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法介绍

数据分布类型检验及其在土壤学中的应用

Hl
.

V is t e h u s 置信带法及其计算机程序

唐 诵 六

(中 国 科 学 院 南 京 土 城 研 究 所 》

V妇沈 il us 置信带法系 V is etl i us 氏于 1 9 6。年首先用

于地质样品中徽 t 元素浓度分布的正态性检验法 〔 1〕
。

门后
,

被用来检验土城中 徽 量 元素 的 浓 度 分 布 类

型〔 2〕
。

由于该法的应用较晚
,

且计算过程极其冗繁
,

因此不为人们所熟知
。

然而
,

该法有着明显的优点
.

即

判别精度离
,

它的拼别能力按置信水平计可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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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

种方法对里信水平大于 0
.

1 的样本的辨别能力明显不

足
。

就样本大小而言
, V is elt i us 置信带法对大样本及

小样本均能适用
,

这又比W检验法优越
。

虽然有计算复

杂的缺点
,

但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
,

应用此法并无困

难
。

检脸的方法是在观侧值X对 X 的标准正态变量 U

的坐标平面上标绘点 U ( X )
,

接着计算出经验函数增

长点U f 的标准偏差 O U ` 。

其计算公式为
:

a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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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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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x , 为样品观测值

,

又为样本均值
,

s 为样本

标准差
,

U为x ,的标准正态变蚤
。 n 为样品数

。

g( U . )

为正态概率密度
,

小( U ` ) 为正态分布面积
,

两者均可

根据U 值从统计数表中查得
。

接着
,

便可建立不同置

信水平的置信带以检验样本在何种置信水平上遵从正

态分布
。

例如规定置信系数 P > 。 .

05 时接受假设
,

则

如果所有的观侧值全部落在置信系数 P = 。 .

05 的置信

带内
,

接受原假设
。

如有任一观测值落在该置信带之

外
,

则拒绝原假设
。

由于一个对数正态样本的观测值

的对数呈正态分布
,

因此
,

分别检验观测值及其对数

值何者遵从正态分布
,

或何者具有较大的置信水平
,

即

可判定该样本属何种分布
。

至于本检验方法的详细原

理及计算步骤
,

可参阅文献〔 1〕及〔2〕
。

本文仅介绍应

用计算机解题
,

可按表 1 的步骤操作计算机即可
。

本程序在运行时要求使用者输入样本名称
,

样品

数
,

样品观测值
,

答复是否须要核对及须改正的样品

勺口 . 、 . 尸、 砂
.

、 砂 . 、 . 尹、 . 口 ,
. . 沪 、 -’ .- .- 户、 . 产 、 二、 二、 二、

:.
、 ,. 、 “

` .

、 . 产、 砂 .、 一、 .产 、 .口 . 、 砂一、 ,. 、 .

,- 、 . 产、 :. 、 .尹、 一 、 . 犷 . 、 护、 . 尹 .、
`

户、 尹 . 、 尹
.

、

表 9 磷 肥 直 接 和 间 接 施 用 对 作 物 的 增 产 效 果

每斤确肥直接施用增产量 (斤 ) 每 斤 礴 肥 通 过 绿 肥 的 肥 效 (斤 )

作 .

忆 度

1
。
8~ 3

。

6

1
。

6~ 2
。

6

1
。

l ~ 2
。

5

0
。
4~ 1

。
6

较直接施用多增产 肥效提高 (沁 )

ōnù
0
冲Inónlló口咋勺矛U

.月孟,且口卫咋̀怪口

:
租交米小水玉

楠 花 《皮 棉 》

三
、

结语

过磷酸钙在与泥肥共沤过程中
,

并未发现有明显

的促进沤肥腐熟的作用
,

在酸性泥肥中有效磷被大量

吸持
。

这种沤肥无论用于水 田或早地
,

都比将磷肥在栽

种时直接施用的效果差
。

磷肥与泥肥共沤
,

打乱了磷肥

的合理布局
,

使得有限的磷肥不能按作物种类和土坡

缺磷程度的需要施用
,

特别是影响了绿肥作物优先施

用磷肥的优越性
。

综上所述
,

将过磷酸钙和泥肥共沤
,

从本试验所得的经济效益看
,

似乎没有这种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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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步 -

操 作 步 骤

抽 入

D EF SP AC E

健 盘

}且
示 }说 明

E E L入 E 4卜口, 二 间元素名称

2 S C E N T E R N O
.

O F S AM P L E
二 间 样 品 数

E N T E R 要求愉入数据

3
。
4 E N T E R

D A T A

D A T A 要求继续抽入数据

2 2
.

9 E N T E R V E R I FY ? ( Y
,

N ) 间是否要核对

N E N T E R 印 出计算结果
,

终止

Y EN I
,

E R C O RR
.

N O 二 印出艳入的数据供核对
,

问须改正的样品号

印出计 算结果
,

终止

. 本例投有绷要 . 正的盆工
,

如有须 . 改 的数拐
,

其操作方法可今 阅文献 〔3 〕。

号及其傲值
。

计算完成后
,

印出正态性检验的 t 信水

平
、

算术平均值及标准差
,

对数正态性检验的工信水

平
、

观侧值的对效值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

使用者比较

正奋及对数正态检脸的 t 信水平的大小
,

即可判定样

品属何种分布
。

为便于说明
,

在程序的后面提供了一

个例压
,

这是南京地区韶个土城样品的浓度分布类型

生脸
,
具体数据见语句 900 以后的印出部分

。

从印出部

分可见
,

正态检脸的结果为 。 .

2> P> 。
.

1 而对数正态

往脸的结果为 0
.

02 > P > 0
.

01 因此可断定样本遵从

正态分布而不属于对数正态分布
。

这个结论与文献3[ 」

中用偏度
、

峰度法所得到的结论相同
。

粗序中的有关参数与符号
,

说明如下
:

X
,

场
,

存样品的观侧值X ` ,

N 个向 t
。

W
,

场
,

存经验函数增长点
,

N个向蚤
。

F
,

场
,

存正态分布面积
,

N个向盆
。

G
,

场
,

存正态概率密度
,

N个向 t
。

K
,

场
,

存经验函数增长点的标准偏差
,

N 个向 t
。

L ( 7 )
,

场
,

存 t分布的双侧分位数
。

R ( 6 0 )
,

场
,

存正态积分 函数
。

A $
,

元素名称 , B $
,

核对否
。

N ,

样品教 , B = N 一 1
。

I ,

J
,

循环参数
。

C
, D , E ,

M
,

q
, S , T , U , V , z

,

工作单元
.

H ,

步长
。

P ,

常数 l/ 寸 2 兀 。

计算机的印出结果中
,

有关符号说明如下
:

N
,

样品数
。

S c ,

元素名称
,

本例为杭
。

D A
,

数据
,

即输入的样品观测值
。

N O R M A L
,

正态性检验
。

M
,

均值
。

s D ,

标准差
。

P
,

置信水平
。

L N N O R M A L
,

对数正态性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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