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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考招生院校录取线差排序表》表样（以河南为例，

其他省份表样与河南省大致相同） 本篇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

，也是作者研究成果的精华所在。本篇根据历年各院校招生

情况，运用作者独创的“3/8线差法”，直接定量推测今年各

院校在本省的录取线差，并结合一愿上线率，加权分数优势

变化率等指标综合分析，指导考生根据自己的成绩、定位，

快速筛选目标院校，科学填报，达到以较少的分数余量录取

到较为理想的大学之目的。根据历年实践检验，其预测的成

功率可达95%以上(参见3/8线差法预测成功率实例介绍)，这

对考生填报志愿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和非常大的实

用价值。为加深读者的理解，提高读者的实际操作能力，现

对《排序表》所涉及的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相关意义系统介

绍如下。 一、排序表指标及结构说明 1. 相关概念： 录取线差

院校录取分数与院校所在批次控制分数线的差值。也即院校

录取分数比控制分数线高出多少分。比如：北京大学理工

类2006年在河南的录取分数为660分，则北京大学的录取线差

为660-590＝70分(河南理工类2006年一本控制分数线为590分)

。(参见：志愿指导篇必要的知识准备必须理解的高考术语录

取线差) 权数和加权指标《统计学》是如此定义权数的：在统

计计算中，用来衡量总体中各单位标志值在总体中作用大小

的数值叫“权数”。权数用相对数表示时又称比重，如50%

。 在综合分析院校录取数据时，一般都要以近若干年度的录



取数据为依据。为了使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我们一般

不应简单地取各年度数据的平均值，而应按照年度越近其录

取数据对我们的重要程度越大，年度越远其录取数据对我们

的重要程度越小的原则赋予各年度不同的比重，这个年度比

重就是权数。 根据这些“年度权数”计算的各项平均指标就

叫“加权指标”。比如：根据各年度权数计算的平均3/8线差

叫做“加权3/8线差”，根据各年度权数计算的平均一愿上线

率叫做“加权一愿上线率”。 加权指标的基本计算公式是

：A＝∑aixi (A:加权指标 ai:第i年度权数 xi:第i年度指标)。 本

《排序表》在计算历年加权指标时，是按自近而远递减的原

则赋予“年度权数”的。 2.排序表指标：(参见 页表1：河南

省一本理工类) “序号”列是对同一录取批次的所有招生院校

按A列的“2007参考报考线差”指标进行降序排列后产生的顺

序号。比如北京大学“2007年参考报考线差”为98分，是最

高的，所以排在第1行，往后按序号依次递减。各批次院校都

是按往年在第一志愿能否完成招生计划归为两类并分别排序(

如一本理工类131号以后的院校就大多是往年在第一志愿完不

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因为只有这样，其“2007年参考报考线

差”才具有比较意义。 “院校名称”列在一本批次的校名后

面还对”985工程”、“211工程”院校进行了标注(如清华大

学985、北京邮电大学211)，以便考生比较和选择(注：凡

“985工程”院校首先必是“211工程”院校)。 “甲列”是对

今年录取线差变化趋势进行定性判断的空间。根据自己收集

的各方面信息，结合历年录取线差的变化情况，尤其要结合 

“历年录取误差”数据，对今年录取线差的变化趋势进行判

断(参见后文第 页排序表使用方法第3步)。 “乙列”是对今年



报考该校的考生数变化趋势进行定性判断的空间。应结合历

年 “一志愿投档数”、“一志愿上线数”的变化、波动情况

对本年度考生的报考热度变化趋势进行判断。 甲、乙两列可

用增加(↑)、持平()、下降(↓)来描述，也可用(↑ 、↓ 、↑ 

、↓ )之类符号表示增加或下降的程度。 必须强调的是，趋

势判断必须在充分考察历年录取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当年招生

信息综合考虑，尤其要注意分析各高校当年有没有新的对考

生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因素，有时一个小小的政策调整就会引

来无数考生的目光，请千万注意。 “丙列”用于填写今年招

生计划(省招生办将在填报志愿之前下发)。 “A、B、C”三

列是根据往年录取数据整理的“2007参考报考线差”、“加

权一愿上线率”、“加权分数优势变化率”指标，是本排序

表重要的分析结果，是对2007年度考生填报志愿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的定量指标。 2007参考报考线差(A列)也叫加权3/8线

差，是以院校往年若干年录取数据为依据，计算的3/8线差加

权平均值(本表对有些院校的该指标进行了经验修正)。它是

今年报考各院校的参考线差，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最为重要

的定量分析指标。比如北京大学理工类“2007年参考报考线

差”为98分，意为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2007年河南理工

类考生如果能比一本理工类控制分数线高出98分，报考北京

大学应该有很大把握被录取。(参见：志愿指导篇操作方法介

绍方法3、参阅内容1) 加权一愿上线率(B列)是往年若干年一

愿上线率的加权平均值。一愿上线率是院校第一志愿上线人

数与实际录取(或计划)人数的比值。主要用于判断院校能否

在第一志愿完成招生计划。(参见：志愿指导篇必要的知识准

备必须理解的高考术语一愿上线率) 加权分数优势变化率(C



列)是往年若干年加权分数优势变化率的加权平均值。分数优

势变化率是反映分数优势率在录取区间内变化速度的指标。

我们可以根据它知道在录取区间内每增加或降低1分对于分数

优势的影响程度。如表1中清华大学的加权分数优势变化率

为3%，意为报考清华的考生每增加1分约能增加3%的分数优

势；同理，每减少1分约会降低3%的分数优势。(参见：志愿

指导篇操作方法介绍方法6志愿风险指标介绍分数优势变化

率) 第1-4列是“历年录取误差”数据，若与A列的“2007参考

报考线差”结合起来分析，将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 历

年录取误差意为如果往年按照排序表中所列的2007参考报考

线差这个指标去报考，会产生多大的误差。若能录取，将超

过院校当年录取分数线多少分被录取；若不能录取，将差多

少分落榜。第1列的误差数据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2006年录取

误差＝2007年参考报考线差 2006年控制分数线 - 2006年一志

愿100%调档线 例如：北京大学理工类2006年的录取误差＝98

590-660＝ 28分。 第2列的误差数据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2005

年录取误差＝2007年参考报考线差 2005年控制分数线 - 2005年

一志愿100%调档线 如：2005年的录取误差＝98 568-648＝ 18

分(详见后文第 页排序表使用方法)。 3.录取数据 “a  f ”列

为2006、2005、2004、2003四年的录取数据。 计划数院校当年

在该省投放的招生计划。 一志愿投档数省招生办根据院校招

生章程规定的投档比例向院校投出的第一志愿考生档案数量

。 一志愿上线数第一志愿报考某校的人数达到该院校所在批

次控制分数线的人数。 一志愿投档最高分第一志愿投到院校

的成绩最好的考生分数。 一志愿投档最低分第一志愿投到院

校的成绩排在最后的考生分数 一志愿100%调档线根据现行招



生政策规定，院校应按招生计划的100%120%调阅考生档案，

择优录取(具体调档比例由院校在此范围内自定，并在招生章

程中公布)。一志愿100%调档线是按第一志愿报考该院校考生

的分数降序排列后，正好满足招生计划的最后那名考生的分

数。实际录取时，最低录取分一般都会低于或等于一志

愿100%调档线。这个指标是我们判断考生能否达到院校录取

线的基本依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由于原始数据中没有

它的准确数据，因而本表所列“一志愿100%调档线”是以原

始数据为依据，合理推算出来的。当一志愿上线人数少于招

生计划时，则一志愿100%调档线取本省该批次控制分数线。

实际分析时，我们通常把推算出来的“一志愿100%调档线”

指标近似地当作“最低录取分”使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