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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PSS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在阐述了SPSS基本功能的基础上，着重对多元统计分析的各个
方法，针对目前部分统计教材以及SPSS丛书存在的问题，以数据分析应用需求为主线，对假设检验、
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对应分析、时间
序列分析、信度分析、联合分析、生存分析、神经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15类方法，按照实际数据
分析步骤从基本原理到软件操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论述。
本书基于SPSS
17.0版本，并在SPSS
17.0软件操作后附以独立案例进行分析。
本书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人员为主要对象，同时也可供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专业
统计分析人员以及管理决策者进行学习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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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是对同一因变量进行重复测度的一种实验设计技术，可以是在相
同条件下进行的重复测度，目的是在研究不同处理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同时，也能研究被试者之
间的差异、被试者几次测量之间的差异以及被试者与各种处理间的交互效应；也可以是不同条件下进
行的重复测度，目的是在研究不同处理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同时，也能研究重复测度的条件之间
的差异，以及这些条件与处理之间的交互效应。
 1.重复测量设计的优缺点 优点：把每一个体作为自身的对照，克服了个体之间的变异，分析时能更好
地集中于研究效应；同时，把自身当作对照，研究所需的个体就相对较少，因此更加经济。
 缺点：①滞留效应，前面的处理效应有可能滞留到下一次的处理；②潜隐效应，前面的处理效应有可
能激活原本不活跃的效应；③学习效应，由于逐步熟悉了实验方式，研究对象的反应能力在后面的处
理中也可能会得到逐步提高。
 2.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条件 （1）正态性：处理因素的各处理水平的样本个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随机
样本，其总体均值服从正态分布。
 （2）方差齐性：相互比较的各处理水平的总体方差相等，即具有方差齐性。
 （3）因变量的方差一协方差矩阵满足球形假设，即两个对象的协方差应该等于它们方差的均值减去
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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