念在《关于对西格玛内涵拓展的研究》[10]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重述一

下。 

传统西格玛基本概念是：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的平方根。 
西格玛新的基本概念，定义为：在统计数据中，随机变量与所对应数据的不同位置特征

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的平方根。称为西格玛。以不同位置特征值为中心，随机变量分别从左

或右两边与所对应数据的不同位置特征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的平方根。称为左西格玛和右西

格玛 [10] 。 

综合以上三个层次变异指标的定义得出，任何一组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离散程度

的变异指标将形成变差、方差、西格玛这样一套指标系统，从属于标志变异指标的统计范畴。 

3. 变差、方差、西格玛包括的具体内容及计算方法 

3.1变差包括的具体内容及计算方法 

变差（variation） [8]包括： 
平均值差、标准值差、目标值差、期望值差（等价众数值差和峰值差）、中位值差、分

布中心值差、规范中心值差。 
对应以上变差以及客观存在数组（分布）的不对称性又可分解为：左右平均值差、左右

标准值差、左右目标值差、左右期望值差（等价左右众数值差和左右峰值差）、左右中位值

差、左右分布中心值差、左右规范中心值差。 
以下分别给出定义和计算方法。 
平均值差（mean variation）(等价于传统的平均差)：随机变量与平均值之差取绝对值

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 。 
左平均值差（left mean variation）：小于等于平均值的随机变量与平均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 。 
右平均值差（right mean variation）：大于等于平均值的随机变量与平均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 。 
计算方法： 
令：随机变量频数之和为 n； 
小于平均值的频数为 n1； 
大于平均值的频数为 n2；  
等于平均值的频数为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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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平均值左边的频数为 n-； 

平均值右边的频数为 n+； 

则：n- = n1 + n3 ÷2  

n+ = n2 + n3 ÷2  

满足：n = n- + n+ = n1 + n2 + n3 

根据以上条件给出计算平均值差 Vm、左平均值差 Vm-、右平均值差 Vm+的公式如下： 

平均值差：Vm =
n
1 Σ =

n
i 1 │xi － x │，（i=1，2，⋯，n）                  （1） 

左平均值差：Vm- =
n−

1 Σ −

=
n
i 1 │xi － x │，xi≤ x  （i=1，2，⋯，n-）         （2） 

右平均值差：Vm+ =
n+

1 Σ += −

n
ni 1│xi － x │，xi≥ x   （i= n-+1，n-+2，⋯，n）（3） 

标准值差（standard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标准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

记为：Vs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标准值的符号：B 取代（1）式中的平均值 x
即可。 
左标准值差（left standard variation）：小于等于标准值的随机变量与标准值之差取绝

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s-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标准值的符号：B 取

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标准值差（right standard variation）：大于等于标准值的随机变量与标准值之差取绝

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s+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标准值的符号：B 取

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目标值差（target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目标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

为：Vt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目标值的符号：M取代（1）式中的平均值 x即
可。 
左目标值差（left target variation）：小于等于目标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t-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目标值的符号：M 取

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目标值差（right target variation）：大于等于目标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t+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目标值的符号：M取

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期望值差（target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

为：Vt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期望值的符号：μ取代（1）式中的平均值 x即
可。 
左期望值差（left target variation）：小于等于期望值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t-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期望值的符号：μ取

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期望值差（right target variation）：大于等于期望值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t+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期望值的符号：μ取

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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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数值差（mode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众数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

为：Vmo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众数值的符号：Mo取代（1）式中的平均值 x
即可。 
左众数值差（left mode variation）：小于等于众数值的随机变量与众数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o-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众数值的符号：Mo

取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众数值差（right mode variation）：大于等于众数值的随机变量与众数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o+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众数值的符号：Mo

取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中位值差（median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中位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

记为：Vme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中位值的符号：Me取代（1）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左中位值差（left median variation）：小于等于中位值的随机变量与中位值之差取绝对

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e-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中位值的符号：Me

取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中位值差（right median variation）：大于等于中位值的随机变量与中位值之差取绝

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me+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中位值的符号：

Me取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分布中心值差（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分布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

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c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中心值的符号：C 取代

（1）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左分布中心值差（left 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tion）：小于等于分布中心值的随机变

量与分布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c-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

只需将中心值的符号：C取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分布中心值差（right 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tion）：大于等于分布中心值的随机

变量与分布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c+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

只需将中心值的符号：C取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规范中心值差（norm center variation）：随机变量与规范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

均数。符号记为：Vcn 。计算方法与（1）式等同，只需将规范中心值的符号：Cn取代（1）

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左规范中心值差（left norm center variation）：小于等于规范中心值的随机变量与规范

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cn- 。计算方法与（2）式等同，只需将规

范中心值的符号：Cn取代（2）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右规范中心值差（right norm center variation）：大于等于规范中心值的随机变量与规

范中心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数。符号记为：Vcn+ 。计算方法与（3）式等同，只需将

规范中心值的符号：Cn取代（3）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在以上变差中，目标值差需要注意统计对象应用的条件。在双侧规范的条件下存在三个

变差，如以上所述。在单侧规范的条件下仅有一个变差，即：左目标值差或右目标值差。因

为在单侧规范的条件下目标值（最好水平值）是在数组（分布）位置的端点上。当规范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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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目标值为最小值，存在右目标值差，即：大于等于目标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之差取绝

对值之和的平均值。当规范下限时，目标值为最大值，存在左目标值差，即：小于等于目标

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之差取绝对值之和的平均值。应用时需要充分理解。[8] 

3.2方差包括的具体内容及计算方法 

方差（variance）包括： 
平均方差、标准方差、目标方差、期望方差（等价众数方差和峰值方差）、中位方差、

分布中心方差、规范中心方差。 
对应以上方差以及客观存在数组（分布）的不对称性又可分解为：左右平均方差、左右

标准方差、左右目标方值差、左右期望方差（等价左右众数方差和左右峰值方差）、左右中

位方差、左右中心方差、左右规范中心方差。 
以下分别给出定义和计算方法。 
平均方差（mean variance）：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  符号记为：

σ2m 。 
左平均方差（left mean variance）：小于等于平均值的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差平方和的

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 。 
右平均方差（right mean variance）：大于等于平均值的随机变量与平均值离差平方和

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 。 
计算方法所给出的条件与计算变差相同，具体公式如下： 

平均方差：σ2m =
n
1 Σ =

n
i 1（xi － x）2，（i=1，2，⋯，n）                  （4） 

左平均方差：σ2m- =
n−

1 Σ −

=
n
i 1（xi － x）2，xi≤ x  （i=1，2，⋯，n-）         （5） 

右平均方差：σ2m+ =
n+

1 Σ += −

n
ni 1（xi － x）2，xi≥ x   （i= n-+1，n-+2，⋯，n）（6） 

以下不同的方差计算方法与平均值差的计算方法等同，只需将具体的符号取代（4）（5）

（6）式中的平均值 x即可。 
标准方差（standard variance）：随机变量与标准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

σ2s 。 
左标准方差（left standard variance）：小于等于标准值的随机变量与标准值离差平方

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s- 。 
右标准方差（right standard variance）：大于等于标准值的随机变量与标准值离差平方

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s+ 。 
目标方差（target variance）:随机变量与目标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t 。 
左目标方差（left target variance）：小于等于目标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离差平方和的

平均值。符号记为：σ2t- 。 
右目标方差（right target variance）：大于等于目标值的随机变量与目标值离差平方和

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t+ 。 
期望方差（target variance）：随机变量与期望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

2t 。 
左期望方差（left target variance）：小于等于期望值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值离差平方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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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符号记为：σ2t- 。 
右期望方差（right target variance）：大于等于期望值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值离差平方和

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t+ 。 
众数方差（mode variance）：随机变量与众数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o 。 
左众数方差（left mode variance）：小于等于众数值的随机变量与众数离差平方和的平

均值。符号记为：σ2mo- 。 
右众数方差（right mode variance）：大于等于众数值的随机变量与众数离差平方和的

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o+ 。 
中位方差（median variance）：随机变量与中位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

2me 。 
左中位方值差（left median variance）：小于等于中位值的随机变量与中位值离差平方

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e- 。 
右中位方差（right median variance）：大于等于中位值的随机变量与中位值离差平方

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me+ 。 
分布中心方差（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nce）：随机变量与分布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

平均值。符号记为：σ2c 。 
左分布中心方差（left 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nce）：小于等于分布中心值的随机变

量与分布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c- 。 
右分布中心方差（right distribution center variance）：大于等于分布中心值的随机变

量与分布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c+ 。 
规范中心方差（norm center variance）：随机变量与规范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

符号记为：σ2cn 。 
左规范中心方差（left norm center variance）：小于等于规范中心值的随机变量与规范

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cn- 。 
右规范中心方差（right norm center variance）：大于等于规范中心值的随机变量与规范

中心值离差平方和的平均值。符号记为：σ2cn+ 。 
在以上方差中，目标方差需要注意统计对象应用的条件。在双侧规范的条件下存在三个

方差，如以上所述。在单侧规范的条件下仅有一个方差，即：左目标方差或右目标方差。 

3.3西格玛包括的具体内容及计算方法 
《关于对西格玛内涵拓展的研究》[9]讨论了西格玛（Sigma）的范畴并对所包括的具体

内容及计算方法作了详细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其具体内容包括： 
期望差（expected deviation）、左期望差（left expected deviation）、右期望差（right expected 

deviation）。 
均值差（mean deviation）、左均值差（left mean deviation）、右均值差（right mean 

deviation）。 
中位差（median deviation）、左中位差（left median deviation）、右中位差（right median 

deviation）。 
众数差(mode deviation)、左众数差(left mode deviation)、右众数差(right mode deviation)。 
峰值差（peat deviation）、左峰值差（left peat deviation）、右峰值差（right peat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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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左标准差（left standard deviation）、右标准差（right standard 
deviation）。 
目标差（target deviation）、左目标差（left target deviation）、右目标差（right target 

deviation）。 
分布中心差（center deviation）、左分布中心差（left center deviation）、右分布中心差

（right center deviation）。 
规范中心差（norm center deviation）、左规范中心差（left norm center deviation）、右

规范中心差（right norm center deviation）。 
在单峰分布的条件下，以上术语的概念中，期望差与众数差和峰值差完全等价，称谓不

同意义一致。 

4. 变差、方差、西格玛三者的关系 
综上所述表明变差、方差、西格玛三者的基本要素完全一致，都是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

特征值离差程度的变异指标。从以上三者的定义和计算公式可知它们的不同之处及其相互之

间的关系。 

变差：离差距离和的平均（1阶距）； 

以此为基础，可以得到第二层次方差: 离差平方和的平均（2阶距）； 

方差开平方后得到第三层次西格玛。 

上述说明了变差、方差、西格玛三者的关系是：变差是基础，是 1阶距。方差在变差的

基础上是 2阶距。方差与西格玛的关系则是：西格玛是方差的正平方根；方差是西格玛的平

方。 

它们在统计分析中必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这将在后续的课题中详细论述。 

5. 标志变异指标重新认识的基本概念 
由峁诗松教授主编的《统计手册》解释了“标志变异指标是反映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分

布特征的重要综合指标，又称标志变动度。它反映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的差异程度、变动范

围或离散程度。其作用在于衡量平均数代表性的典型和现象的均衡性。常用的标志变异指标

有全距、平均差、标准差、标准差系数、偏度和峰度六种[11]。” 
以上点明了标志变异指标“其作用在于衡量平均数代表性的典型和现象的均衡性。”若

仅仅是“衡量平均数代表性的典型和现象的均衡性。”这单一的作用，在现代的统计工作中

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传统的标志变异指标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由此说明标志变异指标

注入新的内涵是统计发展的需要。基于这样的新认识。综上所述对标志变异指标作补充性的

解释如下： 
标志变异指标是反映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分布特征及变异程度的重要综合指标，又称标

志变动度。它反映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的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的差异程度、变动范围或离散程

度。其作用在于衡量针对不同位置特征值代表性的大小和不同统计对象的均衡性。常用的标

志变异指标有变差、方差、西格玛、变差系数、西格玛系数、偏度[12]和峰度七大类。 
有关变差系数、西格玛系数所对应其拓展的内涵还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行论述。 

6. 结论 
在概率统计中，要求对于研究对象的所有基本事件都要全部包括在其中。统计分析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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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经验也要求，凡是统计研究对象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也需要全部考虑在其中。作为传统的

标志变异指标，随机变量与单一的平均值离散程度的变异指标是不可能把数据间的差异解释

清楚的。将随机变量与不同位置特征值离散程度的变异指标以三个层次形成的一个系统的指

标体系注入进标志变异指标的内涵中，这是对标志变异指标的重新认识。目的是：针对统计

分析对象的不同要求采用不同的变异指标，共同将数据间存在的差异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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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tistical analysis's central content is the data variation degree measure and the 
decomposition. However the present random variable symbolized that the variation target's 
concept and the connotation have certain flaw, already could not meet the difference explanation 
clear needs which has the data. This article knew to the variation carries on the synthesis induction 
in the earlier period to the Sigma connotation development's research results as well as in the 
foundation which, simultaneously will symbolize that the variation target's connotation also 
correspondingly carries on the development, then to symbol variation target concept new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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