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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假设检验原理在卷烟质量判断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结合卷烟质量判断的实际情况对假设检验

中的两类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假设检验理论在卷烟质量判断中的应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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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卷烟生产企业经常会遇到如下的问题：卷烟检验标准中要求烟支的某项缺陷的不合格品率P不能超过3%，现从

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50支卷烟进行检验，发现有2支不合格品，问此批产品能否放行？按照一般的习惯性思维：50支中有

2支不合格品，不合格品率就是4%，超过了原来设置的3%的不合格品率，因此不能放行。但如果根据假设检验的理论，在

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批产品应该可以放行。这是为什么呢？ 

  最关键的是由于我们是在一批产品中进行抽样检验，用抽样样本的质量水平来判别整批的质量水平，这里就有一个抽

样风险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的这批产品共有10000支卷烟，里面有4支不合格品，不合格品率是0.04%，远低于3%的合

格放行不合格品率。但我们的检验要求是随机抽样50支，用这50支的质量水平来判别整批10000支的质量水平。如果在50

支中恰好抽到了2支甚至更多的不合格品，简单地用抽到的不合格品数除以50来作为不合格品率来判断，那我们就会对这

批质量水平合格的产品进行误判。 

  如何科学地进行判断呢？这就要用到假设检验的理论。 

  一、假设检验的原理。 

  一般地说，对总体某项或某几项作出假设，然后根据样本对假设作出接受或拒绝的判断，这种方法称为假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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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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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很小的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若发生了，就是不合理的。至于怎样才算是“小概率”呢？通常

可将概率不超过0.05的事件称为“小概率事件”，也可视具体情形而取0.1或0.01等。在假设检验中常记这个概率为α，

称为显著性水平。而把原先设定的假设成为原假设，记作H0。把与H0相反的假设称为备择假设，它是原假设被拒绝时而

应接受的假设，记作H1。 

  二、假设检验的应用。 

  我们还是以本文开头的问题为例。 

  步骤1：建立假设 

  要检验的假设是不合格品率P是否不超过3%，因此立假设 

  H0：P≤0.03 

  这是原假设，其意是：与检验标准一致。 

  H1：P＞0.03 

  步骤2：选择检验统计量，给出拒绝域的形式 

  若把比例P看作n=1的二项分别b（1，p）中成功的概率，则可在大样本场合（一般n≥25）获得参数p的近似μ的检

验，可得样本统计量： 

近似服从N(0,1) 

其中 ＝2/50＝0.04，p=0.03，n＝50 

步骤3：给出显著性水平α，常取α＝0.05。 



步骤4：定出临界值，写出拒绝域W。 

根据α＝0.05及备择假设知道拒绝域W为  

步骤5：由样本观测值，求得样本统计量，并判断。 

结论：在α＝0.05时，样本观测值未落在拒绝域，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应允许这批产品出厂。 

  三、假设检验中的两类错误。 

  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个例子，在50个样品中抽到多少个不合格品，就要拒绝入库呢？我们仍取α＝0.05，根据上述公

式，得出 ，解得x>3.48，也就是在50个样品中抽到4个不合格品才能判整批为不合

格。 

  而如果我们改变α的取值，也就是我们定义的小概率的取值，比如说取α＝0.01，认为概率不超过0.01的事件发生了

就是不合理的了，那又会怎样呢？还是用上面的公式计算，则得出 ，解得

x>4.30，也就是在50个样品中抽到5个不合格品才能判整批为不合格。检验要求是不合格品率P不能超过3%，而现在根据α

＝0.01，算出来50个样品中抽到5个不合格品才能判整批为不合格，会不会犯错误啊！假设检验是根据样本的情况作的统

计推断，是推断就会犯错误，我们的任务是控制犯错误的概率。在假设检验中，错误有两类： 

  第一类错误（拒真错误）：原假设H0为真（批产品质量是合格的），但由于抽样的随机性（抽到过多的不合格品），

样本落在拒绝域W内，从而导致拒绝H0（根据样本的情况把批质量判断为不合格）。其发生的概率记为α，也就是显著性

水平。α控制的其实是生产方的风险，控制的是生产方所承担的批质量合格而不被接受的风险。 

  第二类错误（取伪错误）：原假设H0不真（批产品质量是不合格的），但由于抽样的随机性（抽到过少的不合格

品），样本落在W外，从而导致接受H0（根据样本的情况把批质量判断为合格）。其发生的概率记为β。β控制的其实是使

用方的风险，控制的是使用方所承担的接受质量不合格批的风险。 

  再回到刚刚计算的上例的情况，α由0.05变化为0.01，我们对批质量不合格的判断由50个样本中出现4个不合格变化

为5个，批质量是合格的而不被接受的风险就小了，犯第一类错误的风险小了，也就是生产方的风险小了；但同时随着α的

减小对批质量不合格的判断条件其实放宽了——50个样本中出现4个不合格变化为5个，批质量是不合格的而被接受的风

险大了；犯第二类错误的风险大了，也就是使用方的风险大了。 

在相同样本量下，要使α小，必导致β大；要使β小，必导致α大，要同时兼顾生产方和使用方的风险是不可能的。要使α、

β皆小，只有增大样本量，这又增加了质量成本。 

  因此综上所述，假设检验可以告诉我们如何科学地进行质量合格判定，又告诉我们要兼顾生产方和使用方的质量风

险，同时考虑质量和成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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