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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数据分布类型检验及其在土壤学中的应用

V
.

偏态样本的正态化及其计算机程序

唐 诵 六

(中国科学院南京上镶 研究所 》

以前曾介绍过大样本和小样本数据分布类型检验

的儿种方法 〔 1一 4〕 ,

这些方法可用来判别样本观 测 值

属于正态还是对数正态分布
。

然而有些样本经检验可

能既不属于正态
,

又不属于对数正态分布
,

它们是偏态

分布
。

对于这类样本
,

就不能简单地用算术均值或几

何均值来表示
。

可 以先进行正态化处理
,

然后得出均

值和标准差
。

本文介绍的正态化处理
,

即是把在原始

尺度上呈偏态 (正偏或负偏 )的频数分布转变成机率尺

度
,

使原来的偏态分布在转换后的尺度上 呈现正态
。

由于正态化处理的原理和计算方法 已有文献详细

叙述过 〔5 ,
6 〕 ,

因此
,

本文只作简单介绍
。

本方法只适

用于大样本
,

步骤是将观测值按大小将样品分组
,

计

数每组的频数和相对累计频数
。

根据相对累计频数可

从正态曲线下的面积表查得机率尺度 (组 段 )
,

并 计

算出相邻两组间的组距
。

将频数除以组距即得出该组

的正态化后的频数 f
。

接着利用公式算出平均组值 t

及组值标准差 从
。

t 二 艺 t f /二

n 艺 t Z f 一 ( 艺 t f )
2

n ( n 一 1 )

/习
ù一从

式中
, n 为正态化后的总频数

,

即各组频数的和
。

t

为组值
,

即相邻两组的组段的均值
。

最后
,

根据平均

组值加减组值标准差后所得的 t 值
,

即可反算出相对

应的浓度值
。

本程序的键盘操作方法见表 1
。

在程序运行时耍

骤表 1 键 盘 操 作 步 骤

步 骡 抽 入 显 示 说 明

D E F S P A C E N O
`

O F S A M P L E =
问样品数

5 1 E N T E R E L EM E N T =

Z n E N T E R D A T A 二

4

5 4

6 9 D A
’

r A 二

2 45 E N T E R V E R I F Y ? ( Y
,

N )

印出样品欲
,

间禅本名称

印出样本名称
,

要求抽入致据

要求继续抽入效招

问是否要核对

N E N T E R 转步获 5 6

Y E N T E R C O R R
.

N O
=

5 6

57

E N T E R * N T E R V A L =

2 5 E N T E R

印出愉入 的数据
,

问须 . 改的祥品号

问组距

印出全部什算结呆

* 本例役有须要修正的数据
,

如有须修正 的数据
,

其操作方法可参阅文献〔 1〕。

求使用者艳入样品数
、

样本名称
、

样品观测值
,

答复 标准差范围值
。

是否须要核对及须修正的样品号和它的正确数值
。

在 程序中的有关参数及符号
,

说明如下
.

运算中要求物入组距
,

组距的确定方法同文献〔 4〕
,

即 N
,

样品数
。

令组距约等于全距的十分之一
。

印出结果部分包括全 R ( 30)
,

场
,

存正态积分 函数
。

距
、

组距
、

组数
、

样本均值
、

标准差
、

均值加减两倍标 X
,

场
,

存观测值
,

N 个向 t
。

准差范围值
、

正态化处理后的总频数
、

艺 t F值
、

艺价 F M
,

组数
。

值
、

平均组值
、

组值标准差
。

最后印出正态化处理后 F V
,

场
,

存各组的相对早计拱效
,

M个向工
。

的均值
、

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范围值
、

均值加减两个 W
,

场
,

存各组相对绷数
,

M个向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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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 10. 13758 /j . cnki . tr . 1984. 06. 011



:R〔川

LJ Z E
二R E川

PR O `
.

N O R竹自

N 》5 日

LE自R

O :0 1日

〔 L

57仑

目自 I T

e )

2日 ;1冈P U T

R ( 3

自州P L〔 二
` ’

X ( N一 J )

N O
.

O F S

三目 :0 1日

N ( 5 8 0 0 G T

2:P LR J N T

于尺

8 2
, ’

N

二 . ,

2 5 : I N P U T
” 〔 L E日E N T

二 ”
; E李

2 6 : L F J : L P R J N T E方

3 8 : ` O R I == 日TO N一 1

3 2 : I N P U T
’ `

D自T自二
”

;

K ( I )

3 5 : 材EX T I : C L S

4 8 : I目P U T
”
U ER 1 F Y?

( Y , M )
` ,

; B幸

闷5 : 1F B李二
”

N
”

GO TO

J日9

5 9 : F O R J
二日T O N 一 1

5 5 : L P R I 闪T
` ,

D自
’ `

; l +

l 三
` ,
“ ”

; 城 ( l )

6 8 : 尺E X T I : L F I

6 5 : l闪P U T
’ .

C O R R
.

叫0
.

二 ` ,

; I : G O TO 夕5

7 8 : G 0 T 0 1日O

7 5 二 1N P U T
` ,

D自T自二
”

;

斌( J 一 1 ) : GO TO 6 5

18 8 : Z j 二一 l e o s 二 2 2 二 l日
八 8

J仑5 : F O R J == O T O N一 1

J 1 9 : I F 2 1 ( X ( l ) L〔 T

2 1二 X ( l )

1 1 5 : 1 F 2 2 ) 袱 ( l ) L 〔 T

2 2 二 X ( l )

12 8 ; 目E X T I ; L P R J N T
, ,

R二
”

;
.

e 日8 1宋 J N T

( 1 0日日8宋2 2 ) 弓
’ `一 ”

;
.

日8日l 常J附T ( l 日

日日日宋2 1之

12 5 ; I N P U T
”

I N T〔 R U自

L二
”
; DD 二L F j :

L P R J N T
’ .

口二
”
; DD

J 3日: 州== I N T ( 2 1 / D D ) 一

I N T ( 2 2 / D D ) + l :

L P R I N T
”

ND
.

O F

I T〔日== ”
; 门

13 5 ; D I 竹 F U (竹一 1 ) , 目 (

日一 1 )
, 目目 (日一 1 )

,
G

(日一 1 ) , G G (日一 l ) ,

F (日~ 1 ) , T (日一 l ) ,

T T (日一 1 )

1 8日: B二日二 S二 0

1 8 5 : ` O R J二日T O N
一 二

1 3日` B “ 尽
+
X ( I ) 二 S 二 S + X

( J )常X ( I )

1 9 5 : 川 EX T I

2日日: g二 J ( ( S 一日拿B / N ) /

( N一 J夕) : 日= B / N

2 9 3 : L F J : L P R J N T
”
0

R J 6 JN
’ `

2 0 5 : L F
.

1 : L P R I N T
”
自

日== ’ `

;
.

日日日 1常 I N T

( l 日8 9日水8 少:

L P R I N T
”

S D== ` ,

;
.

日0 0 1* J N T ( 1日日日

日宋S )

2日夕: L P R J N T
”
X + 一 2 5 二

“
;

.

0日日J 水J N T ( l

仑日日日亨 ( B一 2宋S ) ) 石
” 一 ”

;
.

9 9 9 1 * J N T

( J 0 0 e 日京吸B + 2 * S )

)

2 6 5 : F O R J二 g T O 川一 1

2夕O 二峪二 g

2夕5 ; 厂 O R 自二 9 T O N一 l

2 8日: I F 只 (自 ) ( l 闪T ( Z

2 / D D ) 宋D D+ ( I + I )

亨D DL 〔 T K二 K+ l

2 8 5 : 川〔 X T 自; G ( I ) 二 K

2 9日: 叫仁X T J

3 1 8 : 只U ( 日 ) 二日 ; F O R J二

g T O 竹一 1

3 12 : ` U ( l ) 二 ( l 冈 T ( 之2

/ D D ) ) 宋D D+ D D亨1

3 1 4 : 川〔 X T I

3匀9 ; 厂 O R I
二日T o h 一 1

3 3 2 : 目 ( l ) 二 6 ( l ) / N

3 3 4 : 目〔只 T J

3 5 8 ; C G ( O ) = G ( 日 )

3 5 5 : F O R J == 1 T O 日一 I

9 6日: G G戒 l 少二G ( I ) 一 G ( J

一 l )

3 6 5 : N〔 X T J

3 8 ) : P二 1 / 丁 ( 2宋P l ) : 〔
二日: 尺 ( 玉5 ) 二

.

5 : U二

O : C == P : 日=
.

日 l

3 8 2 : F O R I二 1 T O 1 5

3 8 3 : F O R J 二 1 To l 日

3 8 4 ; U二 U + H : U == C+ 4 * P拿

〔 X P ( 一 U拿U z Z ) ; 口
二U + H : C二 P 水E X P (

~ U * U z Z ) : 它二 E + ( C
+ U ) / 3 8 9

3 9 5 : N EX T J

3 8 6 : R ( 1 5
一 ! ) 二

.

5一 E : 舜
( 工5 + I ) 二

.

5 + E

3 8夕: N它X T I

呜日日: 甸目 ( 日 ) 二 一 4
.

9 9

闷8 5 : 厂 O R I二 8 T0 日一 2

4 1日二 J = D

礴 15 : J 二 J + J 二 I F 目 ( l ) (

R ( J ) GO TO 4 2 5

4 2 日: 1F J ( 3 O GO TO 4 1

5

4 2 5 : Z 二 R ( J 一 1 ) : U == 日
。

2

拿J 一 3
,

2 : C二P常E X P

( 一 U宋U z Z ) : I F Z >

议 ( I ) 6 0 T 0 4 5日

4 3日二U 二U + H : U二 C + 4宋P拿

E X P ( 一 U宋V / 2 ) : Q
二 U 小 H 二〔 二 P 宋E只P (
一 U * U / 2 ) ; U二 ( C + U

) / 3 0 0 : 2 二 Z + U

4 3 5 : 1F Z <目 ( l ) GO T O

4 3 日

4 4 0 : I F Z 二目 ( l ) GO T O

4 5 0

呜4 5 : U = U 一 ( Z 一目 ( I ) ) / U

* 日
.

日2

啤5日: 闪闪 ( l + I ) 二 U

呜5 5 : 悦EX T J

s e o : ` ( g ) 二O : F ( 日一 1 ) 二

O

5 9 1 : 厂0 尺 J 二 1 T O 日一 2

5 0 2 : I F 讨议 ( l + 1 ) 一目讨 (

I ) == O L 〔 T 目闪( l + 1

) 二目讨 ( l + ! ) +
.

Oe e

O日1

5 e 3 : 川E只T l

5 e 5 二p 0 R I二 1 T O 日一 2

5 1日: F ( I ) 二 G G ( J ) / ( 讨讨

( l + l ) 一 词讨( l ) )

5 15 : 闪〔只T l

5 3夕: 厂二仑 : 厂O R J 二日丁O

川一 1

5 4日; 厂二 F + F ( l )

5 4 2 : 闪〔名T l

5 4 5 : L F I : L P R 1 N T
. ,

S

I G日自 F 二
”
;

.

1半

I N T ( 1 9 宋F )

5 5 9 二 T ( 9 ) = 日: 丫 T ( 仑) == 仔

: T (门一 l ) 二日: T T ( 件

一 l ) 二日

5 5 5 : F O R I 二 1 TO 月一 2

2盆4



5 6 8 :T ( 1 ) =F ( l ) 卞( ( 目讨

( I+ 1 ) + 目目 ( l ) ) 2 2

)

5 6 5 :T l ( 1 ) =F ( J ) 水( ( 目

目 ( I+ 】) + 目讨 ( l ) ) /

2 ) 水( ( 只目( l + l ) + 目

目 ( l ) ) /2 )

5 夕8 :悦厂X T I

5 8 日 ;T 二日 :T T 二日

5 8 5 ;F O R I==1 T O 竹一 2

5 9 日 :T = T+ T ( I) :T T == T T
+ T T ( I)

5 9 5 ;N E X T I

6 日日二L P R JN T
’ `

S G I日自

了F “
”

3 0
.

日日日l 宋

] N T 《 1 0日日日雄T ) :

L P R JN T
”
5 1 6门自

T T F 二
”

;
.

0日日1宋

JN T ( 1 日日日O宋T T )

6 e 5 :L F J :L P R IN T
’ `

t

日自R “ ` ’

;
.

日日日1 水

JN T ( 1 0日 0 0水T /F

)

6 1日 :S 下二 I( ( F * T T 一 T木T

) /( F 宋( F 一 1 ) ) )

6 】5 :L P R JN T
’ `

S t二 ’ `
;

,

0 日日
`

1卞I N T ( l 日日日

日卞S T )

6 5 日二自== T / F 一 S T
,

B二 T / F
+ S T ; C = T / F 一 2 * S T

: D二下/ F + 2 拿S T

6 5 5 ; v 二 T / F : G O S U日 夕O

日

6 6 0 ; L F J : L P R J N T
’ `

N

O R日自L 1 2 〔 D
’ `

: L F

J 二L P R J N T
` ,

日二
”

;
.

0日g J米J N下 ( l e o

e日冰自日) : Y二自 ;

G O S U B 7日日

6 6 5 二0 5 二自B : V 二 B :

G O S U日 7 9仑

6 夕日 ; O L二自日 : V == C :

G O S U B 夕日0

6 7 5 : T S 二自日 : V 二 D ;

,

G O S U B 夕匕日

6 8 8 : T L == 自日

6 8 5 : L P R I N T
“
X主一 S x 二

, ,

;
.

日日日 l 宋 I N T ( 1

8 0日8水0 5 ) J
” 一 ’

·

;
.

8 8日l 水 J N T ( 1 9日日

8 * O L )

6 9 e ` L P R J N T
’ `

X + : Z S x

二 ”
;

.

日8日 1* I N T (

1 8 8 8 9 * T S ) ;
. , 一 ”

三
,

0 0 日1 * I N T ( 】s a

日e * TL )

6 9 5 : E N O

夕日日: 1二 l

夕a s : 1F Y >目闪 ( J ) GO TO

夕 1 5

夕1日: G O TO 夕2 5

夕1 5 二 I二 ! 铸 J ; I F I 二月

L E T 自日二 F U ( l , 1 )

+ DD水 ( Y一目目 ( l一 1 )

) z ( 4
.

9 9 一目目 ( J一 l

) ) : R〔 T U R目

7 2日 ; GO TO 夕9 5

7 2 5 : 自9 二 F U ( 1一 j ) + D D拿

( Y一目目 ( I 一 】) ) / (目

句 ( I ) 一目讨 ( l 一 1 ) ) :

R E TU RN

N二 5 1

2 8 二 3日

2 9二 3 3

3 e二 3 6

3 1 = 3 9

3 2 == 4日

3 3二 5 3

3 4 二 5 4

3 5 二 5 4

3 6 二 5 6

3夕二 5 9

3 8二 6 2

3 9 二 6 4

4 e二 6 6

4 1二 6 8

4 2二 6 9

4 3二 1 1 4

斗4二 1 1 4

嘴5二 1 1 6

4 6 二 1 3 6

4夕= 1 5 2

嘴8 二 1 6 3

4 9 二 】夕1

5 8 二 2 13

5 1 = 2 4 5

8
一

2 4 5

的助助啪即助即助的的即即即叻的助助助昨的的的的的

2 5

O F 1 T E门二 1 8

ù一ō一ORDN
二ù一ù一二,

占

234
.

OR 1 G I冈

自日二 8 2
。

5 9 9 8

S D= 4夕
。

12 5 9
X+ 一 2 5 二 一 1一今4 2 1 -

6
。

夕6 1 6

1夕

56夕.85

5 1 6门自

5 I G口自

5 1 6日自

F二 8日
.

夕

T F二 2 4
。

丁T F“ 夕J

5夕2夕
。

4 3 8 3

ō七口叼泊之产训é月,ù尸

3944566688888996夕77夕夕夕夕夕

ō一一一=二ù一二

=
刁

9 9
t B自R二 8

.

3日4 4

S t 二 0
.

8 9 5夕

NO R州自L 1 2 〔 D

-55夕

99日日日91x11

日132月,56夕8,二̀.d,J.
已, .d.J.,吸̀.通
.
.d

门==
8 9

.

日4 9 3

X + 一 S x 二 5 8
,

4 5 5
一 1 2 8

。

1 2夕8

冰+ 一
Z S x 二 2 4

.

5 0 1 6 一 2

2 5
.

2 8习咤

x808x83122

ù一之二二一ù二二二二9sx
,̀3456夕22a22222,̀

nz即的的助加的的助助助的朋助助助朋助即的助阶助叻即助助即

2 3 5



WW
、

场
,

存各组组段
,

M个向 t
。

G
,

场
,

存各组皿计实际孩数
,

M个向量
。

G G
,

场
,

存各组实际组数
,

M个向 t
。

F
,

场
,

存正态化后的各组颇数
,

M个向量
。

T
,

场
,

存各组组值
,

M个向 t
。

T T
,

场
,

存各组组值的平方
,

M个向量
。

P
,

常数 I /了 2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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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元
。

计算机印出结果中的有关符号
,

说明如下
:

N
,

样品数
。

Z公
,

元素名
,

本例为锌
。

D A
,

数据
,

即物入的样品观侧值
。

R
,

全距
。

D
,

组距
。

N O
。

O F I T E M
,

组数
。

O R I G I N
,

正态化前
。

A M
,

均值
。

S D
,

标准差
。

X + 一 2 5
,

均值加减两倍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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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G M A F ,

正态化后总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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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I G M A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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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B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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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R M A L I Z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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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态化后
。

h叹
。
均值

。

X + 一 S x ,

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
。

X + 一 Z S x ,

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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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几种水稻土在不同时期的呼吸强度和氛化还原电位

{ { {
呼 吸强度 《“ / ` 米 :

·

天 ,

{
` 化还原 电位 (毫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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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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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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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哩生竺…
一

竺型竺!二燮熨竺{二二二 !
~

二更少二…竺竺竺i { i竺要塑i
} 泥 月 田 4 二 ~ ! O

。

7 1 1 0
。

9 5 1 一 } 一 } 一 } 一 1
。

5 1 2 吕4

l
_

} 尔 伯 l ! 1 1 」 } }

} 珑 骨 田 } { 0
.

7 1 } 0
·

5 5 1 一 } 一 } 一 1
一 2 } 19 8

东 莞 县 }

——
}
-一

- -

-

一一 }

—
}
-

—
}

—
{

—
一

’ -
-

-

—
- -

—
}

—
一

1 泥 肉 田 1 ~
,
` } 3

。

3 1 5
。

7 1 4
.

2 1 一 } 5 6 4 } 5 3 8 1 5 6 0

!
`

_ _ } 化 生 } } 1 1 } } 1
一

— i一些卫些 {

—
…一士兰

一

{
一立生 }一土址 {一

二二一 )一三卫兰
~

卜上兰…
一

竺
-

* , 。
1 泥 肉 田 } 二 , { 2

。

7 1 4
。

7 } 4
。

6 } 0
。

4 { 53 } 3 8 8 } 5 12

m 阅 公 l } 小 俐 } 1 1 1 { l }

} 泥 骨 田 } ! “
·
3 } 2

·

2 } ”
·

3 1 ”
·

3 1 6 4
!

“ 5 2
1

4

旦七
注 . 括号 内为花生的生 育期

。

施有机肥 (或与绿肥轮作 )是培育该土壤的基本措施
,

同时还要注意深耕松土
,

促进土体向良好的结构体方

向发展
。

3
.

油垅田
:

土体各层中均含有较多黑色腐殖化
、

半腐殖化的有机残体
,

但因土体通透性能差
,

处于淹

水时间较长
,

所以有机质分解十分缓慢
,

有机胶结物

质随之不足
。

另外
,

因土族千湿胀缩作用较差
,

作物

根系生长发育差
,

致使土城结构体发育不良
。

这类土城

应加强排水和硫松土坡措施
,

改善土坡通透性能
。

有

条件的地区
,

应推行水早轮作
,

为改善土坡结构体状况

创造良好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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