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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非参数检验

一、概述

（一）简介

在实践中，对研究的总体可能知之不多，有时对参数检验中的诸多要求和假定难以满足，

这时就应该使用非参数检验。如：斯皮尔曼等级相关、χ2检验。

（二）评价

1.优点

（1）不需要严格的前提假设；

（2）特别适合顺序变量；

（3）特别适合小样本，计算很快。

2.缺点

（1）未能利用数据的全部信息；

（2）不能处理交互作用。

二、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一）秩和检验法

又称“维尔克松两样本检验法”“曼-特尼维尔克松秩和检验”“曼-特尼 U检验”。

对应参数检验中“独立样本的 t 检验”，且当两独立样本均为顺序变量时也可以使用。

其中，秩代表数据经过从小到大排序后的等级，秩和表示等级之和。

1.小样本（n1≤10, n2≤10）

（1）将两样本数据混合，从小到大排序，求秩次;

（2）对容量较小的样本求秩和，记为 T ;

（3）查表，若 T≤T1或 T≥T2，则两样本差异显著；若 T1<T<T2，则差异不显著。

2.大样本（n1>10，n2>10）

T值分布服从近似正态分布，使用近似 Z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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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数检验法

对应着参数检验中的“两独立样本平均数之差的 t检验”，用中数作为集中趋势的量度，

与秩和法的适用条件基本相同。

（1）将两个样本数据混合，从小到大排列，求混合排列的中数。

（2）分别找出每一样本中大于混合中数及小于混合中数的数据个数，列成四格表对四

格表进行卡方检验。

三、两个配对样本的非参数检验

（一）符号检验法

用于检验两个配对样本分布的差异。

对应参数检验中“配对样本差异显著性 t检验”，也是以中数作为集中趋势的量度。

1.小样本（对子数 N≤25）

（1）对于每对数据之差，不计大小，只记符号。正号的个数记为 n+，负号的个数记为

n－， 0不记在内。N =n++n－，r = min（n+，n－）。

（2）查符号检验表，若 r大于表中临界值，则差异不显著，即接受虚无假设（与一般

参数检验相反，要特别注意）。可以看出与 n+与 n－差得越多，越显著。

2.大样本（对子数 N>25）

n+和 n－符合二项分布，N>25时服从正态分布，故可用 Z检验。

（二）符号等级

检 验法

又称“符号秩和检验”“维尔克松检验法”“维尔克松 T检验”，精确度比符号检验法高，

在考虑差值的符号的同时还考虑差值大小。

对应参数检验中“配对样本差异显著性 t检验”。

1.小样本（对子数 N≤25）

（1）一对数据之差按绝对值从小到大排列（0不参加）；

（2）在等级前添正负号；

（3）求出带正号的等级和（T+）与带负号的等级和（T－），取两者之中较小的记作 T，

T=min（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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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表检验，若大于表中临界值，则差异不显著（与一般参数检验相反，要特别注

意）。

2.大样本（对子数 N>25）

N>25时，T分布接近正态，使用 Z检验：

四、等级方差分析

当方差分析三大前提不满足时使用。

（一）克-瓦氏单向方差分析

又称“克-瓦氏 H检验”，对应“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1.将所有数据混合，排序；

2.求出各个处理内的秩和，记为 Ri ；

3.计算 H值：

4.查 H表，大于临界值说明差异显著。

（二）弗里德曼两因素等级方差分析

对应“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1）将每一区组的 K个数据（K为实验处理数）从小到大排出等级；

（2）求出每种实验处理 n个数据等级和，以 Ri表示;

（3）代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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