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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超几何分布、二项分布、普阿松分布、正态分布是概率论中几种重要的分布函数，这 "
种概率分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进行证明，同时指出了它们

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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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率论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复杂的概率计算，如果直接计算会很繁琐，但从它们的极限分

布去计算会很简便，为此给出几个常见概率分布的极限分布，并给以部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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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示随机变量 % 服从超几何分布，)（%，&，(）表示随机变量 % 服从二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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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条件知，当 !"3时，#"3，所以令 !"3时，上式趋于 )（%，&，(）。

由此可见，当一批产品的总数 ! 很大，而抽取样品的个数 & 远较 ! 为小（一般说来，
&
! #&#-）时，

则不放抽样（样品中次品数服从超几何分布）与放回抽样（样品中的次品数服从二项分布）实际上无多大

区别。

在 & 重贝努力实验中，其中 & 较大，( 较小，但是乘积 &( -!大小适中有下面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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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 设在独立试验序列中，事件 ’ 在各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为 "（# , " , )），随机变量"! 表

示事件’ 在 ! 次试验中发生的次数，则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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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理的证明要利用到列维定理，此处略证。

由此定理可推知，设在独立试验序列中，事件 ’ 在各次试验中发生的概率为 "（# , " , )），则当 ! 充

分大时，事件 ’ 在 ! 次试验中发生的次数"! 在 /) 与 /* 之间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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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充分大时，服从二项分布 0（!，"）的随机变量"! 近似地服从正态分布 1（!"，!")）。这种正态

近似相当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计算二项概率的和的一种实用而简便的方法。

定理 /［/］ 若$!是一随机变量，它服从参数为!的普阿松分布，当!!’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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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率论的学习中，使学生对超几何分布，二项分布，普阿松分布和正态分布，这四种重要分布之间

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超几何分布 4（%；!，1，5）中，当 $%&
!!’

5
# ! " 时，它服从二项分布，即超几

何分布的极限分布是二项分布；在二项分布 0（!，"!）中，当 !"!!!时，它服从普阿松分布，当 !!’时，

它服从正态分布，即二项分布的极限分布是正态分布；而普阿松分布中，当!!’时，随机变量"! !

$! (!
"!

服从正态分布，知道这些以后，当符合条件时可以用它们的极限分布作近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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