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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计算机
,

外商往往在应用程序上
“
卡

” 我们 , 花高价买 来
,

只 能得到输 出结果
。

刘乐融同志发愤学 习
,

编 出一些通用程序
,

在水

土保持科学试验 中有使用价值
。

本刊 陆续选介其 中几个
,

供普及计算

机
、

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参考
。

— 编者

目前
,

我国现有的微型计算机存在着一个问题
,

就是本机所带的应用程序很少或者就没有
。

即使从国外购进的微型计算机
,

也因外商对应用程序采取保密措施
,

使用者看不到程序清单
。

这

对普及
、

推广微机的应用是很不利的
。

用计算机算法语言进行程序设计
,

既要了解数值计算方法
, 又要熟悉计算机算法语言

,

这需

要花费很多劳动
。

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

针对我们水土保持研究所科学研 究 工 作 的共同

点
,

先后完成了
“
单因素方差分析

, 、 “
多因素方差分析

” 、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 逐步回

归分析
” 和 “

线性规划问题的解法
”
等应用程序的设计

,

并全部在 T R S一 80 1 微机上通过
。

本文对每个程序所用数学方法简单给予描述
,

着重介绍各程序的使用及说明
,

给出各程序的

清单
,

并附有例题
。

使用者只要给出具体数据
,

按照例题的样式
,

即可上机运算
。

I—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程序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原理与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完全相同
,

只是在计算上要比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

复杂的多
。

一般要用 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
。

一
、

方法概要

设有自变量 X ; ,

X
Z , … … X m ,

因变量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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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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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线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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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据微积分学中的极值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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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使用说明

N :
一试验次数



N
:

一 自变量总个数 + 1

Bi
一各回归系数

。

i (= o ,
1

, 2 , 3 … … )

S U R P L U S一剩余平方和
。

色P E G一回归平方和
。

S U M一总计平方和
。

R一复相关系数
。

F O一 F 比
。

T i一各因子的 t检验
。

i(
二 1

, 2 , … … )

F i一各因子的 F 检验
。

i(
= 1

, 2 , 3 … … )

P 一偏回归平方和
。

例题
:

研究同一地区土壤内所含植物可给态磷的情况
,

得到 18 组数据如下
,

其 中

X
:

一土壤内所含无机磷浓度
;

X
:

一土壤内溶于 K
Z
C O

。

溶液并受嗅化物水解的有有机磷
;

X
3

一土壤内溶于 K
Z
C O

3

溶液但不溶于澳化物的机磷
;

y 一栽在 2 ℃土壤 内的玉米中的可给态磷
。

已知 y 对 X
, ,

X
Z ,

X
。

存在着线性相关
,

求它 们

的回归方程
,

并进行检验
。

月4nU1.1,1

Y
一
6676土壤样本 X

,

O
。

4

0
_

4

X
,

X
3

3
。

1

0
。
6

4
。
7

1
。
7

9
。
4

1 0
。

1

1 1
。
6

1 2
。

6

1 0
。

9

2 3
。
1

2 3
。
1

2 1
。

2 3
。

1 5 8

1 6 3

3 7

1 5 7

5 9

1 2 3

4 6

1 1 7

1 7 3

1 1 2

1 1 1

1 1 4

1 3 4

7 3

1 6 8

1 4 3

2 0 2

1 2 4

7 7

8 1

9 3

9 3

5 1

7 6

9 6

7 7

9 3

9 5

5 4

1 6 8

9 9

q口内八nJ
奋

4-
内a
`
4110ùOntz八bóUs 4

qéù .八J,曰凡匕工
OJgé-为,口
盆

斗-O月呼

ǎh八61土今d551
。
9

2 6
。

8

2 9
。

9

2341ū刁6789n1012131415161718

1 0 0 D A T A

1 1 0 D A T A

1 2 0 D A T A

1 3 0 D A T A

1 4 0 D A T A

1 5 0 D A T A

0
。
4

,
5 3

-

3
。

1
,

1 9
,

4
。

7
,

2 4
,

9
。

4
,

4 4
-

1 1
。
6

,
2 9

,

1 0
。

9
5

3 7
,

1 5 8
,

6 4
,

0
.

4
,

2 3
一

1 6 3 一 6 0

3 7
5

7 1 , 0
。
6
一

3 4
,

1 5 7
一

6 1

5 9 一 5 4
5

1
。
7
一

6 5
5

1 2 3
一

7 7

4 6
,

8 1
,

1 0
。
1

,
3 1

一
1 1 7

,
9 3

1 7 3
,

9 3
5

1 2
。
6

,
5 8

,
1 1 2

,
5 1

1 1 1
,

7 6
,

2 3
。
1

,
4 6

5
1 1 4

,
9 6



线6 3,51,
1 6 0 D A T A

1 7 0 D A T A

1 8 0 D A T A

1 9 0 G O S U B

2 0 0 E N D

键 入

R U N

2 3
。

1
,

5 0
,

1 3 4
,

2 3
。

1
5

5 6
一

1 6 8
,

2 6
.

8 , 5 8
,

2 0 2 5

1 0 0 0

了7
,

2 1
。

6
,

9 5
,

1 6 8
,

1
。

9
,

1 9
。
9

,

7 3
,

9 3

1 4 3
,

5 4

1 2 4
,

9 9

R E T U R N

显 示

N l = ?

1 S R E T U R N N Z = ?

4 R E T U R N

N l 二 1 8 N Z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A T A
· · · · · · · · · ·

..
· · · · · ·

一

N O
.

X l X Z X 3 Y

1 0
。

4 5 3 1 5 8 6 4

2 0
.

4 2 3 1 6 3 6 0

3 3
。
1 1 9 3 7 丁1

4 0
。

6 3 4 1 5 7 6 1

5 4
.

7 2 4 5 9 5 4

6 1
。

7 6 5 1 2 3 7 7

7 9
。

4 4 4 4 6 8 1

8 1 0
。

1 3 1 1 1 7 9 3

9 1 1
。

6 2 9 1 7 3 9 3

1 0 1 2
。

6 5 8 1 1 2 5 1

1 1 1 0
。
9 3 7 1 1 1 7 6

1 2 2 3
。

1 4 6 1 1 4 9 6

1 3 2 3
。
1 5 0 1 3 4 7 7

1在 2 1
。

6 4 4 7 3 9 3

1 5 2 3
。

1 5 6 1 6 8 9 5

1 6 1
。

9 3 6 1 4 3 5 4

1 7 2 6
。

8 5 8 2 0 2 1 6 8

飞色 2 9
.

9 5 1 1 2 4 9 9

B O = 4 3
。

6 5 2 2

B l = 1
。

7 8 4 7 8

B Z = 一 O
。
0 8 3 3 9 6 4

B 3 = 0
.

1 6 1 1 3 3

R = 0
.

7 4 1 17 7 S U R R L U S
二 5 5 8 3

.

4 2

S U M 二 r 2 3 89
.

5 S R E G 二 6 5 0 6
.

0 8

F O = 5
.

6 8 8 5 8
.

P I = 4 3 , 4
。

1 5 T i 二 3
.

3 19 3 4 F l = 2 1
。

0 1 5

P Z = 1 5
。

59 7 7 T Z二 0
.

19 9 6 5 5 F Z二 0
.

39 5 6 2 2

P 3 = 另3 0
。

4 4 4 T 3 = 1
。

4 4 3 0 1 F 3 = 2
。

0 8 2 2 8

Y = B O + B I X
I + B ZX

: + B 3X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