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书书书

2.4　精度、相关系数、差异性、显著性、F 与适用性检验
在刚果 12 号桉 W 5 无性系和尾叶桉 U6 无性系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公式未付之使用前，为检验其实用

性，在国营雷州林业局各林场的刚果 12 号桉 W 5 无性系和尾叶桉 U6 无性系林分中，各伐取 60 株立木（径阶
8 ～18 cm，各径阶 10 株）作精度、相关系数、差异性、显著性、F 与适用性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

刚果 12号桉 W 5 无性系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公式检验的结果为：

　　（1）精度检验：E xa（%）=（1 -
t0.05SY

Y
）×100 =（1 -1.96 ×0.000 931

0.098 508 ）×100 =98.1

（2）相关检验：r= P
SS寶 y

= 0.329 691
寶0.332 703 =0.995 463

（3）差异性检验：tXY =
X -Y
S2
X +S2

寶 Y

寶× n =0.097 244 -0.098 508

寶0.005 269 +0.005 639 寶× 60 =-0.093 745 <t0.01 =2.617

（4）显著性检验：F =P
S2 =0.329 691

0.000 052 =6 340.211 538倡倡 >F0.01
1，59 =7.08

（5）F 检验：F =
S2
y

S2
x

=0.005 639
0.005 269 =1.070 222 <F0.01

60，60 =1.84

（6）适用性检验：　　　　F =

1
2［（ a∑Y +b∑XY）-（2∑XY -∑X2）］

1
n -2［∑Y2 -（a∑Y +b∑XY）］

　　　　 =

1
2［（ -0.001 641 ×5.910 490 +1.029 870 ×0.894 887）-（2 ×0.894 887 -0.878 224）］

1
60 -2［0.914 935 -（ -0.001 641 ×5.910 490 +1.029 870 ×0.894 887）］

　　　　 =3.537 289 <F0.01
2，58 =4.98

尾叶桉 U6无性系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公式检验结果为：

（1）精度检验：E xa（%）=（1 -
t0.05SY

Y
）×100 =（1 -1.96 ×0.000 796

0.099 829 ）×100 =98.4

（2）相关检验：r= P
SS寶 y

= 0.352 188
寶0.354 392 =0.996 886

（3）差异性检验：tXY =
X -Y
S2
X +S2

寶 Y

寶× n =0.099 678 -0.099 829

寶0.005 810 +0.006 007 寶× 60 =-0.107 630 <t0.01 =2.617

（4）显著性检验：F =P
S2 =0.352 188

0.000 038 =9 268.105 263倡倡 >F0.01
1，59 =7.08

（5）F 检验：F =
S2
y

S2
x

=0.006 007
0.005 810 =1.033 907 <F0.01

60，60 =1.84

（6）适用性检验：F =

1
2［（ a∑Y +b∑XY）-（2∑XY -∑X2）］

1
n -2［∑Y2 -（a∑Y +b∑XY）］

　　　　 =

1
2［（ -0.001 204 ×5.989 715 +1.013 595 ×0.944 509）-（2 ×0.944 509 -0.938 950）］

1
60 -2［0.952 337 -（ -0.001 204 ×5.989 715 +1.013 595 ×0.944 509）］

　　　　 =0.923 147 <F0.01
2，58 =4.98

以上检验结果充分证明：刚果 12 号桉 W 5 无性系和尾叶桉 U6 无性系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公式的理论
值与林分的实测值均属一体系且无显著差异，显著性呈高度显著，相关程度极紧密，精度达极高水平，两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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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本林区适用。

3　结论与讨论
3.1　刚果 12 号桉 W 5无性系和尾叶桉 U6 无性系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材积推导公式精度可靠。方差分析
F 值均达极显著水平，胸径与出材量、树高与出材量相关极紧密，样本材料完全适合于回归方程 V =aD b

1.3H
c，

经适用性检验，精度极高，回归方程式在本林区适用。

3.2　相关分析中发现，两树种无性系胸径对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的影响和作用远远大于树高。但出材量与
胸径与树高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生产经营中采取营林措施促进径粗生长，有利于立木材积的增

长。

3.3　编制胶合板材立木出材量表的材积推导有标准木法、样木径阶等方法，各有其优点，本文所取的是典型
样地法，样地法收取的样木能客观反映现实林分的林木规律和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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