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通过具体实例，了解伯努利试验，掌握二项分布及其数字特征，并能解决实

际问题.

2.了解正态密度曲线的特点及曲线所表示的意义，并进行简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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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与二项分布

（1） 试验：只包含 两个 可能结果的试验叫做 试验；将一个伯

努利试验独立地重复进行n次所组成的随机试验称为 n重 试验 ；



（2）二项分布：一般地，在n重 试验中，设每次试验中 A发生的概率

为p（0＜p＜1），用X表示 A发生的次数，则X的分布列为P（X＝k）

C𝑘 pk（1－p）n－k

𝜎 2π
σ2，其正态密度函数为f（x）＝ 1  𝑒−

(𝑥−𝜇)2

2𝜎2 .当μ＝0，σ＝1时，随 量X服从

标准正态分布.

＝ 𝑛 ，k＝0，1，2，…，n.

如果随 量X的分布列具有上式的形式，则称随 量X服从二项分布，记

作 X～B（n，p） .对于服从二项分布的随 量X，E（X）＝ np ，D

（X）＝ np（1－p） .

2.正态分布

若随 量X服从正态分布，记为X～N（μ，σ2），其中E（X）＝μ，D（X）＝



（1）正态曲线的特点

③曲线在x＝μ处达到峰值 ；

①曲线位于x轴 上方 ，与x轴不相交；

②曲线是单峰的，它关于直线 x＝μ 对称；
1

𝜎 2π

④曲线与x轴之间的面积为 1 ；

⑤当σ一定时，曲线的位置由μ确定，曲线随着μ的变化而沿x轴平移；

⑥当μ一定时，曲线的形状由σ确定，σ越小，曲线越“瘦高”，表示总体的分布

越集中；σ越大，曲线越“矮胖”，表示总体的分布越分散.



（2）正态分布的三个常用数据

①P（μ－σ≤X≤μ＋σ）≈0.682 7；

②P（μ－2σ≤X≤μ＋2σ）≈0.954 5；

③P（μ－3σ≤X≤μ＋3σ）≈0.997 3.



）

1.判断正误.（正确的画“√”，错误的画“×”）

（1）n重 试验中各次试验的结果相互独立. （

答案：（1）√

（2）正态曲线是单峰的，其与x轴围成的面积是随参数μ，σ的变化而变化的.

（ ）

）

答案：（2）×

（3）正态分布是对连续型随 量而言的. （

答案：（3）√



3
2.已知X是一个随 量，若X～B 6, 

1 ，则P（X＝2）＝ （ ）

A. 3 
B. 4

16 243
C. 13

243
D. 80

243

3 6解析：D 由题意知n＝6，p＝1，故P（X＝2）＝C2×
1

3

2

× 1− 
1

3 243

4

＝ 80 .



64

3.甲、乙两羽毛球 员之间的训练，要进行三场比赛，且这三场比赛可看做

三次 试验，若甲至少取胜一次的概率为63，则甲恰好取胜一次的概率为

（ ）

A.1

4
B.3

4

C. 9
64

D.27

64

解析：C 假设甲取胜为 A，设每次甲胜的概率为p，由题意得， A发生

的次数X～B（3，p），则有1－（1－p）3＝63，得p＝3，则 A恰好发生一次
64 4

3 4 4 64

2

的概率为C1×3× 1− 
3 ＝ 9 .



4.已知随 量X服从正态分布N（3，1），且P（X＞2c－1）＝P（X＜c＋

3），则c＝ .

解析：∵X～N（3，1），∴正态曲线关于直线x＝3对称，且P（X＞2c－1）＝P

3
（X＜c＋3），∴2c－1＋c＋3＝3×2，∴c＝4.

答案：4

3

5.（2022·新高考Ⅱ卷）已知随 量X服从正态分布N（2，σ2），且P（2＜

X≤2.5）＝0.36，则P（X＞2.5）＝ .

解析：因为X～N（2，σ2），所以P（X＞2）＝0.5，所以P（X＞2.5）＝P（X

＞2）－P（2＜X≤2.5）＝0.5－0.36＝0.14.

答案：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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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重 试验中 发生的概率

【例1】 某气象站天气预报的准确率为80%，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

后2位）

（1）5次预报中恰有2次准确的概率；

解 令X表示5次预报中预报准确的次数，则X～B 5, 
4

5
，故其分布列为P（X＝

5k）＝C𝑘
𝑘 5−𝑘

4 
· 1− 

4 （k＝0，1，2，3，4，5）.
5 5

5（1）“5次预报中恰有2次准确”的概率为P（X＝2）＝C2×
4

5 5

2 3

× 1− 
4 ＝

10×16× 1 ≈0.05.
25 125



（2）5次预报中至少有2次准确的概率；

解 （2）“5次预报中至少有2次准确”的概率为P（X≥2）＝1－P（X＝0）－

5P（X＝1）＝1－C0×
4

5 5 5
1 4

5

0 5

× 1− 
4 －C × × 1−

4

5

4

＝1－0.000 32－0.006

4≈0.99.



｜解题技法｜

n重 试验的判断及相应概率的求解策略

1 符合n重 试验必须满足的两个特征：①每次试验的条件完全相同，

有关 的概率保持不变；②各次试验的结果互不影响，即各次试验相互独立.

2 在求n重 试验中 恰好发生k次的概率时，首先要确定好n，p

𝑛和k的值，再准确利用 P（X＝k）＝C𝑘 pk（1－p）n－k，k＝0，1，

2，…，n求概率.



3 4
甲、乙两人各射击一次， 目标的概率分别是2和3，假设两人射击是否击

中目标相互之间没有影响，每次射击是否 目标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1）求甲射击4次，至多1次未 目标的概率；

解：（1）记“甲射击4次，至多1次未 目标”为 A1，则概率为P（A1）

＝
2

3 4
3＋C ·

4 32 
· 

1 1
＝16.

3 3 27



（2）求两人各射击4次，甲恰好 目标2次且乙恰好 目标3次的概率.

解：（2）记“甲射击4次，恰好 目标2次”为 A2， 

“乙射击4次，恰好 目标3次”为 B2，

2 4则P（A ）＝C2 2

3

2 2
1− 

2 ＝ 8 ，
3 27

2 4P（B ）＝C3
3

1− 
33

4 4 64

1

＝27，

由于甲、乙射击相互独立，

2 2 2 2 27 64 8
所以P（A B ）＝P（A ）P（B ）＝ 8 ×27＝1，

8
即两人各射击4次，甲恰好 目标2次且乙恰好 目标3次的概率为1.



二项分布的均值与方差

【例2】 为 “不忘 树人初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要

求，某省推出的高考新方案是“3＋1＋2”模式，“3”是语文、外语、数学三

科必考，“1”是在物理与 两科中选择一科，“2”是在化学、生物、政

治、地理四科中选择两科作为高考科目.某学校为做好选课走班教学，给出三种

可供选择的组合进行模拟选课，其中A组合：物理、化学、生物，B组合：历 

史、 、地理，C组合：物理、化学、地理，根据选课数据得到，选择A组合

的概率为3，选择B组合的概率为1，选择C组合的概率为1，甲、乙、丙三位同学
5 5 5

每人选课是相互独立的.



（1）求这三位同学恰好选择互不相同的组合的概率；

解 用Ai表示第i位同学选择A组合，用Bi表示第i位同学选择B组合，用Ci表示第i

位同学选择C组合，i＝1，2，3.

i i i i i i5 5 5
由题意可知，A ，B ，C 互相独立，且P（A ）＝3，P（B ）＝1，P（C ）＝1.

（1）三位同学恰好选择不同的组合共有A3 ＝6种情况，每种情况的概率相同，3

故三位同学恰好选择不同组合的概率P＝6×P（A1B2C3）＝6P（A1）P（B2）P

3 5 5 5 125
（C ）＝6×3×1×1＝ 18 .



（2）记η表示这三人中选择含地理的组合的人数，求η的分布列及均值.

5
（2）由题意知η的所有可能取值为0，1，2，3，且η～B 3, 

2 ，

3所以P（η＝0）＝C0
02 3 3

＝ 27 ，
5 5 125

3P（η＝1）＝C1
1

125

2 3 2
＝ 54 ，

5 5

3P（η＝2）＝C2
2

125

2 3 1
＝ 36 ，

5 5

3P（η＝3）＝C3
32 3 0

＝ 8

5 5 125
，



所以η的分布列为

η 0 1 2 3

P
27

125

54

125

36

125

8

125

所以E（η）＝0× 27 ＋1× 54 ＋2× 36 ＋3× 8 ＝6.
125 125 125 125 5



｜解题技法｜

二项分布的期望与方差的求解策略

1 如果ξ ～B（n，p），则用 E（ξ）＝np，D（ξ）＝np（1－p）求解，

可大大减少计算量；

2有些随 量虽 从二项分布，但与之具有线性关系的另一随 量服从二

项分布，这时，可以综合应用E（aξ＋b）＝aE（ξ）＋b以及E（ξ）＝np求出E（

aξ＋b），同样还可求出D（aξ＋b）.



某社区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为鼓励 的人积极参与到宣传活动中

来，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抽奖环节.在盒中装有9张大小相同的精美卡片，卡片

上分别印有“学法用法依 国”“普法宣传人人参与”图案.抽奖规则：参加

者从盒中抽取卡片两张，若抽到两张分别是“普法宣传人人参与”和“学法用

法依 国”卡即可获奖，否则，均为不获奖.卡片用后放回盒子，下一位参加

者继续重复进行.活动开始后，一位参加者问：“盒中有几张‘普法宣传人人参

与’卡？” 答：“我只知道，从盒中抽取两张都是‘学法用法依

国’卡的概率是1.”
6



（1）求抽奖者获奖的概率；

C2

9C2

1

6
解：（1）设“学法用法依 国”卡有n张，由 𝑛＝ ，得n＝4，

9C2

C1C1 5

9
故“普法宣传人人参与”卡有5张，抽奖者获奖的概率为 5 4＝ .



（2）为了增加抽奖的趣味性，规定每个抽奖者先从装有9张卡片的盒中随机抽

出1 回，再用剩下8张卡片按照之前的抽奖规则进行抽奖，现有甲、乙、

丙三人依次抽奖，用X表示获奖的人数，求X的分布列、均值和方差.

9 C2

C1C1

8 8C2

4 C1C1 5 5

9 9
解：（2）在 则下，每个抽奖者获奖的概率为 × 5 3＋ × 4 4＝ ，

9 3所以X～B 3, 
5 ，X的分布列为P（X＝k）＝C𝑘

𝑘5 
· 

4

9 9

3−𝑘
（k＝0，1，2，3），

X 0 1 2 3

P
64

729

80

243

100

243

125

729

所以E（X）＝3×5＝5，D（X）＝3×5× 1− 
5

9 3 9 9 27
＝20.



正态分布

【例3】 （1）（2021·新高考Ⅱ卷）某物理量的测量结果服从正态分布N（10，

σ2），下列结论中不正确的是 （ ）

A.σ越小，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中在（9.9，10.1）的概率越大 

B.σ越小，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中大于10的概率为0.5

C.σ越小，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中小于9.99与大于10.01的概率相等

D.σ越小，该物理量在一次测量中落在（9.9，10.2）与落在（10，10.3）的概

率相等



（1）解析 对于A，σ越小，正态分布的图象越瘦长，总体分布越集中在对称轴

附近，故A正确；对于B、C，由于正态分布图象的对称轴为μ＝10，显然B、C正

确.D显然错误.故选D.

答案 D



（2）为了解高三复习备考情况，某校组织了一次阶段考试.若高三全体学生的

数学成绩X近似服从正态分布N（100，17.52）.已知成绩在117.5分以上（不含 

117.5分）的学生有80人.

①求此次参加考试的学生成绩低于82.5分的概率；

②如果成绩大于135分的为特别优秀，那么本次数学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大约有

多少人.

（若X～N（μ，σ2），则P（μ－σ≤X≤μ＋σ）≈0.68，P（μ－2σ≤X≤μ＋2σ）

≈0.96）



②因为P（100－17.5×2≤X≤100＋17.5×2）＝P（65≤X≤135）≈0.96，所

以数学成绩特别优秀的概率P（X＞135）＝1−𝑃(65≤𝑋≤135)≈1−0.96＝0.02.又P（X
2 2

＜82.5）＝P（X＞117.5）＝0.16，则本次考试数学成绩特别优秀的人数大约是

0.16

80  ×0.02＝10.

（2）解 ①因为数学成绩X服从正态分布N（100，17.52），则P（100－

17.5≤X≤100＋17.5）＝P（82.5≤X≤117.5）≈0.68，所以此次参加考试的

学生成绩低于82.5分的概率P（X＜82.5）＝1−𝑃(82.5≤𝑋≤117.5)
≈

2 2

1−0.68＝0.16.



｜解题技法｜

解决正态分布问题有三个关键点：（1）对称轴x＝μ；（2）标准差σ；

（3）分布区间.利用对称性可求指定范围内的概率值；由μ，σ，分布区间的特

征进行转化，使分布区间转化为3σ特殊区间，从而求出所求概率.注意只有在标

准正态分布下对称轴才为x＝0.



1.若随 量X～B（3，p），Y～N（2，σ2），若P（X≥1）＝0.657，P（0＜Y

＜2）＝p，则P（Y＞4）＝ （ ）

A.0.2

C.0.7

B.0.3

D.0.8

解析：A 由题意，P（X≥1）＝1－P（X＝0）＝1－（1－p）3＝0.657，解得p

＝0.3，则P（0＜Y＜2）＝0.3，所以P（Y＞4）＝P（Y＜0）＝0.5－P（0＜Y＜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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