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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 ap ir o一 W il k W检验法及其计算机程序

唐 诵 六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城研究所 )

W检脸法是常用的检脸样本是否遵从正态分布的

方法之一
。

其优点是计算比较简单 ;对于显著性水平在

0
.

1以下的样本判断精度高
。

缺点是只适用于样 品数

为0 5以内的小样本 , 而当显著性水平大于 0
.

1时则判

断精度不足
。

W 法在运算过程中
,

须要使用正态性 W 检验的

系救表 (以下简称 a 值表 )
,

在根据计算结果判断分布

类型时
,

须要使用 W 检脸的到断界限值表 (以下简称

W 值表 )
。

好在这两个数表以及 W 检验的计算方法本

身已有详细叙述〔 1〕 ,

因此 本文只着重介绍 W 检验

的计算机程序
,

以及两种将数表预先录制在磁带上的

方法及其程序
。

W 检脸的步探如下
:

1
。

先将致据自小至大重新排列
,

2
。

计算方差

n

S 二 艺 ( X一 X ) 名

i = l

式中
, n 为样品数

,

X `
为样品侧定值

,

X为样本均值
。

3
。

计算 B 值

b = , n

( X
。 一 X I

) + a n _ l
( X

n _

一 X : )

+ … … + a n _ k , ,
(X

。 _ k , 1 一 X 、 )

式中
,

当 n 为偶数时 k
= 一

牛
, n 为奇数时

`

( n 一 1 )

2
an

_ l , :
(卜 1

,

2
, ”

一 k) 值见文

献〔1〕中附表 6
。

4
。

计算检脸的统计 t w

b 2

料 = 一丁一舀

5
。

将 W 值与文献〔 l〕
,

2 09 页附表 7的判断界限值W a

相比较
,

接受或舍弃正态性假设
。

6
。

将数据变换成对数
,

按上述步骤进行对数正态性检

脸
。

一
、

W位脸的计林机粗序

本程序专为 P C一 1 5。。 机用 W 法检脸样本的正态

和对数正态性而编制
,

稍加修改亦可适用于其它机种
。

使用本程序时
,

操作者可有两种选择
。

一是将预先录

制在磁带上的 a 值表及W值表输入计算机
,

二是通过

键盘将该两表输入计算机
。

为便于说明
,

仍以南京地

区 22 个土城样品中杭的浓度作为计算实例
。

杭浓度的

具体数据参见文献〔2〕
。

两种方法叙述于后
。

1
。

通过磁带输入数表

先按照说明书要求接好磁带机
,

并插入录制有 a值

表的磁带
。

当计算进行至步骤 2 (表 1 )
,

显示器询间

是否由磁带输入数表时
,

回答是 〔Y )
。

接着启动磁带机

(为节省磁带机运转时间
,

最好预先将磁带快进到相应

的样品数所在位置 )
,

并箱入 a 值表名称 (本例使用英

文小写 a )
。

此时计算机即接纳 a 表数值
。

输入完 毕

后
,

磁带机自行停转
。

接着显示器要求物入W表
。

此

时应换上录制有 W 值表的磁带并启动磁带机 (为节省

运转时间
,

最好将磁带预先快进到相应位置 )
,

并输入

W表名称 (本例使用英文大写W )
。

W表输毕后
,

磁带

机自行停转
。

接着按显示器指示输入样本名称及样品

的具体数据
。

2
.

通过键盘输入数表

当进行至步骤 2
,

显示器询问是否由磁带抽入数

表时
,

回答否 ( N )
。

于是显示器要求物入 a 表
。

操作

者即将与样品数相对应 的 a 值 (文献〔 1〕
,

第 2 07 一 2 08

页 ) 依次输入
。

在本例中
,

样品数为 22
, a 值 依次为

0
.

4 5 9
,

0
.

31 56
, · “ …

,

0
.

01 22
。 a 值输毕后

,

接着按

显示器要求依次输入与样品数相应的W值 (文献〔1〕
,

20 9页 )
。

在本例中
,

样品数为22
,

W值依次为 。 .

8 7 8
,

0
.

8 9 2
,
0

.

9 1 1
,

0
.

9 2 6
,

0
.

9 6 1
。

W表翰毕后
,

再按显示

器指示输入样本名称及样品的具体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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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计算机印出正态和对数正态检验的显著性

水平 (W检验中
,

显著性水平分为五级
,

即。 .

5
, 。 .

1
,

0
.

05
,

0
.

0 2及。
.

0 1 )
。

将此两水平加以比较
,

即可得出

样本遵从何种分布的结论
。

如规定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大于 0
.

1 时接受假设
,

则当正态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大

于 0
.

1
,

而对数正态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不足 0
.

1时
,

样本

即属正态分布
。

反之
,

则属对数正态分布
。

当正态和

对数正态检验两者处于相同显著性水 平
,

或 均 不 足

0
.

1 时
,

则无法得出结论
。

此时
,

应改用其他检验方

法
。

程序中的有关参数及符号说明如下
:

X ,

场
,

存样品数据
,

N 个向量 ,

N
,

样品数 ,

Y ,

场
,

存运算的中间结果
,

N 个向量 ;

Z
,

场
,

存 a 值表
,

25 个向量 ,

V
,

场
,

存W值表
,

5 个向量
。

A $
,

样本名称 ; B$
,

核对否 ; C$
,

数表名称加样

品数 , D $
,

数表名称
, E $

,

数表由磁带输入否
。

S
,

样品数 , M
, a 值表最大向量数 ,

B
、

D
、

S
、

T
、

W
,

工作单元
。

I
、

J
,

循环参数
。

印出结果中的符号说明如下
:

N
,

样品数 , S C
,

元素名 , D A
,

样品数据
。

N O R M A L
,

正态检验 , L N 一 N O R M A L
,

对数

正态检验
。

M
,

均值 , 5 5
,

方差 , B
,

B 值 , W
,

W 值
,

W 二 B ,

/ S : ,

P
,

概率
。

二
、

傲裹录带方法及程序

计算机在计算过程中往往须要使用统计数表
。

但

在 P C
一 1 5。。 机的说明书中并没有提供数表的录带 程

序
。

因此
,

本文提供两种录制数表的程序
。

当然
,

略加

修改也可用来录制其它的数据以至文字资料
。

由于数

表的数据量可能很大
,

另外
,

在实际使用时每次只用

一个相应的样品数
。

因此
,

数表是按样品数作为一维

场的格式录制的
。

对录制的数据爱没有限制
。

现将两

种程序分别叙述如下
。

1
.

程序 S A V E I

表 1

步 获

D E F S P A C E

程 序 W T E S T 操 作 方 法

显 示
’

说 明

N O
.

O F S A M P L E 二 问样 本大 小

S H I F T A E N T E R

W E N T E R

0
.

45 9 E N T E R

0
.

0 12 2 E N T E R

0
。

8 7 8 E N T E R

0
。

9 6 1 EN T E R

S C E N T E R

2 2 E N T E R

3
。

4 E N T E R

2 2
一

9 E N T E R

以6 村 E N T E R

a ,

W T A B L E C L O A D ? 之Y
,

N )

F I L E N A M E ( a ) =

D A T A O F T A B L E a =

F I L E N A M E ( W ) =

E L E M E N T 二

D A I
,

A O F T A B L E a =

D A I
,

A O F T A B L E W
二

D A T A O F T A B L E 、 V =

E L E M E N T 二

N O
.

O F S A M P L E =

D A T A =

D A T A 二

V E R I F Y ? ( Y
,

N )

E L E M E N T =

C O R R
.

N O
二

印出样 品数
,

问是否 由磁带抽入 a 表和W裹

要求抽入 a 表
,

启动磁带机转步骤 4

要承愉入 a 表
,

转 步骤 6

a 表愉毕后
,

要求抽入W表

、 V表抽毕后
。

问样 本名称
,

转步 骤 22

继续愉入 a 表

要求翰入W表

继续输入W表

问样 本名称

问样本大小

要求抽入 数据

继续物入 数据

问是否 要核对

印出计算结果
,

间下一个待计算祥本名称
,

转
步探 2 2

参见文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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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样品数不同时向盈相等
,

且样品数连续不

间断的数表
。

如 W 检验中使用的 W 值表即属此类
。

在 W 值表中
,

不同样品数的向量均为 5
,

且样品数从

3 到 5 0 是连续不间断的
。

在本程序第 80 条语 句 中
,

“
K O L M

,

宇样是使用者任意规定的数表名称
。

在本

文的例子 (表 2 ) 中
,

是用来录制 W 检验的判断界限

值表
,

因此
,

可以事先将 K O L M 改为 W
。

2
。

程序 S A V E Z

不论当样品数不同时向量是否相同
,

亦不论数表

中的样品数是否连续
,

本程序都能适用
。

因此
,

本程

序有较广的使用范围
。

在本文的例子中 (表 3 )
,

是用来

录制 W 检验的系数值表
。

同样
,

亦可用来录制 W值表

以及文献〔2〕所介绍的偏度
、

峰度检验分位数 ( S K )表

等
。

读者按照表 2 和表 3 的方法
,

反复练习数次
,

当

不难掌握
。

现将两个录带程序中的有关参数及符 号 说 明 如

下
:

程序 S A V E I

A
,

场
,

存数表
,

M个向量 ;

M
,

数表的向量
,

在本例即显著性水平数 ,

N
,

数表的最大样品数 ;

C S ,

数表名称加样品数 ,

表 2 程 序 S AV E 操 作 方 法

步 砚 抽 入 显 示 说 明

D E F S P A C E P = 要求愉入数表的显示性水平的级 数

2 5 E N T E R N
= 要求拍入 数表的最大样品数

N 二 1 ,
P 二 1 ,

D A T A =

E N T E R N
= 1 ,

P 二 2
,

D A T A =

N
= 3 ,

P = 1 ,

D A T A =

14 0
。

7 5 3 N = 3
,

P 二 2 ,
D A T A =

要求 抽入样 品数 N = 1时
,

显著性水平的第 l 个数值

由于 数表是从 N = 3 开始
,

故抽入 O
,

下同

要求输入 N = 3 时
,

显著性水平的第一个数值

继续翰入数表

1 5 0
。

7 5 6 E N T E R N = 3 ,
P = 3 ,

D A T A =

2 53 0
.

9 7 4 E N T E R 致表物入 完毕
,

程序结束

表 3 程

步 . 艳 入

序 S A V〔 2 操 作 方 法

显 示 说 明

D E F S PA C E F I L E N A M E 二 要求输入数表名称

S H I F T A E N T E R M A X D I M E N S I O N
二 要求输入数表的最大向 t

E N T E R S A V I N G N U M B E R = 要求箱入样品数

N
= 3 ,

P 二 1 ,
D A T A =

0
。

70 7 1 N 二 3 ,
P = 2

,
D A T A =

6 E N f E R S A V I N G N U M B E R 二

N
= 4 ,

P 二 1
,

D A T A 二

0
。

6 8 7 2 N = 4 ,
P 二 2 ,

D A T A =

要求输入 N = 3 的第 1 个 a 值

要求翰入 N = 3 第 2 个 a 值 ( N = 3时
,

只 有 1个 a 值 )

要求抽入样 品致

要求输入 N = 4 时 a 表的第 1 个数值

要求抽入第 2 个 a 值

O
。

16 7 7 N = 4 ,
P = 3

,
D A T A =

S A V I N G N I J M B E R 二 如此往复输入数表

0
。

0 0 3 5 E N r l二R S A V I N G N U M B E R =
数表已输入完毕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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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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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循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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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S A V E Z

A
,

场
,

存数表
,

M个向量 ,

M
,

数表的最大向 t 数 ,

N
,

样品数 ,

D S
,

数表名称 ,

C$
,

数表名称加样品数 ,

B$
、

J
,

工作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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