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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χ2 检验

一、基本原理

（一）χ2 检验

卡方检验适应于心理研究中的计数数据，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又称列联表分析或交

叉表分析，将计数数据换作百分比时，又称百分比检验。能够处理一个因素两项或多项分类

的实际观察频数与理论频数是否一致的问题，χ2检验时应注意取样的代表性。

（二）基本概念

1.观察频数

在实验或调查中得到的计数资料，又称实际数、实计数、实际频数。

2.理论次数

根据某种理论、原理计算出来的次数，又称期望次数。

（三）基本假设

1.分类相互排斥，互不包容。

2.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

3.每个单元格中理论次数的大小至少在 5个以上，或遵循每一个类别的理论次数不小于

1，且不超过 20%的理论次数可以小于 5的原则。

（四）计算及步骤

1.计算公式

（1）基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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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期望次数的连续性矫正

当单元格的人数过少时，处理方法有:

①单元格合并；②增加样本；③去除样本；④使用矫正公式（耶茨校正公式、费舍精确

概率检验法、麦内玛检验）。

2.计算步骤

（1）计算理论次数；

（2）列出假设；

（3）计算自由度；

（4）计算χ2值；

（5）查双侧表检验。

二、配合度检验

（一）概述

配合度检验是用来检验一个因素多项分类的实际频数和理论次数是否接近，又称无差假

说检验，当对连续数据的正态性进行检验时，可称为正态吻合性检验。

这里主要是考虑某分布与总体分布是否相符，不涉及总体参数的问题。所以卡方检验的

本质就是检验实际频数与理论次数是否一致。当检验结果显著时，说明实际频数和理论次数

有显著差异，样本分布与总体分布不符合。

（二）计算

理论次数（fe）=总数×理论概率

自由度（df）=分类项数－使用统计量的个数（一般是分类项数－1）

（三）应用

1.检验无差假说和假设分布的概率

无差假说指分类的观察频数之间没有差异，即假设各项分类的概率相等。

2.连续变量分布吻合性检验

（1）目的

对于不知道总体分布的连续变量的计数数据，根据样本的次数分布判断是否服从某种指

定的具有明确表达式的理论次数分布。

（2）方法

以正态分布吻合性检验为例:

①求精确上下限对应的 Z值，Z=（组限－平均数）/标准差；查正态分布表中 Z值对应

的概率；求出各区间的概率；利用“概率×总数”确定理论次数。

②确定自由度（正态吻合性检验中用到 3个统计量：平均数、标准差、总数）。

③求得χ2值并查表检验。

3.比率或百分比的配合度检验

可用基本公式计算，也可直接将比例或百分比带人公式之后再乘以（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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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χ2的连续性校正

如果小样本的话（期望次数小于 5个的）应该进行校正。

耶茨连续性校正公式：

三、独立性检验

（一）概述

用来检验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各种分类间是否有关联的问题（血型与性格是否有关系），

多用 R×C表（列联表）的格式。

当检验结果显著时，说明两因素相关；当检验结果不显著时，说明两因素独立。

（二）计算

1.基本公式

2.原始数据

其中，foi为该格的次数，fxi为该格所在行的总次数，fyi为该格所在列的总次数。

（三）四格表（2×2 列联表）独立性检验

1.独立样本

列联表中如果某格的理论次数小于 5，一般需要进行耶茨矫正：

2.相关样本

列联表中如果某格的理论次数小于 5，同样需要矫正：

四、同质性检验

用来检验不同人群母总体在某一个变量的反应是否有显著差异。目的在于检验双样本在

单一变量的分布情形是同质还是异质。如果同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互之间没有差异，则是同

质的，可考虑将数据合并后进行处理；相反则是异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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