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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失场合混合样本下回归函数核估计的强相合性 

余  未 
（宁波大学 理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在删失场合下，当 为同分布( i iX Y， ) ϕ混合样本时，获得了回归函数 的 3

类核估计的强相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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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归函数非参数核估计的强相合性曾受

到国内外学者的很大关注. 设  

，是取自 上的随机向量 中的样本，

设 ，以 表示回归函数，

以下 3类回归函数核估计的形式是比较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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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是 的概率密度， . dR 0 0n nh h> →， ( )n →∞

当 ( 为独立同分布时，孙东初[1]研究了完

全样本下上述 3 类估计的强相合性. 陈平[2]在不完

全样本下，即删失场合获得了它们的强相合性. 胡

玉萍等人[3]又进一步在截尾样本下对估计量进行

了改良并讨论了强相合性，不过这些都是对 i.i.d.

样本所做的讨论.  

i iX Y，

当 ( )i iX Y， 为ϕ混合样本时，最早秦永松[4]获得

了完全样本下上述 3类估计的强相合性. 最近有研

究者利用截尾的方法分别对这 3 类核估计进行了

改良并研究了在ϕ混合条件下它们的强一致收敛

性[5,6]. 本文的目的是在假设 为同分布( i iX Y， ) ϕ混

合序列且此时获得的样本是删失的前提下，采用文

献[7]所定义的Y ，研究基于 构造的以下 3

类估计量的强相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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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干引理 

引理 1[8]  假设 为同分布( i iX Y， ϕ混合序列且

此时获得的样本是删失的，则有  

，且 是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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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2[9]  如果 为 上的非负可测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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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3[10]  设{ i iξ，≥1}是ϕ混合序列，且 iE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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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与0C C， ε无关的正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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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定理及其证明 

首先给出 1组已知条件如下： 

(A) 具有概率密度X ( )f x ，且

为同分布

( ) 0 a. s.f x > ， ，

( i iX Y， ) ϕ混合序列； 

(B) 存在正常数 ，使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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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3 个定理的结果与文献[2]中关于删失场

合独立同分布样本下的结果相类似，但在后 2个定

理中放弃了Y有界的条件，所付出的代价是 *2EY <  

∞，而非存在 P≥1，有 . | |PE Y < ∞

定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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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别利用了引理 1和引理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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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赵霞等人[12]在相对较弱的条件下讨论了

当 为( )i iX Y， ρ 混合时回归函数改良核估计的强相

合性. 张日权 则研究了当 为]13[ ( )i iX Y， α 混合下一

般函数核估计的强一致收敛速度. 因此也值得继

续关注在删失场合，ρ混合或α 混合样本下回归函

数核估计的收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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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Consistency of Kernel Estimators for ϕ -mixed-samples-based Regression 

Function with Censored Data 

YU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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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random censored data, the strong consistency of three kernel estimators for regression function 

 is investigated in the case of  being in identical distribution with ( ) ( | )m x E Y X x= = ( , )i iX Y ϕ -mixing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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