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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假设检验中原假设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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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在假设检验中第一步要解决的, 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原假设 H 0 的提出.本文对假设检验

的原理给出了解释,并通过一个实例的讨论给出了原假设 H0 提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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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假设检验原理概述

假设检验是统计推断中一类重要的问题.要对总体做出判断,常常要先对所关心的问题做出某些假

定(或是猜测) . 这些假定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 它们一般是关于总体分布或其参数的某些

陈述,称为统计假设. 我们一般要同时提出两个对立的假设,即原假设 H0 和备择假设 H 1 .在很多情况

下,我们给出一个统计假设仅仅是为了拒绝它 [ 1] .

假设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小概率原理�.所谓小概率原理就是:概率很小的随机事件在一次试验中一

般不会发生.根据这一原理,我们从 H 0 出发,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 �下,从总体中抽取一个子样进行检

验,在 H 0 成立的条件下,若发现�相应统计量(即随机变量)取到此子样代入统计量后的值�是一个小概

率事件,亦即小概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发生了,这与�小概率原理�矛盾, 所以,此时就拒绝 H 0 并接受

H 1 ;反之,就只有被迫接受 H 0 .

2 � 问题的提出

在假设检验中第一步要解决的也是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原假设 H 0 的提出. 本文旨在讨论假设检

验中原假设 H 0如何提出. 下面以一个实例展开讨论.

例 � 假定如果某地矿石中某种金属含量达到 1� 1%以上时就可以认为具有开采价值. 现从该地矿

石中取出 10块.测得该金属含量( %)为

0� 91 � 1� 05 � 1� 12 � 0� 87 � 1� 26 � 1� 06 � 1� 16 � 0� 98 � 1� 25 � 1� 37
如果该金属含量服从方差为 0� 01 的正态分布, 问此地矿石是否具有开采价值(给定显著性水平:

�= 0� 05)
本问题表面看比较简单, 属于单个正态总体, 方差已知, 均值 �的假设检验, 所用统计量应为

�X- �
�/ n

~ N( 0, 1) .但另一方面,对 H0 的提出按如下两种方案进行计算,问题就出现了.

据已知及计算得相关数据 �X = 1� 103, Z0� 05 = 1� 65, n= 10, �= 0� 01, �0= 1� 1.
第一种提法:



H 0 : �� �0 � H 1 : �> �0

拒绝域为 Z=
�X- �0

�/ n
> Z�.

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 Z= 0� 95< Z0� 05= 1� 65, 所以接受 H 0 . 即认为矿石无开采价值.

第二种提法:

H 0 : ���0 � H 1 : �< �0

拒绝域为 Z=
�X- �0

�/ n
< - Z�.

经计算, Z= 0� 95> - Z0� 05= - 1� 65, 所以接受 H 0 . 即认为矿石有开采价值.

对于同一个问题,由于 H 0 提出的不同,造成两个对立的结论,显然有一个是不合理的. 如果将本问

题金属含量的数据变为

1� 15 � 1� 23 � 1� 18 � 1� 31 � 1� 25 � 1� 24 � 1� 21 � 1� 21 � 1� 26 � 1� 27
据已知及计算得相关数据 �X = 1� 23, Z0� 05 = 1� 65, n= 10, �= 0� 01, �0 = 1� 1.

对于第一种提法:

Z= 41� 43> Z0� 05= 1� 65.
拒绝 H 0 , 即认为 �> �0 而矿石有开采价值.

对于第二种提法:

Z= 41� 43> - Z0� 05= - 1� 65.
接受 H 0 , 即认为 ���0 而矿石有开采价值.

我们同样用两种方法去讨论, 只是数据不同, 而此时却得到了同一种结论. 那么,我们应如何解释这

种情况呢?

我们仍以单个正态总体方差已知, 均值 �的假设检验为例加以讨论

统计量为 Z= �X - �
�/ n

~ N(0, 1) .

我们将前文所提到的两种提法中的临界值标记在同一个坐标系

下,作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图像如图 1.

第一种提法, 拒绝域为 ( Z�, + � ) ; 第二种提法, 拒绝域为

(- � , - Z�) .

而两种提法的接受域有一个很可观的公共部分( - Z�, Z�) .所谓很

可观指的是: 随机变量Z(Z~ N(0, 1) ) 落入此区间内的概率非常大

(1- 2�) .也就是说对于两种提法,取样本观测值计算后, 落入此区间内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于第一组数据 Z= 0� 95恰好落入( - Z�, Z�) , 从而两种方法均为接受 H 0 . 而第二

组数据 Z= 41� 43,落入( Z�, + � )区间内,所以在第一种提法拒绝 H 0 ,在第二种提法接受 H 0 .

由如上所述,因为两种提法的接受域有相当可观的公共部分,一旦 �与 �0 离的很近,就容易造成提

法的不同而产生相互对立的结论.

也就是说对于同一个问题作假设检验时,

提法 I � H 0 : �� �0 � H 1 : �> �0 .

经计算结论拒绝 H0 而接受 H 1 : �> �0 ;

提法 II � H 0 : ���0 �H 1 : �< �0 .

经计算结论接受 H0 : ���0 .

虽然所做出结论相同,但二者绝非是一回事.

事实上,在对原假设的真伪进行判断时, 由于样本的随机性可能使判断发生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

(弃真错误) ,其概率用 �来表示; 第二类错误(取伪错误) ,其概率用 �来表示.显然,在假设检验中, 我们

总是希望 �和 �都尽量的小.两类错误的概率是相互关联的, 当样本容量固定时, 一类错误的概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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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另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加; 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即水平 �)与接受假设的接受域相关,两者可以互相调

整;当原假设不真时,参数的真值越接近假设下的值时, �的值就越大; 要同时降低两类错误的概率,或

保持一个不变而降低另一个, 只能通过增加样本容量才能解决. 而无限增大样本容量既是不现实的又是

不经济的
[ 2]

.

3 � 问题的解决及原假设提出的原则

对于上述�矿石是否具有开采价值�问题,作者认为无论哪组数据只有提法 H 0 : �� �0 � H 1 : �> �0

是合理的.理由是:

假设检验的目的,从理论上是说检验原假设的总体与样本抽自的总体,是否发生了显著性差异,从

实际上说目的就是因为事先已经对 H 0 产生了怀疑,而纯粹为了推翻或拒绝它.拒绝一定要有充分的理

由拒绝,而接受只不过是在当前显著性水平下没有理由去拒绝, 是无可奈何的.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的

角度上讲对于某问题得到了拒绝 H 0 的结论,才真正具有指导意义.

虽然 H 0 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拒绝它,但从统计理论上讲, 一旦 H 0 被提出, 就将受到保护而难于被拒

绝.那么如何提出 H 0 才能使问题的研究是合理的呢? 既然我们在对某问题做假设检验, 就应站在检验

者的立场上提出 H0 ,比如本文所提到的�矿石是否具有开采价值�的例子.某人要到某处建立矿厂,事先

对矿石中金属含量进行检验得到了一组数据,假设检验得出的结论是, 该地具有开采价值,试问他是无

可奈何地去建厂,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建厂呢?

总之对于假设检验的第一步 H 0 的提出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保证 H 0 提出的合理性,应注意遵循以

下原则及结论: (其中( i) , ( iii)为普遍结论, ( ii) , ( iv) , ( v )为作者见解) .

( i) 将主观上产生怀疑或可能被拒绝的一方设为原假设;

( ii) 将主观上要被保护的一方设为原假设;

( iii) 如果在假设检验时作出某种错误的决策所付出的代价很高,那么应该使作出这种错误决策的

概率较低;

( iv) 当样本观测值与假设检验的相应给定值非常接近时,本文所提到两种提法的讨论已经没有太

大的实际指导意义, 应该适当增加样本容量, 继续观测进行检验;

( v) 从某种意义的角度上讲,在假设检验中,对于某问题得到了拒绝H 0 的结论,才真正具有指导意

义.

4 � 问题的延伸

对于上述同一问题的两种提法,显著性水平 �也值得一提.

提法 I � H 0 : �� �0 � H 1 : �> �0 , 拒绝域为( Z�, + � ) ;
提法 II � H 0 : ���0 �H 1 : �< �0 , 拒绝域为(- � , - Z�) .

对于第二组数据,虽然结论相同均认为矿石有开采价值,但提法 I的结论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矿石有开

采价值,当提高显著性水平(比如 �= 0� 01)时,对同一组数据结论很可能接受 H 0 , 因为显著性水平越高

(�越小)H 0 就越应该难于被拒绝,这是符合统计原理的;而提法 II 是在当前显著性水平( �= 0� 05)下没
有理由去拒绝, 于是无可奈何地接受 H0 ,认为矿石有开采价值, 此时当提高显著性水平(比如 �= 0� 01)
时, H 0 就更加难于被拒绝,事实上样本观测值 Z= 41� 43更加大于变小了的临界值- Z�. 这样当显著性

水平提高时两种提法又产生了矛盾,所以对于第二组数据两种提法计算结论相同,只是在显著性水平 �

= 0� 05之下的巧合而已,一旦提高显著性水平则很可能又出现互相对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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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e of Original Hypothesis According to Hypothesis

REN Yong�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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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r st to solve and the most difficult pr oblem in hypothesis is the pose of o rig inal hypo thesis, w hich is

signed H 0 . This paper giv es an interpretat ion and simple analysis to the principle of hypothesis, and the standard to pose

an o rig inal hypo thesis is a lso g ive thr ough w orking at a specific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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