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题 篇 创 新题追 根溯源 Ａ ＃＃
高考数 学２ ０ ２ ３ 年 ３ 月７ 十 土 上

獅生纖腿 ， 癖与统棚［

■ 江 苏 省 兴化 市 第 一 中 学刘 林

概率 与 统计专题相关 的 知 识点 错综 复

杂 ， 又环环相扣 ， 相关考题通 常不是孤立地考

查一个知识点 ， 而是对多个 知 识点 的综合考

查 。 而基于独 立性 检验 的 创 新情境 问 题 ， 是

新高考数学试卷 中 一个 比 较 常 见 的题型 ， 由

此实现概率 与 统计 的 合理 交汇与 融 合 ， 使得

各个独立 的 知 识点 加 以 合理联 系 ， 综合考查

同学们 的
“

四 基
”

。

解 析 ： （ １ ） 由 题意得 ｌ 〇 Ｘ（ ｍ ＋ Ｏ ．０ ４＋

０ ？０ ３ ＋ ０ ．０ ２＋ｍ ） 

＝

ｌ ， 解得ｍ 

＝

０ ．０ ０ ５ 〇

估计这 １ ０ ０ 名 学生测试成绩 的平均数 ＝

（ ５ ５ Ｘ ０ ．０ ０ ５＋ ６ ５Ｘ ０ ．０ ４ ＋ ７ ５Ｘ ０ ．０ ３＋ ８ ５Ｘ

０ ？０ ２ ＋ ９ ５ Ｘ ０ ．０ ０ ５ ）Ｘ １ ０ 

＝

７ ３ 。

（ ２ ） 在抽取的 １ ０ ０ 名 学生 中 ， 成绩优秀 的

学生人数为 １ ０ ０Ｘ ０ ．２ ５
＝

２ ５ ， 由 此 可得完 整

的 ２ Ｘ ２ 列联表 ， 如 表 ３ 所 ７Ｋ ：

＿

、 与 统计 的 交汇

洌 １２ ０ ２ ２ 年是共青 团建团 １ ００ 周 年 ，

某校组织
“

学 团史 ， 知 团情 ， 感团 恩
”

知识测试 ，

现从该校随机抽取了１ ０ ０ 名 学生 ， 并将他们 的

测试成绩按 ［ ５ ０ ， ６ ０ ） ， ［ ６ ０ ， ７ ０ ） ， ［ ７ ０ ， ８ ０ ） ， ［ ８ ０ ，

９ ０ ） ， ［ ９ ０ ， １ ０ ０ ］ ，分为 ５ 组 ，得到如 图 １ 所示的频

率分布直方图 。 ｆ

（ １ ）求 图 中 ｍ 的值 ， ＝ ：

并估计 这 １ ００ 名 学 生测

试成绩 的 平均数 ；
（ 同 一

组数据用该组 数据所在

频率

￥￥

Ｗ
５ ０ ６ ０

｜

分憝

９ ０ １
００
^

图 １

区 间 的 中点值作代表 ）

（ ２ ）规定测试成绩不低于 ８ ０ 分为
“

优秀
”

，

请将表 １ 所示 的 ２ Ｘ ２ 列 联表 （单位 ： 人 ） 补充

完整 ，求出 １
， ３

；
，
２ ：

， 并判 断是否有 ９ ５ ％ 的把握

认为
“

测试成绩是否优秀与性别有关
”

。

表 １

优秀 非优秀 合计

女生 ＯＣ ３ ０ ？ｘ ＋ ３ ０

男 生 ｙ Ｚ ５ ５

合计 ３ ０ ＋ ２ ： １ ０ ０

（ ａｂｃｄ 

＇

） Ｃ ａｄｂｅ
２

Ｃ ＜２ ｈ ６ ） Ｃ ｃ ｈ （＾ ） （ ａ ｈ ｃ ） Ｃ ６ ｃｉ ）

表 ２

Ｐ （
． Ｋ

ｚ

＞ ｋＪ ０ ．１ ０ ．０ ５ ０ ．０ １

ｋ
〇

２ ．７ ０ ６ ３ ．８ ４ １ ６ ．６ ３ ５

表 ３

优秀 非优秀 合计

女生 １ ５ ３ ０ ４ ５

男 生 １ ０ ４ ５ ５ ５

合计 ２ ５ ７ ５ １ ０ ０

口 伯ｔ， ２ 
１ ０ ０ Ｘ （ １ ５ Ｘ ４ ５  ３ ０ Ｘ １ ０ ）

２


口
」 待 ４ ５ Ｘ ５ ５ Ｘ ２ ５ Ｘ ７ ５

？ ３ ．０ ３＜ ３ ．８ ４ １ ， 所 以 没有 ９ ５ ％ 的 把握认

为
“

测试成绩是否优秀与性别有关
”

。

点 评 ：
以 实 际 应 用 为 创 新情境 ， 设置 独 立

性检验为 问 题 背 景 ， 结 合 统 计 中 的 频 率 分 布

直 方 图 、 样本估 计 等知识 ， 综 合考 查概 率 与 统

计 中 的 相 关 应 用 问 题 。

二
、 与 概率 的 交汇

洌 ２经常有人说
“

数学学不好 ， 物理

也很难学好
”

， 这话 听 着 好像很 有 道 理 的 样

子 ， 那么 真实情况 的确是这样吗 ？ 为此 ， 某校

数学兴趣小组收集 了５ ０ ０ 名 同 学 的 数学成绩

和物理成绩 ， 记单科成绩在平均分之上 为优

秀 ， 整理数据形成如 图

２ 所示 的统计扇形 图 。

（ １ ） 根据 图 ２ 完 成

表 ４ 所示 的 ２ Ｘ ２ 列 联

表 ，并判断能否有 ９ ５ ％

的把 握认 为 数 学 成 绩

与物理成绩有关 ；

辦ｍ ＴＴＴＴＴ Ｉ

数学成绩优秀

物理成绩优秀

图 ２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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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物理优秀 物理不优秀 合计

数学优秀

数学不优秀

合计

（ ２ ）视频率为概率 ， 从全校数学成绩优秀

的学生 中 随机抽 取 ３ 人 ， 记抽取 到 的 ３ 人 中

物理成绩优秀 的人数为 随机变量 Ｘ ， 求 Ｘ 的

分布列 与期望 。

Ｃ ａ  ＼ ｂ  ＼ ｃ  ＼ ｄＣ ａｄ 

—

ｂｅ

＇

）

２

（ ａ ＋ ６ ） （ ｃ ＋ ＜ｉ ） （ ａ ＋ ｃ ） （ ６ ４
－

＜ｉ ）

表 ５

Ｐ Ｃ Ｋ
２

＞ ＾
？
） ０ ．１ ０ ．０ ５ ０ ．０ ２ ５ ０ ．０ １

２ ．７ ０ ６ ３ ．８ ４ １ ５ ．０ ２ ４ ６ ．６ ３ ５

解析 ： （ １ ） 由 题意 ， ２ Ｘ ２ 列 联表如表 ６  ：

表 ６

物理优秀物理不优秀 合计

数学优秀 １ ５ ０ １ ０ ０ ２ ５ ０

数学不优秀 １ ２ ５ １ ２ ５ ２ ５ ０

合计 ２ ７ ５ ２ ２ ５ ５ ０ ０

５ ０ ０ （ １ ５ ０ Ｘ １ ２ ５  １ ０ ０ Ｘ １ ２ ５ ）

２

２ ５ ０ Ｘ ２ ５ ０ Ｘ ２ ７ ５ Ｘ ２ ２ ５

？ ５ ．０ ５ １＞ ３ ．８ ４ １ ， 所 以 有 ９ ５ ％ 的 把握认为数

学成绩与物理成绩有关 。

（ ２ ） 由 于 Ｘ 的可能取值为 ０ ， １ ， ２ ， ３ ， 可得

ｐ （ ｘ ＝ ０ ）
＝

ｉｆｅ
＝

０ ． ０ ６ ４
；
ｐ （ ｘ

＝

１ ）
＝

＾
＝

０ ．２ ８ ８ ；
Ｐ （ Ｘ 

＝

２ ）

５ ４

１ ２ ５

＝

０ ．４ ３ ２
；
Ｐ （ Ｘ 

＝

３ ） 

＝

所以 Ｘ 的分布列 为表 ７ ：

表 ７

Ｘ ０ １ ２ ３

Ｐ ０ ．０ ６ ４ ０ ．２ ８ ８ ０ ．４ ３ ２ ０ ．２ １ ６

所 以Ｅ （ Ｘ ）
＝

０Ｘ ０ ．０ ６ ４ ＋１Ｘ０ ．２ ８ ８ 十

２ Ｘ ＣＬ４ ３ ２ ＋ ３ Ｘ （Ｘ２ １ ６ 

＝

１ ．８ ０

点 评 ：
以 实 际 应 用 为 创 新情境 ， 设置 独 立

性检验为 问 题 背 景 ， 结 合概 率 中 的 重 复 独 立

试验 、 随机 变 量 的 分布 列 与 期 望 等 知 识 ， 综 合

考 查概率 与 统计 中 的 相 关 应 用 问 题 。

三 、 与 其他知 识 的 交 汇

例 ３２ ０ ２ ２ 年 ５ 月 以 来 ， 世 界 多个 国

家报告 了 猴痘病例 ， 非 洲 地 区猴痘地方性 流

行 国家较多 。 我 国 Ｂ 前为止 尚无猴疸病例报

告 。 我 国 作 为 为人 民 健康 负 责 任 的 国 家 ， 对

可能 出 现 的猴疸病毒防控提前做 出 部署 。 同

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 同 国 家 中 医药管理局

制定了 《猴痘诊疗指南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 此 《 指

南 》 中 指 出 ： ① 猴痘 病人潜伏 期 ５
？

２ １ 天
；

② 以往接种过天花疫苗者对猴痘病毒存在一

定程度 的 交叉保护 力 。 据 此 ， 援非 中 国 医 疗

队针对援助 的某非洲 国 家制 定 了 猴疸病毒防

控措施之一是要求与猴痘病毒确诊患 者 的 密

切接触者集 中 医 学观察 ２ １ 天 。 在 医 学 观察

期结束后发现密切接触者 中 未接种过天花疫

苗者感染病毒的 比例较大 。 对该 国家 ２ ０ ０ 个

接种与未接种天花疫苗 的 密切 接触者样本 医

学观察结束后 ，统计 了感染病毒情况 ， 得到表

８ 所示 的列联表 ：

表 ８

接种天花疫苗

与否人数

感染猴痘

病毒

未感染猴痕

病毒

未接种 ３ ０ ６ ０

已 接种 ２ ０ ９ ０

（ １ ）是否有 ９ ９ ％ 的 把握认为 密切接触者

感染猴疸病毒与未接种天花疫苗有关 。

（ ２ ） 以 样本 中 结束 医学观察 的 密 切 接 触

者感染猴痘病毒 的频率估计概率 。 现从该 国

所有结束 医学观察的密切 接触者 中 随机抽取

４ 人进行感染猴痘病毒人数 统计 ， 求其 中 至

多有 ２ 人感染猴痘病毒 的概率 ？

（ ３ ）该 国现有一个 中风险村庄 ， 当地政府

决定对村庄 内 所有住户 进行排查 。 在排查期

间 ，发现一户 ３口 之家与 确 诊患 者有 过密 切

接触 ， 这种情况 下 医 护 人员 要对其家庭成员

逐一进行猴痘病毒检测 。 每名 成员 进行检测

后 即告知结果 ， 若检测结果呈 阳性 ， 则该家庭

被确定为
“

感染高危家庭
”

。 假设该家庭每个

成员检测呈 阳性 的概率均为 ｆ 
（ 〇＜ ＾＜ １ ）且

２０



解题 篇 创 新题追 根溯源

高考数 学２ ０ ２ ３ 年 ３ 月 十＃滅理化

■ 河北 省 廊坊 市 第 一 中 学 杨 明

通 过对近 几年 高考试卷 的研究 ， 发现概

率统计模块的考查更注重在数学知识交汇处

命题 ， 强调数学知识 的综合性 与应 用性 。 解

答题 中对于概率统计 的 考查 ， 新高考数学试

题朝着
“

重视基础 、 强 调综合 、 体现应用 与 着

力 创新
”

等特点 的命题方 向 发展 。

行检查 。 求顾客检查 的前 ４ 件商品 中 不合格

品件数 Ｘ 的分布列 。

（ ２ ）抽检 中发现直播 电商产品不合格率为

０ ． ２ 。 若顾客购买的 ｎ 件商品 中 ， 至少有 ２ 件合

格产品的概率不小于 ０ ．９ ９８４ ，求 ｎ 的最小值 。

解析 ： （ １ ） 由 题意 可 知 ， Ｘ 的 所有 可 能取

一

、 强调综合 值为 ０ ， １ ， ２ 。

“

综合性
”

主要体现在概率统计模块 的 知

识与其他数学 知 识之 间 的综合 与应用 ， 特别

是与 函 数 、 方程 、 不等式 、 数列等知识的交汇 ，

同 时与其他学科及数学思想方法的综合 。

则Ｐ （ Ｘ 
＝

０ ）

ｃ
ｉＴ

＾ ；
Ｐ （ Ｘ 

＝

２ ）

厂 ０ 厂 ４

匕
２
匕

８


＂

ｃＴ

广 ２ 厂 ２

—

＇
－

／

２

＝

ｃＴ

；
Ｐ （ Ｘ

＝

１ ）
＝

２

１ ５

°

洌 １数据显示 ， 中 国直播购物规模近

几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 而直播购物 中 的商品

质量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 的重点 。 已 知某

顾客在直播 电商处购买了 ）件商品 。

（ １ ）若 ｎ 

＝

１ ０ ， 且买 到 的 商 品 中 恰好有 ２

件不合格 品 ， 该顾客 等可 能 地依 次对商 品 进

所 以 Ｘ 的分布列为表 １ 。

表 １

Ｘ ０ １ ５

Ｐ
１

￣

３

̄

８

１ ５

２

１ ５

（ ２ ） 记
“

顾客 购买 的 ｎ 件商 品 中 ， 至 少有

相互独立 。 记该家庭至少检测 了２ 名 成员 才

能确定 为
“

感 染 高 危 家 庭
”

的 概 率 为 ／ （ ｆ ） 。

试问 ： 当 ｆ 为何值时 ， ／ （ ＾ ）最大 ？

附
２  （ ａ ＋ ６ ＋ ｃ ＋ 

（ｉ ） （ ａｄ ｂｅ ）

２

附 ：
Ｋ＝

（ ａ ＋ ６ ） （ ｃ ＋ ＾ ） （ ａ ＋ ｃ ） （ ６ ＋ ＾ ）

°

表 ９

Ｐ （Ｋ
２

＞ ｋ
０
） ０ ．１ ０ ．０ ５ ０ ．０ ２ ５ ０ ．０ １

ｋ
〇

２ ．７ ０ ６ ３ ．８ ４ １ ５ ．０ ２ ４ ６ ．６ ３ ５

解 析 ： （ １） 依 题 意 知 ， Ｋ
２＝

２ ０ ０ Ｘ （ ３ ０ Ｘ ９ ０ 

—

６ ０ Ｘ ２ ０ ）

２

９ ０ Ｘ １ １ ０ Ｘ ５ ０ Ｘ １ ５ ０

６ ．０ ６Ｋ ６ ．６ ３ ５ ，

所 以 没有 ９ ９ ％ 的把握认为密切接触者感染猴

痘病毒与未接种天花疫苗有关 。

（ ２ ） 由 题意得 ， 该地 区每名 密切接触者感

Ｑ Ｑ
－

Ｉ

－

９ 〇 １

染病毒 的 概率为 户
＝

＆
＝

士
， 设随机抽

取的 ４ 人 中 至多有 ２ 人感染病毒 为 事件 Ａ ，

则 尸 （幻
（｜ｎ （Ｉ ）

、

２ ４ ３

２ ５ ６

°

（ ３ ）设事件 检测 了２ 名 成员 确 定 为

“

感染髙危家庭
”

， 事件 Ｃ

＝ 检测 了３ 名 成 员

确 定 为
“

感 染 高 危 家 庭
”

， 则 Ｐ（Ｂ）
＝

（ １  户 ） 户 ， Ｐ （ Ｃ ） 
＝

（ １  户 ）

２

ｐ ，所 以／ （ ｆ ） 

＝

（ ｌ

ｐ ） ｐ ａ 
ｐ ）^

２

ｐ

＝

ｐ ａ 
ｐ ） Ｃ ２ 

ｐ ） ， １^
．ｘ

＝

１  户 ， 贝 丨

Ｊ 户
＝

１  工 ， 所 以 ３
； 
＝

（ １  尤 ） 尤 （ １ ＋

ｘ ） ＊ｘ
３

， 求导得
：＞
／ 
＝

ｌ  ３ｘ
２

， 令
：＞
／ 
＝

０ ， 得

＝此时 ｐ

＝

ｌ 

— ＾

＾
， ／ （ ／

＞ ）取得最大值 。

点评 ：
以 实 际 应 用 为 创 新 情境 ， 设置 独 立

性检验为 问 题 背 景 ， 结 合概 率 中 的 重 复 独 立

试验 ， 函 数 与 导数 的 应 用 等 知 识 ， 综 合考 查 概

率 与 统计 中 的 相 关 应 用 问 题 。

基 于 独 立 性 检 验创 设 的 概率 与 统 计专

题 ， 由 于独立性检验的介人 ，使得 问题的起点

相对来说 比较低 ， 同 时又 可 以 多层 面设计 ， 起

伏 比较大 ， 为 问 题 的 设 置 与 能 力 的 考查创设

很好的基础 ， 备受各方关注 ， 成为新高考数学

试卷 中概率与统计专题部分的 一个特色与亮

点 。 （ 责任编 辑 王福华 ）

２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