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数据可视化



1.本章定位与内容简介

4.1 数据科学与数据可视化 

4.2 数据可视化的基本原则 

4.3 视觉编码与数据类型.

4.4 可视分析学 

4.5 常用统计图表 

4.6 数据可视化的发展趋势 

4.7 Python 编程实践 

4.8 继续学习本章知识 

习题 

统计学 机器学习

领域知识

数据可视化
与故事化

...

基础理论
数据加工

数据计算
数据管理

数据产品
开发

数据分析

人文与管理



2.本章学习提示及要求

了解

• 数据可视化
与数据科学
的区别与联
系

• 大数据环境
下数据可视
化的发展趋
势

理解

• 数据可视化
的基本原则

• 可视分析学
及其核心模
型

掌握

• 数据类型的
划分方法及
视觉编码方
法的选择

• 常用统计图
表的绘制方
法

熟练掌握

• 基于Python 
的数据可视
化



3.数据可视化在数据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I II III IV
x y x y x y x y

10.0 8.04 10.0 9.14 10.0 7.46 8.0 6.58
8.0 6.95 8.0 8.14 8.0 6.77 8.0 76

13.0 7.58 13.0 8.74 13.0 12.74 8.0 7.71
9.0 8.81 9.0 8.77 9.0 7.11 8.0 8.84
11.0 8.33 11.0 9.26 11.0 7.81 8.0 8.47
14.0 9.96 14.0 8.10 14.0 8.84 8.0 7.04
6.0 7.24 6.0 6.13 6.0 6.08 8.0 25
4.0 4.26 4.0 3.10 4.0 39 19.0 12.50

12.0 10.84 12.0 9.13 12.0 8.15 8.0 56
7.0 4.82 7.0 7.26 7.0 6.42 8.0 7.91
0 68 0 4.74 0 73 8.0 6.89

Anscombe F J. Graphs in statistical 
analysis[J].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1973, 27(1): 17-21.

Anscombe的四组数据（Anscombe’s Quartet）



Anscombe’s Quartet



数据

可视化 故事化描述

易于理解 易于记忆

易于感知

易于体验

易于认知

易于洞见

数据的可视化与故事化



4.可视分析学

 

数据 知识

可视化

模型

映
射

用户
交互

转换

数
据
挖
掘

参数
优化

自动化数据分析

可视化数据探索

模型
构建

模型
可视
化

强调人机交互的重要性

强调数据预处理工作的必要性

强调数据映射和数据挖掘的重要性

强调可视化分析与自动化建模之间的相互作用

强调数据到知识的转换过程



5.视觉假象

• 是指给目标用户产生的错误或不准确的视觉感知，而这
种感知与数据可视化者的意图或数据本身的真实情况不
一致。

含义

• 可视化视图所处的上下文（周边环境）可能导致视觉
假象。

• 人们对亮度和颜色的相对判断容易造成视觉假象。

• 目标用户的经历与经验可能导致视觉假象。

原因



（1）可视化视图所处的上下文（周边环境）可能导致视觉假象。

上下文可能导致视觉假象的示例

A B
C D



（2）人们对亮度和颜色的相对判断容易造成视觉假象。

色块A比色块B更亮？



（3）目标用户的经历与经验可能导致视觉假象

目标用户的经历与经验可能导致视觉假象



6.如何继续学习本章知识

• 1931 年，机械制图员Henry Beck
• 借鉴电路图的制图方法设计出伦敦地铁线路图

面向特定专业领域的数据可视化方法

• 可理解性

• 可记忆性

• 可体验性

数据可视化与其他数据呈现方式，尤其是数据故事化等有效结合

• 数据可视化也不是万能的

• 更不能“为了可视化而可视化”

有效利用数据可视化方法

• Matplotlib、seaborn、Bokeh、Basemap、Plotly、NetworkX

重视数据可视化的动手实践



小结

1.本章定位与内容简介

2.本章学习提示及要求

3.数据可视化在数据科学中的重要地位

4.可视分析学

5.视觉假象

6.如何继续学习本章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