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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估计和VDR检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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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待研究问题 

  VDR检验是一普遍适用的检验方法。进一步研究问题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应用问题。任何模型的参数检验问题都可用VDR检

验处置。 

  1.有误差项统计模型扩展 

  像回归分析等模型，包含误差项，通常认为误差项是正态的，否则很多检验方法失去理论根据。有了VDR检验，将正态误差

换成刻度分布族 ，f（·）已知，刻度参数σ是未知参数。对于实际问题，很可能一类问题对应一个f（·）。总的原则，

研究方法已经提供，细节有待研究。 

  2.多响应Logistic回归研究 

  杨振海，程维虎（2006），Weihu Cheng and Zhenhai Yang（2008）利用VDR给出了多元Logistic分布的构造，利用其结果

可进一步讨论多响应Logistic回归模型的构造、检验及其应用问题。研究结果可应用于诸多领域。 

  3.质量控制图 

  质量控制图是质量管理中的重要方法，对多指标质量控制尚无成熟方法，可用VDR检验实现多指标质量控制。设一产品质量

由m个指标 描述。这些指标的概率密度函数是f（x），则可用f 的大小控制产品质量，其值过小是失控前

兆。m=1就得到休哈特质量控制图。 

  4.非正态多元统计分析 

  多元统计分析可以说主要是多元正态的分析，对非正态数据办法很少。VDR检验和随机估计提供了有力工具，使研究非正态

数据分析成为可能。粗的思路虽有，细节有待研究，到实用的路还很长。结合是具体问题会对应一分布密度函数，就像展开正态

数据分析一样的工作。 

  5.一些具体的参数检验问题 



  对一些有意义的具体问题如何做，如多总体期望相等的检验，方差齐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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