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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的生活受概率支配，但是概率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本书中杰出的统计学兼作家巴特·K.霍兰带领我们周游概率世界。
将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编织在一起——从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的传播、普鲁士骑兵军团中被战马踢死的人
数、智力测验的结果、伏都教死亡魔咒，到我们为什么在迪斯尼乐园排队骑木马——霍兰用日常事件
中惊人的概率实例，抓住了读者的想象力，这些概率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但却受控于一个数
字。
    正如霍兰解释的那样，即使是偶然事件也受制于概率规律，并遵循所谓的统计规律。
他告诉我们保险业、司法系统、医学研究、航天工程和气象学等不同领域如何成功地应用这样的规律
，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不管你是对高中代数仅仅有些模糊记忆，还是每天使用微积分公式，这本书提供的概率影响力实例都
会让你感到有趣又吃惊。
    本书译者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林老师，武汉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何博老师参与了第一章部分内
容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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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率在预测中的作用　　那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一具具肿胀不堪、发紫发乌、散发着腐臭味的尸体由弩炮大力掷向空中，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落到被
围困的城池内。
该城即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今乌克兰境内的费罗多西亚）。
在14世纪，它是热那亚商旅的大本营。
那时它正遭受蒙古军队的围攻，一如此前的数次被袭。
在1344年的围攻中，这座城市还近乎坚不可摧，然而仅仅两年之后情势就发生逆转，这次伴随着中亚
铁骑而来的还有黑死病。
大批的鞑靼侵略军死于此病，堆积如山的尸体同时又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
于是有军事天才提出了解围妙计。
这些蒙古人随军带有一种被称为“投石机”的强大弩机，通常用其投掷沉重的石块来摧毁城墙和塔楼
等石砌的防御工事。
而今，“人体导弹”取代石块雨点般落到坚守在城墙内的人的身上。
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穆斯的目击者在一份拉丁文手稿中描述道：很快地，如山的死人堆里增　加了
大批誓死守城的基督徒们的尸体，只有那些侥幸得以逃生的人躲过了恶臭与疾病。
　　卡法城的故事并不只是人类细菌战的一个早期案例。
一些历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相信这次战役标志着鼠疫开始由中亚传人欧洲。
那些逃回欧洲的热那亚人很可能经由所乘船只上的老鼠及老鼠身上的跳蚤（这些跳蚤在咬人的同时将
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传人人体血管）将病菌带回了家乡。
无论起源如何，1348年的欧洲大鼠疫的确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爆发并传播开来的。
从当时僧侣的著述及教区死亡记录可以得知：被鼠疫夺走生命的人的总数占欧洲人口的25％-50％。
但是，我们永远也无从确定黑死病传人欧洲的实际路径。
　　虽然黑死病爆发于数个世纪以前，但它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为我们关注。
为什么会“爆发”流行病？
为什么科学家无法预测出某种“旧”型流行病（比如流感或麻疹）下一次爆发的时间、地点和规模？
为什么他们更难预测出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型流行病的发生？
天气预报必须依赖于大气环流及海洋的恰当模型，而流行病预报的困难就在于很难建立起精确而科学
的感染模型。
只有当特定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流行病才爆发；由于每一事件都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因此疾病的爆发
也就具有一个平均或预期的发生频率。
为了预测流行病，我们需要建立准确的流行病发展的数学模型。
要建立数学模型，就需要了解整个链条中的每一环节及其各自的发生概率，然后将所有环节的发生概
率与特定区域所有相关人员的总数相乘，即可测算出整个事态发展的预期结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设想某一疾病在人际间传播的途径，比如说通过打喷嚏感染流感病毒。
如果人群中每一感染者都平均接触并传染一个健康人（流行病学家称之为“易感者”），一场流行病
就会爆发。
要是每个感染者平均接触并传染一个以上的易感者，每一个新的感染者随后又接触并传染数个易感者
，如此循环往复，则流行病将会大规模蔓延开来。
倘若每个被感染者平均下来不能“成功”传染一个新个体，则流行病会渐渐衰亡。
一个简单的链状概率模型便能反映上述情况。
　　另一个密切相关的例子源于生活中的幽默。
假设你编了个笑话讲给几个好友听，要是这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它就不会传开。
但如果你的朋友们听后捧腹大笑，而且其中每个人在24小时内转述给其他两个人听，则24小时后在此
单链状模型中听到该笑话的人数就增加到2；依此类推，48小时后听到的人数又会增加到4，3天后增加
到8，7天后就会有128个新人听过你的笑话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会的概率有多大>>

听起来很惊人不是吗？
别忙，让我们再看看--到第二周结束时，听过这笑话的人数将超过16 000人，到月底时这个数字将达
到2.5亿人（大致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
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听到吗？
有多少次你刚刚兴冲冲开个头，就会有人说“我早听过了”或“这笑话一点不好笑”？
事实上，人口数量是有限的，同时，一些人会对某一疾病具有免疫力或是对某一笑话无动于衷，这些
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所建立的试图用来解释某个笑话或疾病如何得以传播的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
情况若非如此，对人类而言则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靠连锁信发家致富，
坏消息如同1348年的黑死病也许会将整个欧洲人口灭绝殆尽。
　　这种连锁反应机制的另一有趣例子是闲话在工作场合的传播。
不过，流言蜚语从本质上与传染病有更多共同之处。
你听到了一条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于是告诉了几个密友，他们随后又会讲给别人听。
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这个消息会与最初时大相径庭。
譬如，你听到有关克瑞格和莫琳的某桩趣事并讲给其他人听，一个月之后你听到的却是一段添油加醋
的有关格里格和诺琳的故事。
你能听出这是个被传得走了样的版本吗，或是会把它当作新闻大热门立即通过电子邮件转告你的朋友
？
用生物遗传学的语言来描述，闲话已经发生了变异，然后如同发生变异的病毒，它可以再感染那些感
染过初始病毒的人。
流感发生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疫苗每年都必须更新以有效预防新出现的病毒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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