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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考数据处理中使用蒙特卡洛方法

户西计算中心 罗海鹏 符华儿

本丈叙 述蒙特卡洛 方法在一 次 高考数据 处理 中的 应 用情况
。

一
、

问题的提出

189 1年 5 月
,

我们用一台微型计算机对南宁市高考预选成绩进行了统计处理
。

高考数据

处理是一项细致的工作
,

一个数据错误都可能影响某个考生的录取
,

甚至影响整个统计工作的

进行
。

此外
,

这次高考统 计的数据景较大
,

共一万多考生
,

近 十万个数据
; 而所允许的统计

时间较短
,

总共四天左右
。

整个工作
,

时 间仓促
,

回旋余地少 ; 而关系却很 重大
,

一 旦统计

失败
,

影响千家万户
,

后果不堪设想
。

当时
,

在国内还未见有用微型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的

报导
,

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参考
。

而在前一两年
,

国内有几个比较先进的地区
,

在用大
、

中型计算机统计高考分数时
,

出了一咚问题
。

我们也是第一次做这项工作
,

没有什么实践经

验
,

从技术上说
,

有许多东西还无把握
。

比如
,

一个磁盘至多能建
一

众多少个文件 ? 在建立了许

多文件档的情况下
,

一个磁盘能装多少数据 ? 山于同时要做许多项目的计算和统计
,

而微型

计算机内存较小
,

实际运算时内存会不会溢出 ? 天规模地排序
,

在
一

具体实现时
,

在存储容量

上
、

运行时间上
,

会遇到什么问题 ? 鉴于以上种种
,

为了这次统计工作的万无一 失
,

非得做

大规模的模拟试验才行
。

但当时统计的时间已很紧迫
,

需要试验的数据量要等于或大于实际

高考数据量
,

靠手工输入数据做这项模拟试验已不可能
。

因此
,

我们使用了蒙特卡洛方祛
,

用计算机产生的随机数来模拟高 考数据
,

进行各项试脸
,

取得了各利第一手材料
,

顺利地解

决
一

了 L述问题
。

二
、

试验设计

蒙特卡洛 ( M o n et C盯 1o ) 方法也叫统计试验方法
,

它是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产 生 而 发

展起来的一种数值方法
。

蒙特卡洛方法的基本思想在于
,

根据问题的特征和数值 的规律性
,

利用计算机作大量的随机试验
,

将试验的结果进行加工
,

从而得到向题的解决
。 ` , ,

试验规模以一万考生 为例
,

每个考生有一个准考证 号码
,

七个单科成绩
。

随机数发生器

产生的数是在 。 一 1 区间均匀分布的
,

把产生 出来的数乘以一万
,

取整
,

即得到一个堆考证

号码 ( 0 一 1。。 0。之间 )
,

乘以一百
,

取整
,

即得到一项
一

单科成绩 ( 0 一 1 00 之间 )
。

但对于

一个考生来说
,

如果各科成绩单独产生
,

常常 会出现单科 成绩分数相差太大
,

比如可能有数

学 95 分
,

政治 3 分
,

这往往不符合实际情现
。

故我 们对于每一个考生
,

首先产生一个基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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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藻

数
,

再产生一个浮动分数
,

把这个浮动分数
,

加在基本分数上或从基本分数上减去它
,

以这

个值作为这个考生的某项单科的成绩
。

这样
,

产生一个考生的所有数据
,

使用随机数发生器

共十六次
。

下面是使用随机数发生器的程序框图
`

在半天左右的时间里
,

计算
一 、 _

.

机即可 自动产生这一万组数据
。

下一步就是做各项检验了
。

我们

用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数据进行

了 5 8个文件档的磁盘容 量检验
,

内存容量检验
,

打印 成 绩 单 检

验
,

排序检验和打印机调试等
。

由于使 用了蒙特卡洛方法
,

争取

了时间
,

及早发现了一些问题
,

使我们能够在程序设计 L搞得更

细致
,

堵塞了许多漏洞
。

产生准考汪号、

( 口 一 Z夕0 口口 )

{
产生兮效甚八

( O 一 I口。 )

三
、

事后的考虑

1
.

由于随机数发生器产生

的 O一 1 之间的值不 会 绝 对 均

匀
,

当我们取小数点后 4 位的值

乘以 1 0 0 0 0时
,

所产生的一 万 个

准考证号码可能会有重复
。

实际

上这一项数据本来可以不用随机

数发生器产生
,

谁考证号按照 自

然顺序
,

用一个记数器 1
、

2
、

3
、

…地编排下去即可以了
。

2
.

试验中所产生的各科成

绩和实际情况相比较
,

也还是有

许多不同的
。

比如
,

较多考生的

成绩集中在中间偏低的水平
,

符

合一定的偏态分布规律
,

而我们

试验产生的数据在 10 一 90 之间是

均匀分布的
,
又各科总平均分数

可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

而试 验

免汉夕次

产生修正值。

( o 一 之口 )

1
产生琦号5

7
炙

( +
、

一 )

数分
l
个

产亩
越
异

( 八土S 关 C )

产生的数据在总平均分数上是一样的
;
等等

。

所有这些
,

我们都还可以根据随机数发生器的

特点来做更仔细的安排
,

使试验产生的数据与实际情况更接近
。

但对于高考分数 处 理 的试

算
,

也许已不必要做更细致的模拟了
。

( 1 ) 雷光耀
,

蒙特卡洛方法 简介
,

全 国 第三居 计算物理会议讲 义
,

1 98 2
。

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