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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Excel 电子表格应用 

7.1  本章习题 

1．选择题 

（1） 如果想要更改工作表的名称，可以通过下述操作实现：____。 

（A）单击工作表的标签，然后输入新的标签内容 

（B）双击工作表的标签，然后输入新的标签内容 

（C）在名称框中输入工作表的新名称 

（D）在编辑栏中输入工作表的新名称 

（2） 在 Excel中，对单元格进行编辑时，下列哪种方法不能进入编辑状态：____。 

（A）双击单元格  （B）单击单元格  （C）单击编辑栏 （D）按 F2键 

（3） 在利用选择性粘贴时，源单元格中的数据与目标单元格中的数据不能进行以

下哪种操作：____。 

（A）加减运算 （B）乘除运算 （C）乘方运算 （D）无任何运算 

（4） 在选择性粘贴中，如果选中“转置”复选框，则源区域的最顶行，在目标区

域中成为____。 

（A）最底行     （B）最左列 

（C）最右列     （D）在原位置处左右单元格对调 

（5） 当鼠标移动到填充柄上时，鼠标指针的形状变为____。 

（A）空心粗十字形    （B）向左上方箭头 

（C）黑色（实心细）十字形  （D）黑色矩形 

（6） 在 Excel中，利用填充柄进行填充时，填充柄____。 

（A）只可以在同一行内进行拖动 

（B）只可以在同一列内进行拖动 

（C）只可以沿着右下方的方向进行拖动 

（D）可以在任意方向上进行拖动 

（7） 在 Excel 工作表中，A1 单元格中的内容是“1 月”，若要用自动填充序列的

方法在第 1行生成序列 1月、3月、5月„„，则可以____。 

（A）在 B1中输入“3月”，选中 A1:B1区域后拖动填充柄 

（B）在 B1中输入“3月”，选中 A1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 

（C）在 B1中输入“3月”，选中 B1单元格后拖动填充柄 

（D）在 B1中输入“3月”，选中 A1:B1区域后双击填充柄 

（8） 在 Excel中插入新的一列时，新插入的列总是在当前列的____。 

（A）右侧      （B）左侧 

（C）可以由用户选择插入位置 （D）不同的版本插入位置不同 

（9） 在 Excel中插入新的一行时，新插入的行总是在当前行的____。 

（A）上方      （B）下方 

（C）可以由用户选择插入位置 （D）不同的版本插入位置不同 

（10） 已知 A1单元格的存储值为 0.789，如果将其数字格式设置为“数值”、小数

位数设置为“1”位，则当 A1单元格参与数学运算时，数值为____。 

（A）0.7   （B）0.789  （C）0.8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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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格式刷的作用是：____。 

（A）输入格式   （B）复制格式 

（C）复制公式   （D）复制格式和公式 

（12） 在 Excel中，如果想让含有公式的单元格中的公式不被显示在编辑栏中，则

应该设置____。  

（A）该单元格为“锁定”状态 

（B）该单元格为“锁定”状态，并保护其所在的工作表 

（C）该单元格为“隐藏”状态 

（D）该单元格为“隐藏”状态，并保护其所在的工作表 

（13） 在一个工作簿中，不能进行隐藏的是____。 

（A）工作表 （B）行  （C）列  （D）一个单元格 

（14） 在 Excel中，关于公式计算，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____。  

（A）函数运算的结果可以是算术值，也可以是逻辑值 

（B）比较运算的结果是一个数值 

（C）算术运算的结果值最多有三种 

（D）比较运算的结果值可以有三种 

（15） 设 B3单元格中的数值为 20，在 C3和 D4单元格中分别输入=“B3”＋8和=B3

＋“8”，则____。 

（A）C3单元格与 D4单元格中均显示“28” 

（B）C3单元格中显示“#VALUE！”，D4单元格中显示“28” 

（C）C3单元格中显示“28”，D4单元格中显示“＃VALUE！” 

（D）C3单元格与 D4单元格中均显示“#VALUE！” 

（16） 关于嵌套函数，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____。 

（A）只有逻辑函数才可以进行嵌套 （B）只有同名的函数才可以进行嵌套 

（C）函数嵌套最多允许三层   （D）对于函数嵌套，先计算的是最里层 

（17） 设在 A1:A20 区域中已输入数值数据，为了在 B1:B20区域的 Bi单元格中计

算出 A1:Ai区域（i＝1，2，„„，20）中的各单元格内数值之和，应该在 B1单元格中

输入公式____，然后将其复制到 B2:B20区域中即可。 

（A）=SUM（A$1:A$1）   （B）=SUM（$A$1:A$1）   

（C）=SUM（A$1:A1）   （D）=SUM（$A$1:$A$1） 

（18） 将 C1单元格中的公式“=A1+B2”复制到 E5 单元格中，则 E5 单元格中的公

式是____。 

（A）=C1+D2  （B）=C5+D6  （C）=A3+B4 （D）=A5+B6 

（19） 如果在 A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A1+A$2”，然后将该公式复制到 F5单元格，

则 F5单元格中的公式为____。 

（A）=$A1+A$2  （B）=$A3+$A4  （C）=$F1+F$2   （D）=$A3+F$2 

（20） 已知 A3，B3，C3，D3，E3 单元格中分别存放的是学生甲的各科成绩，如果

要在 F3单元格中计算学生甲的平均成绩，则以下公式中不正确的是____。 

（A）=SUM(A3:E3)/COUNT(A3:E3) 

（B）=AVERAGE(A3:E3)/COUNT(A3:E3) 

（C）=(A3+B3+C3+D3+E3)/COUNT(A3:E3) 

（D）=AVERAGE(A3:E3) 

（21） 在 Excel 工作表中，要统计 A1:C5 区域中数值大于等于 30 的单元格个数，

应该使用公式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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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OUNT（A1:C5，“>=30”）  （B）=COUNTIF（A1:C5，>=30） 

（C）=COUNTIF（A1:C5，“>=30”） （D）=COUNTIF(A1:C5，>=“30”) 

（22） 如果 B2:B10 区域中是某单位职工的工龄，C2:C10区域中是职工的工资，求

工龄大于 5年的职工工资之和，应该使用公式____。 

（A）=SUMIF（B2:B10，“>5”，C2:C10） 

（B）=SUMIF（C2:C10，“>5”，B2:B10） 

（C）=SUMIF（C2:C10，B2:B10，“>5”） 

（D）=SUMIF（B2:B10，C2:C10，“>5”） 

（23） 在 Excel中，如果想用鼠标选择不相邻的单元格区域，在使用鼠标的同时，

需要按住____键。 

（A）Alt  （B）Ctrl （C）Shift （D）Esc 

（24） 下列____是 Excel工作表的正确区域表示。 

（A）Al#D4 （B）A1..D4 （C）A1:D4 （D）A1>D4 

（25） 对 D5单元格，Excel的绝对引用写法是____。 

（A）D5  （B）D$5 （C）$D$5 （D）$D5 

（26） Excel 引用单元格时，列标前加“$”符号，而行号前不加；或者行号前加

“$”符号，而列标前不加，这属于____。 

（A）相对引用  （B）绝对引用 （C）混合引用 （D）以上说法都不对 

（27） 在 Excel中，如果想要选择连续的单元格区域，可以先单击区域左上角单元

格，然后，在单击区域右下角单元格时，需要按住____键。 

（A）Ctrl  （B）Shift （C）Alt （D）Esc 

（28） 引用单元格时，列标和行号前都加“$”符号，这属于____。 

（A）相对引用  （B）绝对引用 （C）混合引用 （D）以上说法都不对 

（29） Excel中，日期型数据“2011年 3月 21日”的正确输入形式是____。 

（A）2011-3-21 （B）2011.3.21 （C）2011,3,21 （D）2011:3:21 

（30） Excel工作表中，D2:E4区域所包含的单元格个数是____。 

（A）5   （B）6   （C）7   （D）8 

（31） Excel工作表中，不正确的单元格地址是____。 

（A）C$66  （B）$C66 （C）C6$6 （D）$C$66 

（32） Excel工作表中，在某单元格内输入数字 123，不正确的输入形式是____。 

（A）123  （B）=123 （C）+123 （D）*123 

（33） Excel工作表中，正确的 Excel公式形式为____。 

（A）=B3*Sheet3!A2  （B）=B3*Sheet3$A2 

（C）=B3*Sheet3:A2  （D）=B3*Sheet3%A2 

（34） Excel工作簿中，有关移动和复制工作表的说法正确的是____。 

（A）工作表只能在所在工作簿内移动不能复制 

（B）工作表只能在所在工作簿内复制不能移动 

（C）工作表可以移动到其他工作簿内，不能复制到其他工作簿内 

（D）工作表可以移动到其他工作簿内，也可复制到其他工作簿内 

（35） 用图表类型表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时效果最好的是____。 

（A）层叠条 （B）条形图  （C）折线图  （D）饼图 

（36） 数据透视表中的汇总方式有：____。 

（A）求和  （B）计数 （C）平均值  （D）最大值  （E）最小值 

选择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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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2）B    （3）C    （4）B    （5）C 

（6）D    （7）A    （8）B    （9）A    （10）B 

（11）B   （12）D （13）D   （14）A （15）B 

（16）D   （17）C   （18）B   （19）D   （20）B 

（21）C   （22）A （23）B   （24）C   （25）C 

（26）C   （27）B   （28）B   （29）A   （30）B 

（31）C   （32）D   （33）A   （34）D   （35）Ｃ 

（36）A、B、C、D、E 

 

2．判断题 

（1） 在向单元格中输入小数时，小数点是必须手工输入的。 

（2） 在向单元格中输入百分数时，百分数的符号“%”可以设置为自动显示格式。 

（3） Excel 只允许用户修改或删除自己定义的填充序列，而不允许用户修改或删

除系统原有的内置填充序列。 

（4） 使用填充柄不但可以复制数据，还可以复制公式。 

（5） 在单元格中，使用不同的数字格式不仅可以改变单元格中数字的表现形式，

而且可以改变数字本身的存储值。 

（6） 在 Excel的公式中，可以引用其他工作表中的某个单元格或区域。 

（7） 函数中的参数只能是数字、文本或单元格，而不能是其他函数。 

（8） 当引用区域中有数值、字符和空单元格时，COUNT 函数与 COUNTA 函数的统

计结果相同。 

（9） 在 Excel中，数据透视表实际上是一种对大量数据进行快速汇总和建立交叉

列表的交互式表格。 

（10） 对于数据透视表，既可以使用 Excel 的数据列表作为数据源（要分析的数

据），也可以使用外部数据源。 

（11） 数据透视表与一般的工作表不同，一般不允许对数据透视表进行各种形式的

格式设置。 

（12） 在数据透视表上不能进行排序。 

判断题答案 

（1）错误 （2）正确 （3）正确 （4）正确 （5）错误 

（6）正确 （7）错误 （8）错误 （9）正确 （10）正确 

（11）错误 （12）错误 

 

3．填空题 

（1） 在 Excel中，如果想用鼠标选择不相邻的单元格区域，在使用鼠标的同时，

需要按住________键；如果想要选择连续的单元格区域，可以先单击区域左上角单元格，

然后，在单击区域右下角单元格时，需要按住________键。 

（2） 当单元格中的内容发生变化时，其显示格式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会“变

化”的格式称为__________。 

（3） 如果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多种形式的快速汇总，最方便的方法是使用

Excel的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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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表中第 4 行第 6列的单元格地址为__________。 

（5） __________函数用于计算平均数，__________函数用于求最大值。 

（6） D6 单元格中有公式“=$B$2”，将 D6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E9 单元格，则 E9

单元格的公式为__________。 

（7） C5 单元格中有公式“=C2”，将 C5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D7 单元格，则 D7 单

元格的公式为__________。 

填空题答案 

（1） Ctrl、Shift 

（2） 条件格式 

（3） 数据透视表 

（4） F4 

（5） AVERAGE，MAX 

（6） =$B$2 

（7） =D4 

 

4．简答题 

（1） 简述 Excel2010中单元格、工作表、工作簿之间的关系。 

（2） 要在工作表的单元格中快速输入数据序列，可用什么方法完成？ 

（3） 什么是相对引用？什么是绝对引用？什么是混合引用？ 

（4） 如何创建一个“春、夏、秋、冬”的填充序列？简述操作步骤。 

（5） 举出一个在你的学习生活中，用到 IF 函数嵌套的例子，并写出这个公式的

完整内容。 

简答题答案略 

7.2  本章实验①
 

实验 7.1 使用 Excel 条件格式查找重复值 

实验目的 

（1）熟悉 Excel的条件格式。 

（2）使用 Excel条件格式查找重复值。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有一份含有重复学号的数据，用 Excel条件格式将重复学号查找出来。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1）.xlsx”。 

实验步骤 

1． 选中要查找重复值的数据区域 

选中 A2:A11区域，如图 7-1所示。 

                                                        
① 本章中使用到的实验素材源文件，请登录本书配套的网站下载（请参见书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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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选中 A2:A11区域 

2． 设置条件格式查找重复值 

（1）在“开始”选项卡的“样式”组中，单击“条件格式”下拉按钮，在展开的

下拉菜单中，单击“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展开下一级菜单，如图 7-2所示。 

 

图 7-2 “条件格式”下拉菜单中的“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 

（2）单击“重复值”，打开“重复值”对话框。 

（3）在“重复值”对话框中，在左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重复”，在右侧的下拉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条件格式（这里保留默认的“浅红填充色深红色文本”），如图 7-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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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设置条件格式的“重复值”对话框 

（4）单击“确定”按钮，结果如图 7-4所示。 

 

图 7-4 设置条件格式查找重复值 

实验 7.2 使用 Excel 条件格式设置单元格图形效果 

实验目的 

（1）熟悉 Excel的条件格式。 

（2）使用 Excel条件格式设置单元格图形效果。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1）使用“数据条”直观分析销售数据。 

（2）使用“色阶”创建热图。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2）.xlsx”。 

实验步骤 

1． 使用“数据条”直观分析销售数据 

“数据条”从外观上主要分为“渐变填充”和“实心填充”。 

有一份销售数据（如图 7-5所示），可以使用“数据条”来更加直观地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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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 销售数据 

（1）在“数据条”工作表中，选中需要设置条件格式的 B2:B16区域。 

（2）在“开始”选项卡的“样式”组中，单击“条件格式”下拉按钮，在展开的

下拉菜单中，单击“数据条”，如图 7-6所示。 

 

图 7-6 设置“渐变填充”中的“蓝色数据条”条件格式样式 

（3）在展开的下一级菜单中，用户可以移动鼠标在各种样式中逐一滑过，被选中

的 B2:B16区域会同步显示出相应的效果。如果要使用“渐变填充”中的“蓝色数据条”，

只要使用鼠标单击选中“蓝色数据条”样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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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以使用同样的操作，将 C2:C16区域设置成“实心填充”中的“红色数据条”

条件格式样式，结果如图 7-7所示。 

数据条的长短可以直观地反映数据值的大小。 

 

图 7-7 “数据条”条件格式中的两种样式 

2． 使用“色阶”创建热图 

“色阶”可以用色彩直观地反映数据大小，形成热图。“色阶”预置了包括 6种“三

色刻度”和 6 种“双色刻度”在内的 12 种外观，用户可以根据数据的特点选择不同的

种类。 

有南京市 2012 年的月平均气温数据（如图 7-8所示）。使用“色阶”可以使各月气

温数据直观地呈现出来。 

 
图 7-8 南京市 2012年月平均气温数据 

（1）在“色阶”工作表中，选中需要设置条件格式的 B4:N4区域。 

（2）在“开始”选项卡的“样式”组中，单击“条件格式”下拉按钮，在展开的

下拉菜单中单击“色阶”，如图 7-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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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设置“色阶”中的“红－黄－绿色阶”条件格式样式 

（3）在展开的下一级菜单中，用户可以移动鼠标在各种样式中逐一滑过，被选中

的 B4:N4 区域会同步显示出相应的效果。如果要使用“红－黄－绿色阶”，只要使用鼠

标单击选中“红－黄－绿色阶”样式即可。 

（4）设置“红－黄－绿色阶”条件格式后的效果如图 7-10所示。红、黄、绿三色

色阶的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2012 年一年内南京市各月平均气温的变化情况，形成数

据变化的“热图”。 

 
图 7-10 “色阶”条件格式中的一种样式（红－黄－绿色阶） 

实验 7.3 使用 Excel 实现“指数爆炸” 

实验目的 

（1）熟悉 Excel的自动填充数据和公式的功能。 

（2）掌握用公式来完成各种算术运算，熟悉公式的用法。 

（3）理解相对引用的含义。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软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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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cel 实现“指数爆炸”。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叫吉米的百万富翁，一天，

他碰上一件奇怪的事，一个叫韦伯的人对他说，我想和你定个合同，我将在整整一个月

中每天给你 10万元，而你第一天只需给我一分钱，以后每天给我的钱是前一天的两倍。

吉米说：“真的？！你说话算数？”合同开始生效了，吉米欣喜若狂，第 1 天吉米支出

1分钱，收入 10万元；第 2天吉米支出 2分钱，收入 10万元；第 3天吉米支出 4分钱，

收入 10 万元；第 4 天吉米支出 8 分钱，收入 10 万元；„„到了第 10 天，吉米共得到

100万元，而总共才付出 10元 2角 3分。到了第 20天，吉米共得到 200万元，而韦伯

才得到 1048575分，共 1万元多点。吉米想：要是合同定两个月，三个月该多好！可是

从第 21天起，情况发生了变化。第 21天吉米支出 1万多元，收入 10万元。到第 28天，

吉米支出 134万多元，收入 10万元。结果吉米在一个月（31天）内得到 310万元的同

时，共付给韦伯 2147483647 分，也就是 2000多万元！吉米破产了。 

这个故事一定会让你吃惊，开始微不足道的数字，两倍两倍地增长，会变得这么巨

大！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吉米碰到了“指数爆炸”。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3）.xlsx”。 

温馨提示：题目中货币的单位有“万元”、“角”、“分”。利用 Excel 实现时，为了

便于比较，单位统一为“元”。 

实验步骤 

1． 建立初始表格，输入标题和数据 

（1）在一张新工作表中，输入如图 7-11所示的标题和数据，其中标题“吉米收到”

和“韦伯收到”，采用 2个单元格“合并后居中”的对齐方式。 

 

图 7-11 输入标题和数据 

（2）设置 10 万元的格式。选中 B3 单元格，在“开始”选项卡的“数字”组（如

图 7-12 所示）中，单击“千位分隔样式”按钮 ，然后单击 2 次“减少小数位数”按

钮 。 

 

图 7-12 “开始”选项卡的“数字”组 

（3）设置 1分钱的格式。选中 D3单元格，在“开始”选项卡的“数字”组（如图

7-12所示）中，单击“千位分隔样式”按钮 。 

（4）将表格居中，并使字体加粗。首先，用鼠标单击 A 列的列标签，然后按住鼠

标左键不放，向右拖动，选中相邻连续的 A:E列（共 5列），如图 7-13所示。此时，第

E列右侧的提示框内显示“5C”，表示当前选中了 5列（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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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选中相邻连续的 A:E列（共 5列） 

（5）在“开始”选项卡的“对齐方式”组中，单击“居中”按钮 ，再在“开始”

选项卡的“字体”组中，单击“加粗”按钮 ，结果如图 7-14所示。 

 

图 7-14 将表格居中，并使字体加粗后的结果 

（6）自动填充数据。选中 A3 单元格，向下拖动填充柄到 A33 单元格，如图 7-15

所示，即可在 A4:A33区域中依次进行“第 2天”、“第 3天”、„„、“第 31天”的自动

填充。 

 

图 7-15 快速填充第几天的操作 

2． 输入公式 

（1）计算吉米第 1天的收入（合计）。在 C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B3”。 

（2）计算韦伯第 1天的收入（合计）。在 E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D3”。 

（3）计算吉米第 2天的收入。在 B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B3”。 

（4）计算吉米到第 2 天为止的总收入（合计）。在 C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3+B4”。 

（5）计算韦伯第 2天的收入。在 D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2*D3”。如图 7-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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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6 吉米每天支付给韦伯的钱是前一天的两倍（相对引用） 

（6）计算韦伯到第 2 天为止的总收入（合计）。在 E4单元格中输入公式“=E3+D4”。 

3． 将第 2天的公式复制到第 3～31天 

（1）选中如图 7-17 所示的 B4:E4（4 个单元格）区域，然后双击填充柄，即可得

到第 3～31天吉米和韦伯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图 7-17 选中 B4:E4（4个单元格）区域 

（2）选中需要调整列宽的 A:E列（共 5列）
①
，将鼠标放置在所选列的其中相邻两

列（如 C列和 D列）的列标签之间，此时鼠标箭头显示为一个黑色双向箭头，如图 7-18

所示。 

 

图 7-18 选中 A:E列，将鼠标放置在所选列的其中相邻两列的列标签之间（黑色双向箭

头） 

（3）双击鼠标左键即可完成“自动调整列宽”的操作，也就是将根据各列的内容

同时设置最适合的列宽，结果如图 7-19所示。 

                                                        
①具体操作步骤：首先，用鼠标单击 A 列的列标签，然后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向右拖动，选中相邻连续

的 A:E 列（共 5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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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吉米和韦伯一个月合同期内每天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冻结窗格”前） 

（4）为了便于滚动浏览查看数据，将第 1～2 行标题固定在表格顶端。单击选中

A3单元格，如图 7-20所示。 

 

图 7-20 单击选中 A3单元格 

（5）在“视图”选项卡的“窗口”组中，单击“冻结窗格”下拉按钮，在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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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菜单（如图 7-21所示）中，单击选择“冻结拆分窗格”。这时在第 3行的上边框出

现一条水平方向的黑色冻结线。 

 

图 7-21 “视图”选项卡“窗口”组中的“冻结窗格”下拉菜单 

（6）黑色冻结线上方的第 1～2 行标题都被“冻结”。当沿着垂直方向滚动浏览表

格内容时，第 1～2行标题保持不变且始终可见。结果如图 7-22所示。 

 
图 7-22 吉米和韦伯一个月合同期内最后几天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冻结窗格”后） 

实验 7.4 制作某公司的销售预测表 

实验目的 

（1）熟悉 Excel的自动填充数据和公式的功能。 

（2）掌握用公式来完成各种算术运算，熟悉公式的用法。 

（3）理解相对引用、绝对引用和混合引用的含义。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软件。 

实验内容 

利用 Excel作销售预测。已知某公司 2012年的销售收入为 500万元及各项成本与

开支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并预测了公司每年的销售增长率。根据以上数据预测以后 4年

（2013－2016年）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4）.xlsx”。 

实验步骤 

1． 建立初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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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新工作表中，输入如图 7-23所示的初始表格。其中需要注意的是： 

（1）在输入年份时，可以使用填充柄进行序列填充。 

（2）表格的大标题“某公司销售预测”及标题“原始数据输入区域”、“计算区域”

等，采用多个单元格“合并后居中”的对齐方式。 

（3）边框线的设置。 

（4）字体、字型、字号及对齐方式的选择。 

（5）数字格式（如“百分比样式”）的选择。 

 

图 7-23 销售预测表的布局 

2． 在“计算区域”中写出 2012年销售收入公式 

在 B15单元格中，输入 2012年销售收入公式“=B5”，如图 7-24所示。 

 
图 7-24 在 B15单元格中，输入 2012 年销售收入公式 

3． 完成 2013－2016 年销售收入预测 

预测公式为：今年的销售收入＝（1＋年增长率）×去年的销售收入。 

（1）写出 2013年销售收入预测公式。即在 C15单元格中输入公式“=(1+C6)*B15”，

如图 7-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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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在 C15单元格中，输入 2013年销售收入预测公式（相对引用） 

（2）将 2013 年销售收入预测公式复制到 2014－2016 年中。单击 C15 单元格，然

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F15 单元格，如图 7-26 所示。即可将 C15 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D15:F15区域。 

 
图 7-26 单击 C15单元格，然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F15单元格 

4． 填写 2012－2016 年各项成本与开支（售货成本、管理费和市场费） 

各项成本与开支分别为：销售收入×该项目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1）计算 2012年的售货成本、管理费和市场费。 

方法 1：采用混合引用。 

① 先计算 2012 年的售货成本。即在 B18 单元格中输入公式“=B$15*$B9”，如图

7-27所示。 

温馨提示：公式中的 B$15 是行绝对列相对混合引用（售货成本会随着不同年份销

售收入而变化，但都固定在第 15行）；$B9是行相对列绝对混合引用（固定在 B列，各

项目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图 7-27 在 B18单元格中，输入 2012年售货成本公式（混合引用） 

② 将 B18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2012年的管理费和市场费。单击 B18单元格，然后

向下拖动填充柄到 B20单元格，如图 7-28所示。即可将 B18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B19:B20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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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8 单击 B18单元格，然后向下拖动填充柄到 B20单元格 

方法 2：采用相对引用和绝对引用，分别填写以下计算公式。 

① 在 B18单元格中输入售货成本的公式“=B15*$B$9”。 

② 在 B19单元格中输入管理费的公式“=B15*$B$10”。 

③ 在 B20单元格中输入市场费的公式“=B15*$B$11”。 

（2）复制 2012年的公式到 2013－2016年。选中 B18:B20（3个单元格）区域，然

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F列，如图 7-29所示。即可将 B18:B20 区域的公式复制到 C18:F20

区域。 

 

图 7-29 单击 B18:B20（3个单元格）区域，然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F列 

5． 填写 2012－2016 年成本与开支总费用 

成本与开支总费用为售货成本、管理费和市场费的总和。 

方法 1：使用“自动求和”按钮 输入公式。 

① 选中 B21:F21（5个单元格）区域，如图 7-30所示。 

 

图 7-30 选中 B21:F21（5个单元格）区域 

② 在“公式”选项卡的“函数库”组中，单击“自动求和”按钮 ，即可得到汇

总结果，如图 7-31 所示。可以看到，在 B21 单元格中自动输入求和函数公式

“=SUM(B18: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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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1 在 B21:F21（5个单元格）区域中，自动输入总费用求和公式 

方法 2：先输入 2012 年的总费用求和公式，然后复制到 2013－2016年。 

① 写出 2012年的总费用求和公式。在 B21单元格中输入公式“=SUM(B18:B20)”

或“=B18+B19+B20”。 

② 复制 2012年的求和公式到 2013－2016年。单击 B21单元格，然后向右拖动填

充柄到 F21单元格，即可将 B21单元格的求和公式复制到 C21:F21区域。 

6． 计算 2012－2016 年净利润 

净利润的计算公式为：销售收入－总费用。 

（1）计算 2012年的净利润。在 B23单元格中输入公式“=B15-B21”，如图 7-32

所示。 

 

图 7-32 在 B23单元格中，输入 2012 年净利润公式 

（2）将 2012年的净利润公式复制到 2013－2016年。单击 B23单元格，然后向右

拖动填充柄到 F23单元格，如图 7-33所示。即可将 B23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C23:F23

区域。 

  
图 7-33 单击 B23单元格，然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F23 单元格 

7． 计算 5年的总利润 

总利润为 2012－2016 年净利润的总和。 

（1）单击 G23单元格，然后在“公式”选项卡的“函数库”组中，单击“自动求

和”按钮 ，将自动得到“=SUM(B23:F23)”的公式。 

（2）单击“编辑栏”中的“输入”按钮 ，完成求和。结果如图 7-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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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4 销售预测表的计算结果 

实验 7.5 对中国大学 100强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排名 

实验目的 

（1）利用 RANK.EQ（或 RANK）函数，对“中国大学 100强” 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

排名。 

（2）熟悉 Excel公式的复制和填充。 

（3）理解相对引用和混合引用的含义。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软件。 

实验内容 

有如图 7-35所示的中国校友会网 2013中国大学排行榜 100强，利用 Excel2010 的

RANK.EQ（或 RANK）函数对“中国大学 100强”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排名。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5）.xlsx”中的“中国校友会网 2013 中

国大学排行榜 100强”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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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5 中国校友会网 2013中国大学排行榜 100强（节选） 

实验步骤 

1. 输入第 1 所大学的总分排名公式 

如图 7-36所示，在 I3单元格中输入以下的美式最高排名公式： 

=RANK.EQ(E3,E$3:E$102) 

表示要根据每所大学的总分（E3 是第 1 所大学的总分），在 E$3:E$102 区域的 100

所大学总分中，按默认的降序方式进行排位（高分者在前）。 

温馨提示：公式中的 E3 是相对引用，E$3:E$102 是行绝对列相对混合引用（固定

在第 3～102行，第 1～100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 

 

图 7-36 根据“总分”进行美式排名（RANK.EQ函数，相对引用，混合引用） 

2. 复制第 1 所大学的总分排名公式到其他三项评价指标 

（1）选中 I3单元格，然后向右拖动填充柄到 L3单元格，结果如图 7-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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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7 向右拖动 I3单元格的填充柄到 L3单元格，填充区域右下角显示“自动填充选

项”按钮 

（2）单击“自动填充选项”按钮，在展开的选项中，单击选中“不带格式填充”，

如图 7-38所示。这样可以实现只复制公式，不复制格式。 

 

图 7-38 单击“自动填充选项”按钮，再单击选中“不带格式填充” 

（3）复制公式后，第 1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公式如表 7-1所示。 

表 7-1 第 1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公式 

评价指标 单元格 公式 

总分 I3 =RANK.EQ(E3,E$3:E$102) 

科学研究 J3 =RANK.EQ(F3,F$3:F$102) 

人才培养 K3 =RANK.EQ(G3,G$3:G$102) 

综合声誉 L3 =RANK.EQ(H3,H$3:H$102) 

3. 将第 1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公式复制到第 2～100所大学 

（1）选中 I3:L3（4 个单元格）区域，然后双击填充柄，即可得到第 2～100 所大

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结果如图 7-39所示。 

（2）单击“自动填充选项”按钮，在展开的选项中，单击选中“不带格式填充”，

这样可以实现只复制公式，不复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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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9 对中国大学 100强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美式排名结果（节选） 

4. 第 1～2 行标题固定在表格顶端 

为了便于滚动浏览查看数据，将第 1～2行标题固定在表格顶端。选中 A3单元格，

在“视图”选项卡的“窗口”组中，单击“冻结窗格”下拉按钮，在展开的下拉菜单（如

图 7-21所示）中，单击选择“冻结拆分窗格”。这时在第 3行的上边框出现一条水平方

向的黑色冻结线。 

5. 查看某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 

对 100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排名后，可以查看某所大学的各项评价指标的排

名情况。如查看“中国人民大学”，可知其各项评价指标的排名如表 7-2 所示。也就是

说，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排名比较靠前。 

表 7-2 中国人民大学各项评价指标的得分和排名 

评价指标 总分 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 综合声誉 

得分 72.36 17.32 41.72 32.52 

排名 12 28 6 13 

实验 7.6 制作某商店的销售统计日报表 

实验目的 

熟练利用公式来完成各种算术运算，进一步掌握较复杂公式和函数嵌套的用法。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软件。 

实验内容 

某超市在 2013年 6月推出以下促销新措施： 

（1）凡购买 A类商品可以享受 7折的优惠，凡购买 B类商品可以享受 8折的优惠，

凡购买 C类商品可以享受 9折的优惠，购买其他商品（用代码 N表示）没有折扣优惠； 

（2）如果购买金额超过 1000元，超出 1000元的部分还可以打 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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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外，持有贵宾卡（用代码 1表示）的顾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享受 95折的

优惠。 

现有 6月 26日的流水销售情况，已知其中一些基本数据，要求利用 Excel统计最

后的金额，并按要求进行各项数据统计。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6）.xlsx”。 

实验步骤 

1． 建立初始表格 

在一张新工作表中，输入如图 7-40所示的初始表格。其中需要注意的是： 

（1）在输入文本型“流水号”时，可以使用填充柄进行序列填充。 

（2）报表的大标题，采用多个单元格“合并后居中”的对齐方式。 

（3）边框线的设置。 

（4）字体、字型、字号及对齐方式的选择。 

（5）数字格式（如“保留两位小数”等）的选择。 

 

图 7-40 销售统计日报表的布局 

2． 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类别折扣后金额”公式 

此处仅考虑商品类别折扣优惠，不考虑其他折扣优惠。如图 7-41所示，在 E3 单元

格中输入如下公式： 

=IF(C3="A",D3*0.7,IF(C3="B",D3*0.8,IF(C3="C",D3*0.9,D3))) 

温馨提示：由于所有类别商品都须采用统一的公式进行计算，所以在设计公式时，

应考虑所有类别商品的折扣优惠情况，避免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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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1 在 E3单元格中，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类别折扣后金额”公式 

3． 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超千元折扣后金额”公式 

如图 7-42所示，在 F3单元格中输入如下公式： 

=IF(E3>=1000,1000+(E3-1000)*0.9,E3) 

  
图 7-42 在 F3单元格中，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超千元折扣后金额”公式 

4． 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贵宾卡折扣后金额”公式 

如图 7-43所示，在 G3单元格中输入如下公式： 

=IF(B3=1,F3*0.95,F3) 

 
图 7-43 在 G3单元格中，输入流水号为“0001”商品的“贵宾卡折扣后金额”公式 

5． 输入其他流水号商品的“类别折扣后金额”、“超千元折扣后金额”和“贵宾卡

折扣后金额”公式 

选中 E3:G3（3 个单元格）区域（如图 7-44 所示），然后双击填充柄，即可得到流

水号为“0002”～“0018”商品的“类别折扣后金额”、“超千元折扣后金额”和“贵宾

卡折扣后金额”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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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4 选中 E3:G3（3 个单元格）区域 

6． 对各类商品进行分类统计 

（1）统计 A类商品的销售金额。在 J3单元格中输入如下公式： 

=SUMIF($C$3:$C$20,I3,$G$3:$G$20)  

（2）向下拖动 J3单元格的填充柄到 J6单元格，如图 7-45所示。即可统计其他三

类商品的销售金额。 

 

图 7-45 向下拖动 J3单元格的填充柄到 J6单元格 

7． 统计当日的销售总金额 

（1）单击 J7单元格，然后在“公式”选项卡的“函数库”组中，单击“自动求和”

按钮 ，将自动得到“=SUM(J3:J6)”的公式。 

（2）单击“编辑栏”中的“输入”按钮 ，完成求和。结果如图 7-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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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6 销售统计日报表的计算和统计结果 

实验 7.7 制作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柱形图 

实验目的 

（1）掌握在 Excel2010中创建柱形图的方法。 

（2）掌握在 Excel2010中修饰柱形图的方法。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有一组如表 7-3所示的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数据，利用 Excel2010制作如图 7-47

所示的柱形图。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7）.xlsx”。 

表 7-3 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 

产品 一月 二月 三月 合计 

A产品 6687  6001  8135  20823  

B产品 5023  4950  4356  14329  

C产品 5896  8003  6118  20017  

合计 17606  18954  18609  5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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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7 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柱形图 

实验步骤 

1. 选择柱形图的数据源 

选择图表所需的数据 A2:D5 区域（注意：不包括第 1 行的标题、第 6 行的合计、E

列的合计），如图 7-48所示。 

 

图 7-48 选择柱形图的数据源（A2:D5 区域） 

2. 创建柱形图 

（1）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柱形图”，展开柱形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4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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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9 柱形图的子图表类型（“二维柱形图”中的“簇状柱形图”） 

（2）在“二维柱形图”中，单击“簇状柱形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柱形图，如图

7-50所示。 

 
图 7-50 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柱形图（未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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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饰柱形图 

（1）显示图表标题。选中图表，在“布局”选项卡的“标签”组中，单击“图表

标题”，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图表上方”，如图 7-51 所示。 

 

图 7-51 图表“布局”选项卡中的“图表标题”及其展开的列表 

（2）在图表标题中输入“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结果如图 7-52所示。 

 

图 7-52 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柱形图（显示图表标题） 

（3）设置图表样式。选中图表，在“设计”选项卡的“图表样式”库中，单击右

侧的下拉扩展按钮，打开整个“图表样式”库，如图 7-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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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3 在“设计”选项卡的“图表样式”库中，单击右侧的下拉扩展按钮，打开整个

“图表样式”库（二维簇状柱形图，样式 26） 

（4）单击选中“样式 26”图标按钮，结果如图 7-54所示。 

 

图 7-54 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柱形图（设置图表样式，样式 26） 

（5）设置图表区阴影。选中图表后双击，打开“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在“阴

影”选项卡，在“预设”下拉列表中，单击选中“外部”组中“右下斜偏移”图标按钮，

如图 7-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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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5 “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阴影”选项卡，“外部”中的“右下斜偏移”） 

（6）在“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7）设置图表字号。选中图表，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组中，设置字号为

“10”。 

（8）设置图表标题字号。选中图表标题“三种产品第一季度销售情况”，在“开始”

选项卡的“字体”组中，设置字号为“10.5”,结果如图 7-47所示。 

实验 7.8 制作人均寿命折线图 

实验目的 

（1）掌握在 Excel2010中创建折线图的方法。 

（2）掌握在 Excel2010中修饰折线图的方法。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有一组如表 7-4所示的人均寿命数据
①
，利用 Excel2010 制作如图 7-56所示的折线

                                                        
①摘自“孔庆东”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da3610100m2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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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8）.xlsx”。 

表 7-4 人均寿命数据 

年份 中国 印度 
世界 

平均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1950-1955 40.8 37.9 46.6 66 41 

1955-1960 44.6 40.9 49.5 68.3 44.2 

1960-1965 49.5 44 52.4 69.8 47.5 

1965-1970 59.6 47.3 56.1 70.5 52.2 

1970-1975 63.2 50.4 58.2 71.3 54.9 

1975-1980 65.3 53.9 60.2 72.1 57.2 

1980-1985 66.4 56 61.7 72.9 59 

1985-1990 67.4 57.6 63.2 74 60.6 

1990-1995 68.8 58.8 64 74.1 61.7 

1995-2000 70.4 60.5 65.2 75 63.1 

2000-2005 72 62 66.4 75.8 64.4 

2005-2010 73 63.5 67.6 77.1 65.6 

 

 

图 7-56 人均寿命折线图 

实验步骤 

1. 选择折线图的数据源 

先选取 A2:B14区域（年份和中国），然后在按住 Ctrl键的同时，再选取 D2:E14 区

域（世界平均和发达国家）。此时，选取两个不连续的数据区域（包括年份、中国、世

界平均和发达国家的数据，但不包括第 1 行的标题以及印度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如

图 7-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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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7 选择折线图的数据源（两个不连续的 A2:B14 区域和 D2:E14区域） 

2. 创建折线图 

（1）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折线图”，展开折线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58所示。 

 

图 7-58 折线图的子图表类型（“二维折线图”中的“带数据标记的折线图”） 

（2）在“二维折线图”中，单击“带数据标记的折线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折线图，

如图 7-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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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59 人均寿命折线图（未修饰） 

3. 修饰折线图 

（1）更改垂直（值）坐标轴的刻度。选中“垂直（值）轴”，如图 7-60示。 

 

图 7-60 在折线图中，选中“垂直（值）轴” 

（2）双击选中的“垂直（值）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组中，

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坐标轴选项”中更

改垂直（值）坐标轴的最小值、最大值和主要刻度。从图 7-57（或图 7-59）中可知，

在所选择的数据中，最小值为 40，最大值为 80。因此，对“最小值”选项单击“固定”，

然后在“最小值”框中输入“40”；对“最大值”选项单击“固定”，然后在“最大值”

框中输入“80”；对“主要刻度单位”选项单击“固定”，然后在“主要刻度单位”框中

输入“10”，如图 7-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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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1 “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数值轴，最小值固定为 40，最大值固定为 80，

主要刻度固定为 10） 

（3）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结果如图 7-62所示。 

 
图 7-62 人均寿命折线图（设置垂直轴格式，最小值 40，最大值 80，主要刻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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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图表大小。由于水平轴的年份倾斜显示，有时可以通过调整图表大小来

解决。选中图表，在图表的边框上会显示 8个控制点，将光标定位到右边框中间的控制

点上时，光标将变成双向箭头形状（如图 7-63所示），此时利用鼠标向右拖放即可调整

图表大小（适当向右拉宽，增加图表“宽度”，而图表“高度”不变）。 

 

图 7-63 向右拖放调整图表大小（图表右边框中间的控制点，光标变成双向箭头形状） 

（5）遗憾的是，这次通过调整图表大小并没有解决水平轴的年份倾斜显示问题。

在图表向右拉宽的基础上，通过更改图表中水平（类别）坐标轴的刻度来解决。选中“水

平（类别）轴”，如图 7-64示。 

 

图 7-64 在折线图中，选中“水平（类别）轴” 

（6）双击选中的“水平（类别）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组

中，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坐标轴选项”

中更改坐标轴标签之间的间隔。在“标签间隔”下单击“指定间隔单位”，然后在“指

定间隔单位”框中输入“1”，如图 7-65所示。 



 38 

 

图 7-65 “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类别轴，标签间隔为 1） 

（7）更改水平（类别）轴标签的对齐方式。在如图 7-65所示的“设置坐标轴格式”

对话框中，切换到“对齐方式”选项卡，在“文本版式”下的“自定义角度”框中，选

择旋转角度为“0”，如图 7-66所示。 



 39 

 

图 7-66 “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类别轴，对齐方式，自定义角度为 0） 

（8）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9）设置图表字号。选中图表，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组中，设置字号为

“10”，结果如图 7-56所示。 

实验 7.9 制作“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 

实验目的 

（1）掌握在 Excel2010中创建条形图的方法。 

（2）掌握在 Excel2010中修饰条形图的方法。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在“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2-2013）问卷”中，多选题【您心目中的“美丽中

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什么？】的调查结果如表 7-5所示（按百分比排序）。 

利用 Excel2010制作如图 7-67所示的条形图。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百姓心目中美丽中国最重要的要素前三位分别是社会安定、公

平正义和经济发展。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9）.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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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调查结果 

排名 选项 百分比 

1 生活安定 52.4% 

2 公平正义 38.8% 

3 经济发展 36.3% 

4 社会保障 36.1% 

5 道德风气 33.4% 

6 生态环境 25.4% 

7 社会关爱 23.1% 

8 国际形象 20.8% 

9 历史积淀 15.6% 

10 文化风尚 7.9% 

 

 

图 7-67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 

实验步骤 

1. 选择条形图的数据源 

选择图表所需的数据 C5:D15区域（包括选项和百分比，但不包括排名），如图 7-6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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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8 选择条形图的数据源（C5:D15区域） 

2. 创建条形图 

（1）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条形图”，展开条形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6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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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69 条形图的子图表类型（“二维条形图”中的“簇状条形图”） 

（2）在“二维条形图”中，单击“簇状条形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条形图，如图

7-70所示。 

 
图 7-70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未修饰） 

3. 修饰条形图 

（1）不显示图例。选中“图例”，按 Del键删除。 

（2）不显示网格线。选中“网格线”，按 Del键删除。 

（3）显示数据标签。选中图表，在“布局”选项卡的“标签”组中，单击“数据

标签”。在展开的列表（如图 7-71所示）中，单击“数据标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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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1 图表“布局”选项卡中的“数据标签”及其展开的列表 

（4）设置水平轴的数字格式。选中“水平（值）轴”，如图 7-72所示。 

 

图 7-72 在条形图中，选中“水平（值）轴” 

（5）双击选中的“水平（值）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组中，

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数字”选项卡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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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位数”框中输入“0”（指定小数位数为 0），如图 7-73所示。 

 

图 7-73 “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数字”选项卡，小数位数为 0） 

（6）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7）设置图表样式。在“设计”选项卡的“图表样式”库中，单击右侧的下拉扩

展按钮，打开整个“图表样式”库，如图 7-7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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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4 在“设计”选项卡的“图表样式”库中，单击右侧的下拉扩展按钮，打开整个

“图表样式”库（二维簇状条形图，样式 31） 

（8）单击选中“样式 31”图标按钮，结果如图 7-75所示。 

 

图 7-75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显示数据标签，设置水平

轴的数字格式，图表样式 31） 

（9）修饰图表标题。选中图表标题，将图表标题改为“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

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并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组中，将图表标题的字体设置为

“宋体”、字号设置为“10.5”。 

（10）设置图表区阴影。选中图表后双击，打开“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在“阴

影”选项卡，在“预设”下拉列表中，单击选中“外部”中的“右下斜偏移”图标按钮，

如图 7-55所示。 

（11）在“设置图表区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结果如图 7-7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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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6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修饰图表标题，设置图表

区阴影） 

（12）调整图表大小。选中图表，在图表的边框上会显示 8个控制点，将光标定位

到下边框中间的控制点上时，光标将变成双向箭头形状（如图 7-77所示），此时利用鼠

标向下拖放即可调整图表大小（适当向下拉长，增加图表“高度”，而图表“宽度”不

变）。 

 

图 7-77 向下拖放调整图表大小（图表下边框中间的控制点，光标变成双向箭头形状） 

（13）设置图表字号。选中图表，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组中，设置字号为

“10”。 

（14）设置图表标题字号。选中图表标题“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

个要素”，在“开始”选项卡的“字体”组中，设置字号为“10.5”,结果如图 7-78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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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8 您心目中的“美丽中国”，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条形图（倒序坐标轴前） 

（15）倒序坐标轴，也就是将图表的垂直（分类）坐标轴设置为逆序排列。选中“垂

直（类别）轴”，如图 7-7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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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9 在条形图中，选中“垂直（类别）轴” 

（16）双击选中的“垂直（类别）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

组中，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坐标轴选项”

中，单击选中“逆序类别”复选框，如图 7-8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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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0 “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类别轴，坐标轴选项，选中“逆序类别”） 

（17）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结果如图 7-67所示。

可以看到，在倒序坐标轴的同时，水平（值）轴也从图表的底部翻转到顶部。 

温馨提示：绘制“倒序坐标轴”条形图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演讲（在 PowerPoint

中放映）。演讲者在台上演讲时，台下（观众席）观众抬头看 PowerPoint时，主要数据

能看得更清楚些（不会被讲台所遮挡）。 

实验 7.10 使用 Excel 图表画函数图形 

实验目的 

掌握使用 Excel2010图表画函数图形（创建散点图、修饰散点图）的方法。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 软件。 

实验内容 

在 Excel2010 中作出函数
5 4 3 20.5 6 24.5 39 19.5 1y x x x x x      在区间[0，

5]上的图形，如图 7-8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 y有 2个极大值、2个极小值和 4个 0值。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10）.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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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1 函数图形（散点图） 

实验步骤 

1. 建立数据表 

在制作函数图形前必须先建立数据表。新建一个 Excel工作表，输入以下数据和公

式。 

（1）在 B6单元格中，输入 x的初始值“0”。 

（2）在 B7单元格中，输入 x的第 2个值（初始值＋步长）“0.2”。 

（3）自动填充 x值。选中 B6:B7（两个单元格）区域，向下拖动填充柄（如图 7-82

所示）到 B31单元格，即可在 B8:B31区域中以步长 0.2自动填充 x值。 

 

图 7-82 自动填充 x值的操作 

（4）在 C6单元格中，输入 y的计算公式（如图 7-83所示）： 

=0.5*B6^5-6*B6^4+24.5*B6^3-39*B6^2+19.5*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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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3 在 C6单元格中，输入 y的计算公式 

（5）选中 C6单元格，然后双击填充柄，即可将 C6单元格的公式复制到 C7:C31 区

域，结果如图 7-84所示。 

 

图 7-84 建立函数图形所需的数据 

2. 创建散点图 

（1）选择散点图的数据源。选择图表数据所在的 B6:C31区域。 

（2）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散点图”，展开散点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8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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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5 散点图的子图表类型（带平滑线的散点图） 

（3）单击“带平滑线的散点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散点图，如图 7-86所示。 

 
图 7-86 散点图（未修饰） 

3. 修饰散点图 

（1）不显示图例。选中“图例”，按 Del键删除。 

（2）不显示网格线。选中“网格线”，按 Del键删除。 

（3）更改水平（值）轴的最大值。选中“水平（值）轴”，如图 7-87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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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7 在散点图中，选中“水平（值）轴” 

（4）双击选中的“水平（值）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组中，

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坐标轴选项”中更

改水平（值）轴的最大值。由于 x的最大值为 5。因此，对“最大值”选项单击“固定”，

然后在“最大值”框中输入“5”。 

（5）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6）更改垂直（值）轴的最大值。选中“垂直（值）轴”，如图 7-88示。 

 

图 7-88 在散点图中，选中“垂直（值）轴” 

（7）双击选中的“垂直（值）轴”（或在“格式”选项卡的“当前所选内容”组中，

单击“设置所选内容格式”），打开“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在“坐标轴选项”中更

改垂直（值）轴的最大值。从图 7-86中可知，y的最大值小于 4（由于要保持“主要刻

度单位”为 2，因此，这里不更改最小值）。因此，对“最大值”选项单击“固定”，然

后在“最大值”框中输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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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设置坐标轴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 

（9）调整图表大小。选中图表，在图表的边框上会显示 8 个控制点，将光标定位

到左边框中间的控制点上时，光标将变成双向箭头形状（如图 7-89所示），此时利用鼠

标向右拖放即可调整图表大小（适当向右拉窄，减少图表“宽度”，而图表“高度”不

变）。结果如图 7-81所示。 

 

图 7-89 向右拖放调整图表大小（图表左边框中间的控制点，光标变成双向箭头形状） 

实验 7.11 散点图与折线图的区别 

实验目的 

（1）掌握在 Excel2010中绘制散点图和折线图的方法。 

（2）理解散点图与折线图的区别。 

实验环境 

Windows系统及 Excel2010软件。 

实验内容 

散点图与折线图非常相似，尤其是带直线和数据标记的散点图，看上去就像折线图

一样，但实际上这两种图表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散点图用于展示和比较数值，如统计数据。散点图在展示多个数据系列的数值间的

关系上很有用。可以将两组数字作为 XY坐标系中的一个数据系列绘制 XY散点图。 

折线图用于展示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在时间间隔相同时，折线图非常好用。 

选择折线图还是散点图，一般遵循以下原则：如果 X 轴的数据为非数字的，则使

用折线图；如果是数字的，则选择散点图。 

以下的实验将说明散点图与折线图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有一组如表 7-6 所示的 1990～2008 年销售数据（注意：时间间隔不同），利用

Excel2010制作如图 7-90所示的折线图和如图 7-91所示的散点图。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实验 7.11）.xlsx”。 

表 7-6 1990～2008年销售数据 

年份 销售额 

199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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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4.5 

2005 30.5 

2006 31.0 

2007 32.5 

2008 33.5 

 

 

图 7-90 如果 X轴的数据（时间）间隔不同，折线图将曲解结果（使结果变形） 

 

 

图 7-91 对于这组数据（1990～2008年销售），散点图更准确些 

实验步骤 

1. 创建折线图 

（1）选择折线图的数据源。选取 A1:B7区域（年份和销售额），如图 7-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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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2 选择图表所需的数据源（A1:B7区域） 

（2）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折线图”，展开折线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58所示。 

（3）在“二维折线图”中，单击“带数据标记的折线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折线图，

如图 7-93所示。 

 
图 7-93 1990～2008年销售情况折线图（未修饰，有两条折线） 

2. 修饰折线图（重新选择数据源） 

（1）单击选中图表，在“设计”选项卡的“数据”组中，单击“选择数据”，打开

“选择数据源”对话框，如图 7-9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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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4 折线图的“选择数据源”对话框（重新选择数据前） 

（2）在“图例项（系列）”框中，单击选择“年份”，然后单击“删除”按钮，删

除图 7-93中的“年份”折线。 

（3）在“水平（分类）轴标签”框中，单击“编辑”按钮，打开“轴标签”对话

框，如图 7-95所示。 

 

图 7-95 折线图的“轴标签”对话框（选择折线图的轴标签区域 A2:A7） 

（4）选择 A2:A7区域作为轴标签区域，单击“确定”按钮，返回如图 7-96所示的

“选择数据源”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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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6 折线图的“选择数据源”对话框（重新选择数据后） 

（5）单击“确定”按钮。重新选择数据源后的折线图如图 7-90所示。 

3. 创建散点图 

（1）选择散点图的数据源。选取 A1:B7区域（年份和销售额），如图 7-92所示。 

（2）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散点图”，展开散点图的“子图表

类型”，如图 7-97所示。 

 

图 7-97 散点图的子图表类型（带直线和数据标记的散点图） 

（3）单击“带直线和数据标记的散点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散点图，如图 7-9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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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本章进一步阅读材料 

7.3.1 使用 Excel图表实现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决定将各高校的后勤社会化。某从事餐饮业的企业家认为这是一

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他得到 10 组高校学生人数与周边饭店的季营业额的数据，如表 7-7

所示，并想根据高校的学生人数决策其投资规模。 

表 7-7 高校人数与周边饭店的季营业额数据 

饭店 学生人数（千人） 季营业额（千元） 

1 2 58 

2 6 105 

3 8 88 

4 8 118 

5 12 117 

6 16 137 

7 20 157 

8 20 169 

9 22 149 

10 26 202 

 

这是一个回归问题，如果能说明学生人数与饭店经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便可以根

据高校的学生人数来估计饭店的投资规模。图 7-98 是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的散点

图。 

 

图 7-98 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的散点图 

从图 7-98 中可以看出，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随

着学生人数的增加，饭店的季营业额呈上升趋势，所有数据点基本上落在一条直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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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元回归（一元线性回归、部分一元非线性回归，见图 7-105中的回归分析模

型），可利用 Excel图表来实现。Excel图表具有直观方便、易于理解等优点。 

下面是利用 Excel图表求解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过程，包括数据的输入要求、具体

操作过程及相关输出结果的解释。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一元线性回归分析）.xlsx”。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 Excel中输入数据，如图 7-99所示。一元回归分析要求自变量 x（学生人

数）在一列，因变量 y（季营业额）在另一列。为了方便绘制散点图，最好将自变量 x

放在左列，因变量 y放在相邻的右列。 

 

图 7-99 一元回归数据在 Excel中的格式 

（2） 选取自变量 x（学生人数）和因变量 y（季营业额）所在的数据区域 B2:C11，

作为散点图的数据源。 

（3） 在“插入”选项卡的“图表”组中，单击“散点图”，展开散点图的“子图

表类型”，如图 7-100所示。 

 

图 7-100 散点图的子图表类型（仅带数据标记的散点图） 

（4） 单击“仅带数据标记的散点图”，在工作表中插入散点图，如图 7-1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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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1 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的散点图（未修饰） 

（5） 不显示图例。选中“图例”，按 Del键删除。 

（6） 不显示网格线。选中“网格线”，按 Del键删除。 

（7） 显示横坐标轴标题。选中图表，在“布局”选项卡的“标签”组中，单击“坐

标轴标题”，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主要横坐标轴标题”，如图 7-102所示。  

 

图 7-102 图表“布局”选项卡中的“坐标轴标题”及其展开的列表 

（8） 在展开的下一级列表中单击“坐标轴下方标题”，在“坐标轴标题”中输入

“学生人数”。 

（9） 显示纵坐标轴标题。选中图表，在“布局”选项卡的“标签”组中，单击“坐

标轴标题”，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主要纵坐标轴标题”，在展开的下一级列表中单击“竖

排标题”，在“坐标轴标题”中输入“季营业额”。结果如图 7-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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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3 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的散点图（显示坐标轴标题） 

（10） 用鼠标单击任意一个数据点，激活散点图，再单击鼠标右键，打开快捷菜

单，如图 7-104所示。 

 
图 7-104 激活散点图，单击鼠标右键，打开快捷菜单，选择“添加趋势线” 

（11） 在打开的快捷菜单中，选中“添加趋势线”，打开如图 7-105所示的“设置

趋势线格式”对话框。在“趋势线选项”的“趋势预测／回归分析类型”中，保留默认

的“线性”，Excel 将显示一条拟合数据点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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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5 “设置趋势线格式”对话框（线性，显示公式,显示 R平方值） 

（12） 单击选中“显示公式”和“显示 R 平方值”。 

（13） 在“设置趋势线格式”对话框中，单击“关闭”按钮。即可得到回归直线

和一元回归方程（公式），如图 7-10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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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6 回归直线和一元回归方程（拖动“公式”前） 

（14） 单击选中“公式”，如图 7-107所示。 

 

图 7-107 回归直线和一元回归方程（选中“公式”） 

（15） 拖动“公式”到合适位置，以便能看清楚公式和 R 平方值，结果如图 7-98

所示。 

从图 7-106（或图 7-98）可知，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y＝5x＋60 

即：季营业额＝5×学生人数＋60 

也就是说，学生每增加（或减少）1 千人，饭店的季营业额平均增加（或减少）5

千元， 2R （决定系数）为 0.9027，表明学生人数可以大约解释 90％的饭店季营业额的

变化。学生人数与饭店季营业额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即学生的人数越多，饭店

的季营业额越大。 

根据求得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可以帮助企业家作出决策。假设企业家想投资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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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在一所有 2.5万名大学生的高校周边，即： 0 25x  （千人），代入方程： 

0 05 60 5 25 60 185y x      （千元） 

也就是说，如果该企业家想在一所有 2.5 万名大学生的高校周边开一家饭店，其投

资规模可按照季营业额为 18.5 万元来决策。 

7.3.2 使用 Excel“单变量求解”工具求解一元 n次方程 

对已知函数 ( )y f x ，给定 y的值，反过来求解 x的值。这是数学上的求解反函

数问题。Excel 的“单变量求解”工具可以直接求解各种一元方程（指仅包含一个未知

数的方程），特别是一元非线性方程的根。 

对于求解一元方程来说，借助“单变量求解”工具来求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如果要求下述一元四次（非线性）方程的根： 

4 23 8 1236x x x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求解一元方程）.xlsx”。 

借助“单变量求解”工具来求解的操作步骤如下： 

（1）输入标题、数值和公式，如图 7-108中的 A1:C6 区域所示。其中的 C3单元格

将存放 x的解（先给定一个试验解“0”），C6单元格将存放方程左边
4 23 8x x x  的计

算结果，公式为“=C3^4-3*C3^2+8*C3”，此时因为 C3 单元格的 x值为 0，所以 C6单元

格的计算结果也为 0。 

（2）选中公式所在的 C6单元格，然后在“数据”选项卡的“数据工具”组中，单

击“模拟分析”，在展开的列表中单击“单变量求解”。此时弹出“单变量求解”对话框，

Excel 自动将当前单元格 C6 填入“目标单元格”框中；在“目标值”框中输入方程右

边的值“1236”；指定“可变单元格”为 C3，如图 7-108所示。 

 

图 7-108 在“单变量求解”对话框中设置参数（求一元方程的根） 

（3）单击“确定”按钮后，弹出“单变量求解状态”对话框，显示已求得一个解。

此时 C3单元格显示的是一元方程的一个根。如图 7-10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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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09 求得一个解的“单变量求解状态”对话框 

（4）单击“确定”按钮，求解结果将得以保留。由此可以得到，一元方程

4 23 8 1236x x x   的其中一个解近似为整数 6。 

需要注意的是： 

（1）并非每个一元方程都有解，比如一元方程
2x =-1是没有根的。在这种情况下，

“单变量求解状态”对话框会告知用户无解，如图 7-110所示。 

 

图 7-110 无解时的“单变量求解状态”对话框 

（2）单变量求解有个缺点：部分一元非线性方程也许有不止一个根，但使用单变

量求解每次只能求得其中的一个根（因为只有一个可变单元格），且这个根与可变单元

格的初始值有关。如果尝试修改可变单元格的初始值，将有可能求得其他的根。如将图

7-108中的 C3单元格的初始值修改为“-5”，则可得到另一个近似解“-6.11367”。 

又如非线性模型，
5 4 3 20.5 6 24.5 39 19.5 1y x x x x x      ， [0,5]x ，其曲

线（散点图，画该函数图形的操作方法和步骤请参见本章实验 7.10）如图 7-111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有 4个根（y有 4个 0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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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1 非线性模型的散点图 

如图 7-112所示，将 I3单元格作为可变单元格，I6单元格作为目标单元格（要输

入公式）。 

 
图 7-112 输入一元非线性模型的标题、数值和公式 

当 x =0作为初始值输入可变单元格 I3时，单变量求解求出的一个根是 x =0.0577，

即图 7-111中最左边的那个根。 

当 x =1作为初始值输入可变单元格 I3时，单变量求解求出的一个根是 x =0.78455，

即图 7-111中从左边数的第 2个根。 

当 x =2作为初始值输入可变单元格 I3时，单变量求解求出的一个根是 x =2.3132，

即图 7-111中从左边数的第 3个根。 

当 x =4作为初始值输入可变单元格 I3时，单变量求解求出的一个根是 x = 3.7448，

即图 7-111中最右边的那个根。 

因此，如果能在单变量求解之前画出非线性模型的散点图，将有助于问题的求解，

也有助于解释“单变量求解”出现的问题。 

Excel用于求解非线性模型的算法可以看作是一个爬山的过程。它从输入可变单元

格的初始值出发，开始爬山直到到达目标值（或顶点）。整个过程在到达目标值（或顶

点）时终止，并且报告结果。它没有办法测试在非线性模型曲线的其他部分是否还有根

（或更高的山）。 

该算法会根据可变单元格初始值的实际情况转变方向，往下爬，直到到达目标值（或

谷底）。同样的，它没有办法测试在非线性模型曲线的其他部分是否还有根（或更低的

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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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矩阵运算 

这里介绍数学中常用的矩阵运算：求矩阵行列式、逆矩阵、矩阵乘积。当矩阵运算

的结果值有多个时，要采用“数组公式”。 

数组公式是指区别于普通公式，并以按下 Ctrl＋Shift＋Enter 组合键来完成编辑

的特殊公式。作为标识，Excel会自动在“编辑栏”中给“数组公式”的首尾加上大括

号“｛｝”。 

用函数实现矩阵运算（数组公式）步骤为： 

（1）选中要存放多个结果值的单元格区域； 

（2）输入公式； 

（3）先按住 Ctrl＋Shift 组合键，再按 Enter 键（或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

成数组公式的输入，得到多个结果值。 

温馨提示：数组公式的多个结果值是一个整体，因此不能修改或删除其中的某一部

分，否则会出现如图 7-113 所示的提示框。需要整体修改或删除。 

 
图 7-113 Excel提示框 

1．矩阵行列式函数 MDETERM 

函数功能：计算矩阵行列式的值。 

函数语法：MDETERM(Array)，其中 Array为行数和列数相等的矩阵。 

函数举例： 

（1）计算 4 阶行列式 A＝

3 2 1 0

1 1 0 1

2 1 1 1

1 1 1 1




。 

请参见“第 7章 Excel 实验指导（矩阵运算）.xlsx”中的“方阵的行列式”工作

表。由于行列式的值只有一个结果，所以 C9单元格中的公式“=MDETERM(C4:F7)”是普

通公式（不是“数组公式”）。如图 7-114所示，求解结果为：det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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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4 计算矩阵行列式的值（MDETERM函数） 

（2）行列式函数 MDETERM 的应用。用克莱姆法则求解线性方程组，如图 7-115

所示。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矩阵运算）.xlsx”中的“解线性方程组”工

作表。 

 

图 7-115 用行列式函数 MDETERM求解线性方程组 

2．逆矩阵函数 MINVERSE 

函数功能：计算矩阵的逆距阵。 

函数语法：MINVERSE(Array)，其中 Array为行数和列数相等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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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举例：设

2 4 1

1 5 2

1 1 1

A

 
  
 
  

，求 1A 。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矩阵运算）.xlsx”中的“矩阵的逆”工作表。 

操作步骤如下： 

（1）输入数据和标题，如图 7-116所示，矩阵 A 的数据在 C4:E6区域。 

 

图 7-116 用逆矩阵函数 MINVERSE计算（数据布局） 

（2）选中要存放计算结果的 C8:E10区域,如图 7-117所示。 

 

图 7-117 用逆矩阵函数 MINVERSE计算（选中要存放计算结果的 C8:E10区域） 

（3）在“公式”选项卡的“函数库”组中，单击“数学和三角函数”下拉按钮，

在展开的函数列表中单击选择“MINVERSE”，打开 MINVERSE“函数参数”对话框，如图

7-1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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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8 逆矩阵 MINVERSE“函数参数”对话框 

（4）在“Array”中选择（或输入）矩阵 A数据所在的 C4:E6区域。 

（5）由于是“数组公式”，所以此处不能直接按“确定”按钮，而应先按住 Ctrl

＋Shift组合键，再按“确定”按钮（或按 Enter键），结果如图 7-119中的 C8:E10区

域所示。 

 

图 7-119 用逆矩阵函数 MINVERSE计算（以“常规”格式显示计算结果） 

（6）将计算结果设置成“分数”格式。在计算结果 C8:E10区域仍是选中状态下（选

中计算结果 C8:E10区域），在“开始”选项卡的“数字”组中，单击“数字格式”下拉

按钮，展开下拉列表，如图 7-120所示。 

作为标识，

Excel 自动

在“编辑栏”

中给“数组

公式”的首

尾加上大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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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0 “开始”选项卡“数字”组的“数字格式”下拉列表（分数） 

（7）单击选择“分数”，即可将所选中 C8:E10 区域的单元格格式设置为“分数”

格式，结果如图 7-121中的 C8:E10区域所示。 

 
图 7-121 用逆矩阵函数 MINVERSE计算（以“分数”格式显示计算结果） 

3．矩阵乘积函数 MMULT 

函数功能：计算两个矩阵的乘积。 

函数语法：MMULT(Array1,Array2)，其中 Array1,Array2为要进行矩阵乘法运算的

单击“数字格

式”下拉按钮，

展开下拉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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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矩阵（数组），要求 Array1 的列数必须与 Array2 的行数相同，而且两个数组中都

只能包含数值。结果矩阵的行数与 Array1的行数相同，列数与 Array2的列数相同。 

函数实例：设

0.762 0.476 0.286 

0.190 0.476 0.381 

0.286 0.381 0.571

A

 
 
 
  

，

2000

1500

3000

B

 
 
 
  

，求C AB 。 

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矩阵运算）.xlsx”中的“矩阵乘积”工作表。 

操作步骤如下： 

（1）输入标题和数据，如图 7-122 所示，矩阵 A 的数据在 C4:E6 区域，矩阵 B 的

数据在 C8:C10区域。 

 

图 7-122 用矩阵乘积函数 MMULT计算（数据布局） 

（2）选中要存放计算结果的 C12:C14区域，如图 7-123所示。 

 

图 7-123 用矩阵乘积函数 MMULT计算（选中要存放计算结果的 C12:C14区域） 

（3）在“公式”选项卡的“函数库”组中，单击“数学和三角函数”下拉按钮，

在展开的函数列表中单击选择“MMULT”，打开 MMULT“函数参数”对话框，如图 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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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7-124 矩阵乘积 MMULT“函数参数”对话框 

（4）在“Array1”中选择（或输入）矩阵 A数据所在的 C4:E6区域，在“Array2”

中选择（或输入）矩阵 B数据所在的 C8:C10区域。 

（5）由于是“数组公式”，所以此处不能直接按“确定”按钮，而应先按住 Ctrl

＋Shift 组合键，再按“确定”按钮（或按 Enter 键），结果如图 7-125 中的 C12:C14

区域所示。 



 75 

 

图 7-125 用矩阵乘积函数 MMULT计算（计算结果） 

4．矩阵运算的应用 

逆矩阵函数 MINVERSE 和矩阵乘积函数 MMULT 的应用：求解矩阵方程，如图 7-126

所示。请参见“第 7章 Excel实验指导（矩阵运算）.xlsx”中的“求解矩阵方程”工

作表。 

 

图 7-126 用逆矩阵函数 MINVERSE和矩阵乘积函数 MMULT求解矩阵方程 

作为标识，

Excel 自动

在“编辑栏”

中给“数组

公式”的首

尾加上大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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