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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变异系数是一项可靠性指标，它应用于既有结构的可靠性、医院统计及保险理论等方面，对变异系数进行假设

检验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取自一般正态总体的子样，并利用样本均值 "!、样本标准差 " 和变异系数 # $ !
"

的关系构

造了一 种 含 变 异 系 数 的 抽 样 分 布 % $ #
"!
" & ’（#，( ) $），同 时 给 出 了 该 分 布 的 密 度 函 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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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K,。本文给出一种对变异系数的小样本假设检验方法，根据该抽样分布及

原假设成立的条件下确定检验统计量 % $ ##
"!
" ，然后利用统计量构造一个使备择假设成立的小概率事件，由此得出

拒绝域或拒绝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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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变异系数是总体标准差与总体均值之比 # $
!
"

，是衡量结构风险程度或稳定程度的可靠性指标，

是一个无量纲量。在实际问题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比

如在既有结构的可靠性、医院统计以及保险理论等

方面。本文建立了含变异系数的 ’ 分布，并利用该分

布给出了一种变异系数的假设检验方法。

$ 抽样分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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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设总体! & .（"，!）"，!$，!"，⋯，!( 是

来自总体的容量为 (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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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样本方差，那么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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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密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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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由于 " $ (
" ’

%，所以当 #& % 时，" 的

分布密度为 !"（#）$ %。

又由文献［"］知 #" $（% & !）("

"" ) #"（% & !），

所以当 # ’ % 时，" 的分布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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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设总体. ) /（$，""），.!，."，⋯，.% 是

来自总体的容量为 %（% ’ !）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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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样本均值和样本方差，( $ (! " 为样本标准

差，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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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变异系数，那么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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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 & 按引理! 和引理" 的记号，因为 ".与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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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起见，笔者把定理 ! 给出的分布称为 3

分布，记作 2 $ 1
".
( ) 3（1，% & !），其中 1 $ "

$
为变

异系数。 证毕

" 变异系数 1 的假设检验

!）为了对变异系数 1 进行假设检验，笔者提出

检验假设

8%：1 $ 1%，8!：1% 1%

由定理! 知2 $ 1%
".
( 为统计量，2 ) 3（1，% & !），

故对显著性水平 %（% $ %9 !，%9 %*，%9 %! 等），可构造

小概率事件

+｛2& 3!&% 5 "（1%，% & !）或 2’ 3% 5 "（1%，% & !）｝$ %
其中 3%（1%，% & !）为 3（1%，% & !）分布的上侧分位

数。于是得拒绝域（或拒绝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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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笔者提出检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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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笔者提出检验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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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由 2 $ 1%
".
( ) 3（1，% & !），可构造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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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于是得拒绝域（或拒绝条件）

"’ #!（$!，% & "）

总之，根据样本观测值计算检验统计量观测值，

由上述拒绝域（ 或拒绝条件）来确定是否拒绝原假

设以此来检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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