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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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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一个因素的方差分析 程序
,

并举 例 演 示了 该程

序的使用方法
。

该程序通用性强
,

在生产中有一定的实用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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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是一种很有

效的统计分析方法
。

在地

质 工作中
,

常用方差分析

研究各种地质条件对某种

金属含量的影响
、

地层的

由此有

组间平方 和 , 一 尸
,

自 由度
一 组内平方和 二 一 ,

自由度

一 总平方和 二 二 一
,

自

由度 二 一
。

上述公式只适用于每组样品个数相等的

情况
。

但 由于种种原因
,

获得的数据往往不

甚整齐
,

各组的样品个数可能不等
,

此时
,

公式需作适当的修改
。

根据 一 般 情况
,

设
、 、

一
、

月 。相应的实验 次 数 为
、

⋯
、 。 ,

则有

月吕日尸成去门,﹄胭方月﹃
侧,乍晚、曰工

划分
、

对比和估计储显计算的精度等
。

它是用

数理统计方法分析 因素对指标的作用
。

对单

因素方差分析来说
,

就是研 究 改 变 实验条

件
,

对试验结果有无显著的影响
。

设有
, 、

左
、

⋯
、 。个实验 条件

,

在

每一个试验 条件下
,

进行 次实验
,

试验结

果是‘ , , 。 ,表示在
,

条件下 所进 行的第

个实验
,

见下列原始数据 表

‘

分 艺乏
。

乏
‘ 亡 二 、

’ 一

、

艺,
方差分析原始数据表 表

一

‘

二 工乏 杀 一

一 一

组间自由度仍为 一 ,

组内自由度改为

令 尸 一

‘

冬一
, ·

。自由度为
‘

冬一
,

一

一

余仍同前
。

显然
, 一 、 一 和 一

式包 含 了 一 、 一 和 一 式
。

本

文提出的程序是根据 一 、 一 和

式编写的
,

适用于 一 机 的

程序
。



寸 例 的方差分析表 衰

自由度在程序中
, 尸 单元执行 艺艺

‘ , ,

尸单
‘ 一 来源 平方和 均方

显
。 。 。 。· 。

著
·

性
口‘

元执行
‘

各只
’九 乙单元在内层循环中执行

工 ,
。

由于 语句的存在
,

单 元在内层

循环 中
,

累加的是第 组 的 实 际 样品个数
‘ 、 单元设置在外层循环之中

,

它 与 语

组间

组内

总计

。

。

。

。。

一 ⋯

句相配合
,

执行 工生 兮
‘

‘

昌
一 ‘

单元累

从表 可得 出
,

矿体的不同层位对铅含

量 的高低有特别显著的影响
。

各组样品个数不 等的情况

例 在某多金属矿山中
,

矿脉产于

种不同类型的围岩 内
。

对每种 围岩各取若干

样 品 测出其中矿石体重数据列入表
,

试

求不同类型的围岩对矿石体重有无显著的影

响

矿石体蚕原始数据表 表

霖欠 ⋯⋯卜⋯门⋯卜
甘一﹄流巴内﹄曰︺口口咋‘︺‘几

⋯
八工﹄︺哎甘自“

⋯
﹄八﹁匕﹄﹄鸽

⋯
。 。

。 。

⋯
。

口口盛八︸厅‘内七“

⋯

博尸反队详污尸匕心亡血二」内七口丹才甘八匕

⋯
,目口‘口‘心自心‘‘

⋯
八甘止曰曰︸﹄叹曰︺的匕

⋯
乃乙,一,‘心‘

北黑

加的是样品总数 乞
。‘

语句计算 值
,

一

至此尸
、 、

已全部 计算 完毕
。

最后
,

则

依据公式计算并 打 印 , 、 , 、 、 、

、 、

了
, 、

了 及实测 值
,

打 印 结 束后

停机
。

两个实例

每组样 品个数相 等的情况

例 在某矿体的 个不同层位上
,

分

别在 个剖面处取了铅的组合样 为单个样

品铅含量的几何平均数
,

见表
。

试 通 过

方差分析
,

来确定层位 因素 对铅含量的

指标 影响
。 运用程序可得出例 的方差分析 见表

。

铅含盘 数据表 表 至 例 的方差分析表 表

壶炎
平平方和和 自自 均方方 卜

。。

由由由由由由由由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 。 。 。

。 一

。

甘户︸,,

⋯
任弓二」。

。

。

已曰介八甘扁口任

⋯
,

、了一乞即曰一一﹄,目‘‘曰一

⋯

运用本程序
,

将计算结果填人方差分析

表 中
,

然后
,

再查 分布表
,

找到
。

及
。 , 的值

,

当 。 。。则无显著性
。 。

。 ,

时
,

有显 著 性
,

用 “ ” 表 示
。 时

,

有特别显著性
,

用 “ ” 表

示
。

因此
,

可得出不 同类型的围岩对矿石体

重影响不明显的结论
。

程序及具体用法
,

,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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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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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二 一 一 一

“ , ’

“ , ’ 一

“ , ,

“ , ,

例 结果

一

。

二
一

一

一

一

“ , ,

“ , ’ 一

一

“ , ,

“ , ,

“ , ’

对例
,

在 “ ” 之后
,

把表

的数据写人 语句
, , 一 , , 一 , ,

, 一 , ,

, , · , · , 一 , ,

, , , 。

,, 后
,

输 人 ” 、 ” ,

印出

例 结果
。

。

二
。

例 与例 类同
,

差异仅在于先将表

空格填 “ ” ,

空几格
,

填几个 “ ” 写进

语句 数据多
,

则多写 几 个

语句
, “ ” 后

,

输人 “ ” , “ ”

即印出结果
。

空格填 “ ” 的 目的有两个 ① “ ”

为 语句充当转移标志
,

以使工作单元 尸
、

、 、 、

正确计数 ②使原始数据输

人机内
,

仍保持表 中原有的顺序
。

为避免

一 语句的读 数 混 乱
,

在易混

淆的场合
,

可用 “ 一 ” 来作为转移标志
,

此时 句应作相应的修改
。

本程序通用性强
,

无论每组样品个数是

否相同都可进行处理
,

故在生产中有实用价

值
。

上述两例均选 自武汉地质学院 年编

写的 《地质工作中常用的数理统计方法 》方

差分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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