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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01714601)
课程主页：http://staff.ustc.edu.cn/~ynyang/lm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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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响应变量与自变量

• 回归函数

• 线性回归模型

• 回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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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变量的关系。回归分析研究响应变量回归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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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分解正交不相关，所以它是一个

与回归函数其中的误差项这是一般的回归方程， xyE

.线性回归模型的线性函数，我们得到比如假设回归函数是

的回归模型。的形式就得到各种特殊假定回归函数具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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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函数

。后面命题平方误差意义下，参见的最佳逼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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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股定理：方差分解

不相关与不相关与：正交

有如下性质：则一般回归方程

令随机向量是是任一随机变量，假设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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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误差最小。即在

则，定义误差为逼近的函数以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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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回归模型

函数是线性的线性回归模型假设回归

它们都需要估计。误差方差参数：回归系数

齐性：方差常数

，线性回归函数

。线性回归模型假设向量自变量响应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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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自变量线性回归模型不是多元多重

一维自变量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x

x

•

•

属于多元分析。的情形指的是响应为多维变量多元线性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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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但通常，线性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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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则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假设

线性函数最简单或许最好的理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

数是线性的：联合正态情形下回归函理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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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线性回归模型：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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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假设简单线性模型特例命题



弗朗西斯.高尔顿研究儿子身高与父亲身高关系时发现，
儿子身高 (y轴)与父亲相比有趋中的趋势：

他称这种现象为回归（实线）。

如果x和y地位对等，那么上图数据的最佳直线逼近应是虚线。

如果父亲很高，则儿子很可能会相对矮一些；
如果父亲很矮，则儿子可能会相对高一些。

回归效应（regression towards the mean）

但上述研究中关心的是儿子身高，父亲的身高x作为解释变量
（以变量x的线性函数逼近响应 y ），两者的地位是不对等的。
最佳逼近直线-回归直线-是实线而不是虚线。



例. 课外培训教育是否能提高儿童的IQ？考察入学前IQ值低于平
均水平的那些儿童，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其IQ值平均提
高了5分。以此现象来宣传培训效果是否可信？

实际上，学前比平均分高的儿童在入学后的IQ可能平均降低了5分！此
现象可能只是回归效应，并不一定能说明真的有效。

入学前

入学
后

只看右侧的数据会出现偏差



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1822 –1911)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博物学家(polymath)：

弗朗西斯. 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 (回归),    Correlation (相关系数),   

Standard deviation (标准差),   Galton board (高尔顿板),

eugenics (优生学),   Weather map (气象图), Fingerprint (指纹),   

nature vs nurture (先天与后天）…

Anthropologist, eugenicist, tropical explorer, geographer, 

inventor, meteorologist, proto-geneticist, psychometrician, 

and statistician.

他自称为private gentleman, 建立了众多学科或概念(包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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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页给出了直观，现在严格证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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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述回归现象何时会有同分布，对于或更一般地，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