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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介了在 谁理土 坡传查资料 中
,

如何以大量韵原始数据求取 X (总 )
,

S (总 )和 方左 分析的简便方 法
。

本方法主要是利用已知的
n ,

不 s 合并计算 瓜
、

s 总 和方差分析
,

而不是直按从大 量

的成百上千的原始数据直接进行计算
,

因而达到了减少计算工作量
、

避免计算和操作误差并

提高汇总数据准确度的 目的
。

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方法
:

一
、

X 总 、

S总 的计算方法 〔 1 〕

久总 二 (加权平均数法
,

式中介为名
一

样本
n 值

,

X
,

为各样木平均数 )

k

_ _( n , 一 1 ) S梦+ 艺 n ,
X

, 一 n 总 X 总
么

n 总 一 1

`艺
,

卜

l犷
一一总5

推导从略
。

以
一

卜举例
。

示例
:

松阳
、

遂昌和龙泉三个县的黄泥沙田土有机质含量的原始数据和以县为单位的
n ,

入
、

S 位列弓
“

表 1
。

土壤共有2 5 8个样品
,

此处仅举 76 个样品的资科为例
。

表 1 松 限
、

遂 昌 和 龙 泉 三 县 黄 泥 沙 田 有 机 质 合 量 ( % )

松 阳 2
.

2 4 2
.

C 0 2
.

3 4 2
.

6 9 2
.

4 1 3
.

0 1 1
.

8 8 2
.

6 0 3
.

5 3

n = 1 2 X = 2
.

5 9 5 = 0
.

4 0 9

遂 昌 2
.

3 3 2
.

8 9 3
.

5 7 3
.

3 5 2
.

9 2 2
.

2 2 3
.

0 8 3
.

7 3 3
.

7 4 2
.

6 8 3
.

7 3

3
.

0 0 2
.

9 8 3
.

13 n = 14 X = 3
.

10 5 = 0
.

4 9

龙 泉 攻
.

0 6
一

2
.

7 4 3
.

8 6 4
.

1 5 4
.

0 7 3
.

3 2 5
.

0 2 3
.

8 6 6
.

3 0 5
.

16 4
.

8 7 `
.

3 1

3
.

7 1 2
.

3 9 5
.

1 0 3
.

2 1 3
.

5 4 3
.

55 3
.

9 2 3
.

1 2 3
.

95 4
.

1 3 4
.

7 1 4
.

6 0

3
.

5 8 3
.

19 3
.

4 6 3
.

2 8 3
.

3 6 3
.

4 8 3
.

9 6 4
.

1 3 4
.

4 5 3
.

4 2 3
.

8 8 3
.

2 7

3
.

5 2 4
.

66 3
.

7 8 3
.

8 5 3
.

2 8 n = 4 1 X = 3
.

9 4 5 = 0
.

7 8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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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已知

X总 =

n、

X
、

S计算
:

1 2+ 1 4+ 41
一 二3

。

5 2

、
=

了
( 1 2一 1) x o

。

0 9 4“+( 1 4一 1) x0
.

9 4“+( 41一 l) x o
。

7 1 82

+ 2
.

5 9 2x 1 2+ 3
。

1 2x 1 4+ 3
。

9 4 2x 41一3
.

5 2 2x7 6

7 6一 1

=0
。

87 7

用经典公式验证计算
:

反总 =
称 4 2粉 , + 2

。

3 3 + … + 3
。

8 5

6 7
= 3

。

5 2

+2
.

332
十 … 十 3

.

85
“

) 一 兰
一

参丝士… + 2
。

3 3+ … + 3
.

8 5 )
“

6 7

6 7 一 1

一+一一勺自一(2l/v

一ù几
= 0

.

8 6 8

如果以经典法为正确
,

则本方 法 计 算 得 到 的 S总 误 差 为
:

二 1
.

04 %
。

这是由小数取位引起的
,

是一种允许误差
:

计算 S总 时常会发生两种错误的算法
:

10
.

8 8 7 一 0
.

8 6 8 !
0

。

8 6 8
X 1 0 0

S 总 二
艺 S , n i

艺n z 上例按此式得 S总 二 0
.

6 54
,

这是错误的结果
。

计算器法计算加权平均数得 S 总 = 3
.

52 时
,

同时可得 S = 0
.

5 5 2 ,

这也是错误 的 结

`、2、 .1
1一,曰

J

`
.

了̀
.

果

二
、

利用 已知 n
、

X
、

S 作方差分析的方法

关于利用已知
n 、

戴 s 作方差分析的方法
,

笔者在实际工作 中摸索总结了两 种 方 法

为叙述方便
,

分别称之为
,

A 法
,

B 法
。

1
.

A 法
:

利用已知
n 、

X
、

S 求 得 艺X
,

艺X
“
而后作各项平方和及均方的常规计算

,

将表 1中的有关数据列于表 2 ,

并证明如下
:

艺X = n X

表 2 三个县黄泥沙田有机质含量

的艺X
、

艺X “求算表

艺X
: _
二奚茎乏

2

S
“ , -

n

n 一 1

-

一移项得
:

艺X Z

8 2
.

3 4

1 3 7
.

6 6

6 6 0
.

8 7

8 8 0 8 7

艺X
“ = S

“
( n 一 1 ) +

(艺 X
“

n

县县 别别 iiif

…
·

…
S

一一
松松阳阳 1 222 2

.

5 999 0
.

4 0 9 3 1 0 888

遂遂 昌昌 1 444 3
.

1000 0
.

4 9
’

4 3
.

444

龙龙泉泉 4 111 3
.

9 444
}}}

合合计计 6 77777 0
.

7 8 1 16 1
.

5 444

{{{{{{{{{ 2 3 6
.

0 222

所以表 2 艺X
、

艺X
“

的计算是成立的
,

于是有
:

C
二 23 6

.

02
“

/ 6 7 = 8 31
.

42 ;

5 5
二 = 8 8 0

.

8 7 一 8 3 1
.

4 2 = 4 9
.

45
,

d r T = 6 7 一 1 = 6 6 ;

5 5 人
3 1刀8 {

一
十 1 6 1

。

5 4 2

4 1
) 一 8 3 1

。

4 = 2 0
.

0 8 ,
d r 人 = 3 一 1 = 2 ;



5纷 二 5 5丁
一

5 5、 二 2 9
。

3了
。

山
。 = 6 6一 2

二 6 4

由此 可得表 3
。

表 3表明各公有机 质 含

量差异i 叁极显著水准
,

可进一步 作 多 重 比

较
,

此处从略
。

2
.

B法
:
八法计算艺X

“
时仍嫌较烦

,

笔

者又摸索了更为简捷的 B法
。

其计算公式为
:

表 3 方 差 分 析 表

变异 来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 方
’

F

样本间

误 差

总变异

10 0 4 2 1
.

87* 城益

::

2 0
.

0 8

2 9
.

3 7

4 9 4 5

0
.

4 5 9

F 0
.

0 1 ( 2 , 。 4 ) 二 巡
.

0 5

5 5 * 二 S
艺 ·

( 几急 一 1 ) ; 大祥 本 时 S S
A = S

“ · n 总
。

式中S为加权平均数 的S值
。

5 5
。 = 艺 S矛( n l 一 1 )

试对 B法的计算公式推
一

导如下
:

5 5
、

5
2 二

二 艺 ( X 一 X )
2 = 万X

(艺 X )
2

n

井 5 5
人 二 5

2 一

( n 一 1 )

艺X

5
2
( n 一 1) = 艺 X

(艺X )
2

n
井

2
一

、、尹
Xn艺1(一

.

n

大样本时 S
巳

二
、

二 ( 艺X )
2

` .

人
一
一

-
- 一

n

n 一 1
所以5 5二 = 5

“ . n 总

有了 5 5 * 、

5 5
。

即可迅速算出F 值
,

免去了 C 和 5 5
:

的计算
,
(如需要 S S

T ,

则 5 5、 , 5 5

即可 )
。

示例
:

利用表 1 中己知
n 、

X
、

S计算
:

S S A 二 0
.

5 5 2 2 又 ( 6 7一 1 ) 二 2 0
.

0 8

5 5
。 = 0

.

4 0 9 “ 又 ( 1 2 一 1 ) + 0
.

4 9“ x ( 1 4 一 1 ) + 0
.

7 8 1 “ 只 ( 1 4 一 1 ) = 2 9
.

3 6 ,

进 而 可 得 F 二

2 1
.

89 ,

结果与 A 法基本一致
。

3
.

用经典法对 A
、

B两法的验证
:

根据表 1原始数据计算得
:

艺 X = 2 3 5
.

9 9 ,
艺X

“ = 8 8 0
.

8 8 ,
C

二 8 3 1
.

2 1

5 5
: = 艺 X

“ 一 C 二 4 9
。

6 7

5 5
、 二

f 3 1
.

0 3

\ 1 2

{
一

4 3
·

35 2 + 1 6工
, 61

)
一 8 3 `

·

2 ` 二 2。
·

2 8 ,
M S A = ` ”

·

“

S S
e 二 4 9

.

6 7 一 2 0
.

2 8 = 2 9
.

3 9 M S
e = 0

.

4 5 9 ,
F = 2 2

.

0 9

如果以经典法为绝对正确 (其实也有误差
,

为验证 A
、

B法
,

权且将经典法看 成 绝 对 正

确
。

)则
:

A 法误差 !丝 0 9 18 7一 2 2
。

0 9

2 2
。

0 9
“ 。” = “

·

” 9 6%
, “ 法误差

二 `2工弋刃霜
·

09 ,
· 1。。

0
.

9 05 %
,

可见 A
、

B法的误差是很小的
,

属于允许误差范围
。

4
.

A
、

B法的实用价值

( 1) 解决了许多资料只列出
n 、

X
、

S 值而不列原始数据
,

以至无法作方差分析的问题
,

从而可使研究工作深入进行
。

( 2 )可将大样本分解成若干小样本
,

分别求得
。 、

又
、

s 后再用



招法( 或A 法) 作方差分析
,

这样可减少大样木在输 叹计算机 (或计算器 )日寸的操作错误
,

从而提

高数据的准确性
。

表 4列出黄泥沙田 9个县 (市 ) 2 5 8个样品的各县
n 、

X 与 S
,

应用 B法很快计算

得到 5 5 ` = 连4
.

3 4 (此处用大样本公式 )
,
S S

e = 1 0 7
.

4 2 ,

进而算得 F = 1 4
.

7 4 19
。

如果用经典法
, 2 58 个样品的输入过程极易出错

,

且不易检查
。

这里为验证 B法
,

笔者 计

算如下
:

艺X = 7 7 8
.

1 1 ,

艺X
。 二 2 4 9 8

.

5 5
, n = 2 5 8

C 二 7 7 8
.

1 1 2

/ 2 5 8 = 2 3续6
。

7 3 ,
5 5

二 = 2 4 9 8
.

5 5 一 2 3 4 6
.

7 3 二 1 5 1
.

8 2 ;

。 。 二 (艺X
;

)
“ 。 _ _ ` 、 ` 、 . _ ` _ _

. ` _ ` _ , ,

_

0 0 A 之 `
-
一 一

二
一 七 = 住 4 。 石办 0 0 e = 1 沙 l 。匕艺 一 4诬

。
沙勺 二 I U 丫

。
4 1 进而算得F 二 1 4

.

73 50

所得结果与 B法几乎完全一致
。

表 4

项 目 一 络 云 丽 水

9县 (市)黄泥沙田有机质合量的 n 、

x
、

S值

青 田 云和
、

景宁 松 阳
’

遂
一

昌 龙 泉 庆 元

口白

尸J八̀斤r行亡
20ǎ

一ù

.压nO oō月了6Qn哭

只
X 2

.

9 4

0
.

8 5 5 ::
。 2

.

5 9

0
.

理0 9

3
.

1 0

0 4 9 0一一表 4仅为一个土种一个项 目的资料
。

如果统计对象为土属 (例如黄泥沙田土属有机质样品

数
n = 4 51 )

、

亚类
、

土类乃至全土壤的所有项目
,

成千上万个原始数据
,

用经典法几乎是无法

计算了总
、

S 总和对各样本进行方差分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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