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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许多统计学教材关于假设检验中拒绝域和

接受域的确定过程过于简洁而导致相关知识抽象、
难懂，故对这个过程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首先展

示了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接着给出了关于一个总

体参数的单侧检验、双侧检验过程中拒绝域和接受

域确 定 的 推 理、推 导 过 程，并 展 示 了 应 用 实 例。最

后，对当前统计学教材中假设检验内容的组织提出

了一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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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同数理统计教材相比，一般统计学教材中假设

检验的方法和步骤常常显得十分简洁、直观，但这样

做的缺点也很明显：一些数学推理过程被屏蔽起来，
解题过程十分抽象、步骤间跨度较大，推理不清晰。
这样的教材对非统计学专业和非数学专业的教师、
学生而言无疑大大加重了他们讲解、学习这门课程

的难度，使他们感到假设检验的过程十分抽象，令人

困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把这些被许多统计学教

材没有涉及到的推理内容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

１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１．１　假设检验采用的逻辑推理方法是反证法

为了检验某假设是否成立，先假定它正确，然后

根据样本信息，观察由此假设而导致的结果是否合

理，从而判断是否接受原假设。
假设检验使用了一种类似于“反证法”的推理方

法，它的特点是［１］：
（１）先假设总体某项假设成立，计算其会导致什

么结果产生。若导致不合理现象产生，则拒绝原先

的假设。若并不导致不合理的现象产生，则不能拒

绝原先假设，从而“接受”原先假设。
（２）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反证法。所谓不合理现

象产生，并非指形式逻辑上的绝对矛盾，而是基于小

概率原理。
１．２　进行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小概率原理［２］

小概率原理是指发生概率很小的随机事件在一

次实验或个别实验中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在

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发生了小概率事件，则认为原

假设是不合理的；反之，如果小概率事件没有发生，
则没有证据拒绝原假设。

假设检验是基于样本资料来推断总体特征的，
而这种推断是在一定概率置信度下进行的，而非严

格的逻辑证明。因此，置信度大小的不同，有可能做

出不同的判断。

２　双侧检验拒绝域的确定

在双侧检验问题中，一般统计学教材中的解题

步骤简洁、清晰，但推理过程含混、抽象，甚至一些推

理略而不提。不妨以一个总体的总体均值和正态总

体方差的假设检验为例。
２．１　总体均值的双侧假设检验

例１：某机床 厂 加 工 一 种 零 件，根 据 经 验 知 道，
该厂加工零件的椭圆度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其总体

均值为μ０＝０．０８１ｍｍ。今换一种新机床进行加工，
抽取ｎ＝２００个零件进行检验，得到的椭圆度均值

为０．０７６ｍｍ，样本标准差为ｓ＝０．０２５ｍｍ。问新机

床加 工 零 件 的 椭 圆 度 的 均 值 与 以 前 有 无 显 著 差

异［２］？（α＝０．０５）。
许多统计学教材中对此题的求解过程如下：
解：Ｈ０：μ＝０．０８１，认 为 新 旧 机 床 加 工 零 件 的

椭圆度的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Ｈ１：μ≠０．０８１，认为新旧机床加工零件的椭圆

度的均值有显著差异；
由题意可知这是一个双侧检验问题，拒绝域应

该在抽样分布曲线的左、右尾部，如图１所示。
由题意可知，μ０ ＝０．０８１ｍｍ，ｓ＝０．０２５ｍｍ，

ｘ＝０．０７６ｍｍ，ｎ＝２００。由 于 大 样 本，故 可 以 用ｚ
统计量。



ｚ＝ｘ－μ０ｓ
槡ｎ

＝０．０７６－０．０８１０．０２５
槡２００

＝－２．８３

由于α＝０．０５，本 问 题 是 双 侧 检 验，故 临 界 值

ｚα２ ＝１．９６。
由于 ｚ ＞ｚα２，故统计量的值落在了拒绝域，决

策如下：
在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下，拒绝Ｈ０，认为新旧

机床加工零件的椭圆度的均值有显著差异。

拒绝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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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双侧检验示意图

在上述解法中，为什么本题是双侧检验而不是

左单侧检验或右单侧检验，因其讲述不清，没有令人

可信的数学推理过程，因此很有必要把上面解题过

程中为什么采用双侧检验的原因搞清楚。
由于要检验的假设涉及总体均值，故可借助于

样本均值来判断。因为ｘ是μ的无偏估计量。所以，

若Ｈ０为真，则 ｘ－μ０ 不应太大，又ｘ－μ０
ｓ／槡ｎ

～Ｎ（０，

１），故衡量 ｘ－μ０ 的 大 小 可 归 结 为 衡 量 ｘ－μ０
ｓ／槡ｎ

的大小［３］。于是可以选定一个适当的正数ｋ，当观察

值ｘ满足 ｘ－μ０
ｓ／槡ｎ

≥ｋ时，拒绝假设Ｈ０。反之，当观

察值ｘ满足 ｘ－μ０
ｓ／槡ｎ

＜ｋ时，接受假设Ｈ０。因为当

Ｈ０ 为真时，ｚ＝ｘ－μ０
ｓ／槡ｎ

～Ｎ（０，１），由标准正态分布

分位数的定义：

令ｋ＝ｚα／２，当
珚ｘ－μ０
ｓ／槡ｎ

≥ｚα／２ 时，拒绝Ｈ０；当

珚ｘ－μ０
ｓ／槡ｎ

＜ｚα／２ 时，不拒绝Ｈ０。

这就是一般统计学教材中进行双侧假设检验时

没有涉及到的内容（甚至一些数理统计教材中也没

有涉及到）。
２．２　 正态总体方差的双侧假设检验

设总体Ｘ ～ Ｎ（μ，σ
２），其 中μ、σ

２ 均 未 知，Ｘ１，

Ｘ２，…，Ｘｎ 为来自总体Ｘ 的样本（样本容量为ｎ），由
样本可 以 计 算 出 样 本 方 差 为ｓ２。（已 知 显 著 性 水 平

为α）
如果 遇 到 如 下 的 双 侧 检 验 问 题：Ｈ０：σ２ ＝σ２０，

Ｈ１：σ２ ≠σ２０，其中σ０ 为已知常数。
由于ｓ２ 是σ２ 的无偏估计，则当Ｈ０ 为真时，比值

ｓ２

σ２０
在１的附近摆动，此值不应该过分大于１或者过

分小于１。由抽样分布的相关定理可知：

当Ｈ０为真时，（ｎ－１）ｓ
２

σ２０ ～χ
２（ｎ－１），取作为统

计量，χ
２ ＝

（ｎ－１）ｓ２

σ２０
则拒绝域的形式为：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１ 或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２，此处的值由

下式确定：
Ｐ（当 Ｈ０ 为 真， 拒 绝 Ｈ０） ＝

Ｐ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 ）１ ∪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 ）｛ ｝２ ＝α０ 为

了计算 方 便，习 惯 上 取：Ｐ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 ｝１ ＝ α２，
Ｐ
（ｎ－１）ｓ２

σ２０ ≥ｋ｛ ｝２ ＝α２，由χ２ 分位数的定义得：

令ｋ１＝χ
２
１－α／２（ｎ－１），ｋ２＝χ

２
α／２（ｎ－１）。则相应

的拒绝域为：
（ｎ－１）ｓ２

σ２０ ≤ χ
２
１－α／２（ｎ－１），或

（ｎ－１）ｓ２

σ２０ ≥

χ
２
α／２（ｎ－１）。

在上述推理的基础上，关于正态总体方差的双

侧检验问题常常在统计学教材中就可以按照下列例

２所示的简洁过程进行假设检验。这也是统计学 教

材中强调统计方法的具体应用，淡化推理推导的思

想的具体体现。
例２：某厂生产的某种型号的电池，其寿命长期

以 来服从方差σ２＝５　０００（ｈ２）的正态分布，现有一

批这种电池，从它的生产情况来看，寿命的波动性

有所变化。现随机取２６只电池，测出其寿命的样本

方差ｓ２ ＝９　２００（ｈ２）。问根据这一数据能否推断这

批电池 的 寿 命 的 波 动 性 较 以 往 的 有 显 著 的 变 化？

（α＝０．０２）
解：由题意：Ｈ０：σ２ ＝５　０００，Ｈ１：σ２ ≠５　０００，
又因为ｎ＝２６，α＝０．０２，由题意可用χ

２ 检验。
查 表 可 得：χ

２
α／２（ｎ －１）＝ χ

２
０．０１（２５）＝ ４４．３１４，

χ
２
１－α／２（ｎ－１）＝χ

２
０．９９（２５）＝１１．５２４，故 拒 绝 域 为：

（ｎ－１）ｓ２

σ２０ ≤１１．５２４，或
（ｎ－１）ｓ２

σ２０ ≥４４．３１４．

又χ
２ ＝

（ｎ－１）ｓ２

σ２０
＝ ２５×９　２００５　０００ ＝ ４６ ＞

４４．３１４，所以拒绝Ｈ０，认为这批电池的寿命的波动

性较以往的有显著的变化。

３　 单侧检验拒绝域的确定

不妨以一个总体的总体均值的右单侧假设检验

为例。

７２１　 杨 　 刚：统计学中参数假设检验拒绝域的确定



例３：某工厂生产的一种电子元件，在正常情况

下，其 使 用 寿 命 Ｘ（ｈ）服 从 正 态 分 布 Ｎ（２　５００，
１２０２）。某日从该厂生产的一批这种电子元件中随机

抽取１６个，测得样本均值珚ｘ＝２　４３５（ｈ），假定电子

元件寿命的方差不变，问能否认为该日生产的这批

电子元件的寿命均值不小于２　５００（ｈ）？（α＝０．０５）
首先分析问题：由题意可以设计原假设和备择

假设如下：

Ｈ０：μ≥２　５００；Ｈ１：μ＜２　５００，这里μ０＝２　５００，

σ０ ＝１２０。又 由 抽 样 分 布 的 相 关 定 理 可 选ｚ ＝
ｘ－μ０
σ０
槡ｎ

作为统计量。又因为ｘ是μ的无偏估计，当Ｈ０

成立时，ｘ－μ０ 大 一 些 较 为 合 理，它 较 小 就 不 合 理

了，因此ｚ＝ｘ－μ０σ０
槡ｎ

较小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记Ｐ（ｚ

＜ｂ）＝α，但是，由于μ≥μ０。因此，μ０ 不是正态总体

的均值，从而ｚ的分布未知，在此我们无法求得ｂ值。

为此，再另选一个 统 计 量ｚ＊ ＝ｘ－μσ０
槡ｎ

，它 服 从 标 准

正 态分布。当Ｈ０ 成立时，有ｚ＊ ≤ｚ，于是有：Ｐ（ｚ＜
ｂ）≤Ｐ（ｚ＊ ＜ｂ），这表明事件（ｚ＜ｂ）是比事件（ｚ＊

＜ｂ）发生的概率还要小的小概率事件［４］。因此，只

要令Ｐ（ｚ＊ ＜ｂ）＝α，由于ｚ＊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查
表 得ｂ＝－ｚα，从而有：Ｐ（ｚ＜－ｚα）≤α，于是Ｈ０ 的

拒绝域为：ｚ＜－ｚα。
在上述推理的基础上，许多统计学教材上的解

法如下：
解：Ｈ０：μ≥２　５００，认为该日生产的这批电子元

件的寿命均值不显著小于２　５００（ｈ）；

Ｈ１：μ＜２　５００，认为该日生产的这批电子元件

的寿命均值显著小于２　５００（ｈ）；
又 因为：μ０＝２　５００，σ０＝１２０，ｎ＝１６，故可以采

用ｚ统计量，ｚ＝ｘ－μ０σ０
槡ｎ

。

又因 为 显 著 性 水 平α＝０．０５，查 表 得ｚｄ ＝

ｚ０．０５ ＝１．６４５，此 时：ｚ＝ｘ－μ０σ０
槡ｎ

＝２　４３５－２　５００
１２０／槡１６

＝

－２．１７，故ｚ＜－ｚα，于是拒绝Ｈ０，接受Ｈ１。即认为

该日生产的 这 批 电 子 元 件 的 寿 命 均 值μ显 著 小 于

２　５００（ｈ）。
对于一个总体参数的其他假设检验问题可以按

照类似的方法进行推理，此处不再赘述。

４　结语

假设检验是推断统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它进

行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是十分重要的。但由于现行的

许多统计学教材变重应用而轻推理的思想的影响，
导致假设检验求解过程被简化、淡化。殊不知这从

另一方面反而加重了教师、学生学习统计学的难度，
在某些院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门课程教师不愿教

或教不透，学生不愿学或学不懂的局面，建议在统计

学教材中应该适当补充一些基本的推理、推导过程，
这样才能使这门课程显得比较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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