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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类问题属于非参数检验即变量分布形态的检验，当我们对总体的分布了解不够时
，往往要采用非参数检验 实际问题中，原假设H0与备择假设H0的划分常遵循如下原则： （1）往往把
系统久已存在或不宜轻易否定的命题作为原假设H，而把它的对立陈述作为备择假设H1，如例8.1和
例8.2. （2）样本信息明显支持的状态作为备择假设H1，如例8.2. （3）考虑数学上是否便于处理，因为
我们总是在H4成立的条件下，根据样本提供的信息做出决策，一般将“带等号的假设”，定为原假
设H0，如例8.3. 二、统计假设的检验方法 1.显著性检验 在例8.1中，样本均值x=31.：39×105与原假设
中的n=32.50×105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可能是由两种可能因素引起的：一是系统性因素，即总体均
值μ不等于：32.50×105；一是偶然性因素，即抽样具有随机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差异是否可
以仅凭偶然性这个因素去解释，也就是说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而非绝对地证明，因为数据具有随机性
）来否定这种解释，如果有，我们就否定原假设，即有充分理由认为备择假设成立；如果没有，则我
们就不能轻易否定原假设，只能接受它，必须指出的是，做出接受原假设这个判断的含义，只是认为
否定原假设的理由还不充分，而不是认为原假设正确，因此，原假设H受到保护，不轻易被否定，使
它处于有利地位。
 在例8.1中，样本均值X提供了关于总体均值μ的大小的信息，当原假设为真时，一般应较小；否则，
一般应较大，因此可以根据大小来决定是拒绝还是接受原假设，为此，需要制定这样一个检验规则（
简称检验）：其中c是一个待定的常数，称为临界值，如果选得过小，拒绝tt0的范围就增大，就有可
能把本来为真的H0拒绝了，这样就犯了“弃真”的错误；反之，如果c值选得过大，拒绝H0的范围缩
小，就有可能对本应拒绝的H没有拒绝，这就犯了“纳伪的错误，因此，选择c的标准是尽量少犯错误
，但是用样本推断总体，实质上是用部分推断整体，这本身就不能保证绝对不犯错误，在假设检验中
，这两类错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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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教材: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可作为普通二本高校理工类、经管类专业及独立学院的概率统计
课程教材，也可供有关科技人员学习参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