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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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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基本要求、流程、内容和方法、质量评价方

法以及质量控制报告书编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常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的收集和汇总过程的数据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883-2008 数据的统计处理和解释 正态样本离群值的判断和处理 

GB/T 20794-2021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HY/T 094 沿海行政区域分类与代码 

3  术语和定义 

GB/T 20794-2021规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洋经济 ocean economy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 

[来源：GB/T 20794-2021，3.1] 

3.2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 ocean economy statistical datasets 

按照不同统计方式、渠道获取的各类海洋经济统计指标数据的集合。 

4  一般规定 

4.1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要求 

4.1.1  全面性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应报送及时，基本信息应全面完整，不存在漏报或重报的统计数据。 

4.1.2  规范性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应按规定的统计日期、名称、计量单位、格式等进行报送。 

4.1.3  一致性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与关联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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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准确性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应真实且误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能反映客观实际情况。 

4.1.5  可比性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应连续、可比，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统计口径、计算方法规范统一。 

4.2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流程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流程包括数据收集与处理、数据集质量控制、数据集质量

评价、质量控制报告书编制等过程。应及时将质量控制报告反馈至数据报送单位，与数据报

送单位沟通数据集质量检验情况，若未通过检验，则数据报送单位应及时进行核实补充。具

体流程见图 1。 

数据收集与处理

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编制

数据集质量评价

齐全性检验

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

异常值检验

数据集质量控制

核实补充

是否通过质量检验？

否

 

图1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工作流程图 

5  数据集质量控制内容与选择 

5.1  质量控制对象 

收集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并进行归类汇总处理，形成各类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按照数据

获取方式，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主要包括海洋经济报表制度数据集、海洋经济调查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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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海企业直报数据集、海洋经济共享数据集等。 
注 1：海洋经济报表制度数据集是指通过海洋经济统计调查制度、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等海洋经济

报表制度获取的数据集。 

注 2：海洋经济调查数据集是指通过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调查方式获取的数据集。 

注 3：涉海企业直报数据集是指通过涉海直报企业报送获取的数据集。 

注 4：海洋经济共享数据集是指通过与涉海单位共享的方式获取的数据集。 

5.2  质量控制内容 

5.2.1  齐全性检验 

按照海洋经济统计任务要求，检验数据集在规定时间内存在漏报、重报的情况。 

5.2.2  规范性检验 

按照报送数据规定的要求，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基本信息的规范程度。 

5.2.3  逻辑关系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的数据之间符合既定的比较逻辑或相关逻辑关系的情况。 

5.2.4  异常值检验 

通过统计学方法，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存在异常值的情况，包括检验数据超出相应

的参考值域范围或与正常观测数据有显著性差别等。 

5.3  质量控制内容的选择 

针对不同类型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选择适宜的质量控制方法对数据的齐全性、规范

性、逻辑关系、异常值等方面进行质量检验，见表 1。 

表1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内容的选择 

数据集 质量控制内容 

海洋经济报表制度数据集 

齐全性检验 

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 

异常值检验 

海洋经济调查数据集 

齐全性检验 

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 

涉海企业直报数据集 

齐全性检验 

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 

异常值检验 

海洋经济共享数据集 

齐全性检验 

规范性检验 

逻辑关系检验-比较逻辑关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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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齐全性检验 

6.1  完整性检验 

6.1.1  数据漏报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在规定时间内报送的情况。 

6.1.2  数据基本信息漏报检验 

检验收集的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存在基本信息空缺的情况。数据基本信息包括数据的地区

名称、填报单位名称、数据日期、指标名称、计量单位、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

报出日期等。 

6.2  唯一性检验 

通过检验同一来源、同一时间区间、同一统计范围、同一频次、同一计量单位的统计数

据的唯一性，确认数据是否存在重复报送的情况。 

7  规范性检验 

7.1  一般规范性检验 

7.1.1  地区名称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地区名称的规范性。统计区域名称按照 HY/T 094，表 1-表 3。 
示例： 

不正确  正确 

地区名称：广西省 

地区名称：广西区 

地区名称：广西 

… 

 

地区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 

 

 

 

7.1.2  填报单位名称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填报单位名称的规范性。填报单位名称应与其法人单位名称保

持一致。 
示例： 

不正确  正确 

填报单位：天津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填报单位：天津市规划局 

填报单位：天津市自然资源局 

… 

 

填报单位：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7.1.3  数据日期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数据日期的规范性。按照统计数据反映的实际日期准确、完整

填报，不应与报出日期混淆。 

示例： 

对于 2020 年报送的 201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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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  正确 

数据日期：2020 年 

… 
 

数据日期：2019 年 

 

7.1.4  报出日期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报出日期的规范性。日期的表述形式为“年-月-日”，年份填

满四位，月份填 01-12，日期填 01-31，月份、日期小于 10的前位需补零。 
示例： 

不正确  正确 

报出日期：2020 年 2 月 9 日 

… 
 

报出日期：2020 年 02 月 09 日 

 

7.2  指标规范性检验 

7.2.1  指标名称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指标名称的规范性。统计数据指标名称应写全称，避免出现缩

写或英语简写等不规范的形式。 
示例： 

不正确  正确 

指标名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增加值 

指标名称：海洋生物医药业增加值 

… 

 

指标名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 

 

 

7.2.2  指标计量单位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指标计量单位的规范性。统计数据计量单位应符合报送统一要

求，避免因计量单位不一致而影响数据准确性。 
示例： 

按规定应填报千元： 

不正确  正确 

计量单位：美元 

计量单位：万元 

… 

 

计量单位：千元 

 

 

7.2.3  指标数据格式检验 

检验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指标数据格式的规范性。统计数据保留小数位数等格式应统一

规范、符合要求。 
示例： 

按规定增速数据应保留一位小数： 

不正确  正确 

数据格式：3% 

… 
 

数据格式：3.3% 

 

8  逻辑关系检验 

8.1  比较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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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总量指标数据等于构成分项指标数据合计，或者总量指标数据大于、等于构成分项

部分指标数据合计。 

示例：计算海洋生产总值是否等于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海洋第二产业增加值与海洋第三产业增加值

之和，检验数据间比较逻辑关系。 

8.1.2  指标当期累计值等于当期值与上期累计值之和，或者指标当期累计值大于、等于上

期累计值。 

示例：计算涉海企业营业收入的当月累计值是否等于当月值与上月累计值之和，检验数据间比较逻辑

关系。 

8.1.3  低频指标数据等于对应高频指标数据合计。 

示例：计算季度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是否等于对应各月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之和，检验数据间比较逻

辑关系。 

8.2  相关逻辑关系 

8.2.1  指标数据之间存在较稳定的比例或比率关系。 

示例：计算海洋盐业产值与产量的比例是否在合理市场价格 150 元/吨～300 元/吨范围内，检验数据

间相关逻辑关系。 

8.2.2  指标数据的变动趋势之间存在同向或反向一致性。 

示例：计算验证海洋渔业产值增长率与海洋水产品产量增长率在方向上是否一致（在价格变动不大的

情况下），检验数据间相关逻辑关系。 

8.2.3  同一指标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之间符合逻辑一致性。 

示例：计算验证国家旅游部门、地方旅游部门提供的数据合计在数量级、变动趋势上是否一致，检验

数据间相关逻辑关系。 

9  异常值检验 

9.1  值域参考范围检验 

9.1.1  指标极值检验 

9.1.1.1  确定指标数据值域范围 

海洋经济统计数据的比重、比例指标等宜采用指标极值检验。计算一定历史时期内比重、

比例等指标数据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确定其值域范围。 

9.1.1.2  检验数据是否超出值域范围 

检验数据是否低于上述确定的最小值或高于最大值。 
示例 1：某地区近 9 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依次为 63%、63%、69%、66%、67%、71%、

73%、68%、75%，此数据序列的最小值为 63%，最大值为 75%，通过判断报送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

类）比例数据是否大于 75%或小于 63%，检验数据质量。 

示例 2：某涉海企业往年营业收入半年度数据占年度数据的比重最小值为 40%，最大值为 60%，通过判

断涉海企业报送的半年度数据占全年度数据的比重是否大于 40%或小于 60%，检验数据质量。 

9.1.2  增长率极值检验 

9.1.2.1  确定指标数据增长率值域范围 



7 

 

总量指标宜采用增长率极值检验。计算一定历史时期内海洋经济统计数据增长率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确定指标数据增长率的值域范围。 

9.1.2.2  检验数据增长率是否超出值域范围 

检验数据增长率是否低于上述确定的增长率最小值或高于增长率最大值。 
示例：某省 6 年内海洋渔业增加值（单位：亿元）依次为 441、425、460、380、326、336，计算得到

5年内海洋渔业增加值增长率分别为-3.6%、8.2%、-17.4%、-14.2%、3.1%，增长率数据序列的最小值为-17.4%，

最大值为 8.2%。结合专家经验，综合确定海洋渔业增加值增速的值域范围为-15%至 15%。通过判断报送的

海洋渔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否大于 15%或小于-15%，检验数据质量。 

9.2  统计异常值检验 

9.2.1  拉依达（3 ）检验 

9.2.1.1  计算样本标准差和离差 

对于总体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样本量 10n  的海洋经济统计指标数据序列，宜

采用拉依达检验。计算数据序列的均值 x 、标准差 s 和离差
iv ： 

1

n

i

i

x x


 …………………………………………（1） 

式中： 

ix ——第 i 个数据数值； 

x ——数据序列的算数平均值。 

2

1

1
( )

1

n

i

i

s x x
n 

 

 ……………………………………（2） 

式中： 

s——数据序列的标准差。 

i iv x x  ………………………………………（3） 

式中： 

iv ——第 i 个数据的离差。 

9.2.1.2  确定异常值判定依据 

选定 3倍数据序列的标准差作为异常值判定依据。 

9.2.1.3  判定异常值 

若 3iv s ，判定
ix 为异常值。若发现异常值，则将其剔除数据序列继续进行拉依达检

验，如此循环，直至未发现异常值为止。 
示例：现以涉海企业直报中营业收入数据为例。营业收入近似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使用拉依达检验法

进行数据质量检验。某涉海企业某两年的月营业收入（单位：千元）分别为 615、47、2337、2003、2702、

2385、1980、1990、2166、3951、3299、4201、2835、2030、1019、1057、714、1928、2344、713、968、

683、1885、1918。将其分别取对数：6.42、3.85、7.76、7.60、7.90、7.78、7.59、7.60、7.68、8.28、

8.10、8.34、7.95、7.62、6.93、6.96、6.57、7.56、7.76、6.57、6.88、6.53、7.54、7.56。 

计算涉海企业营业收入对数序列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 7.31x  ， s=0.92 ；依次检验涉海企业营业收入

对数序列每个样本的离差
iv 是否大于 3 倍的标准差。结果发现检验数据 3.85 对应的离差

2 = | 3 . 8 5 7 . 3 1 | = 3 . 4 6 3 = 3 0 . 9 2 = 2 . 7 6v s   ，判定 3.85 为异常值，反推原始数据 3.85 =47e 为异常值，即营业收入

47 为异常值。对剔除异常值 47 后的营业收入数据序列继续进行拉依达检验，未发现异常值。因此，通过

拉依达检验法判定某涉海企业营业收入 47 为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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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狄克逊（Dixon）检验 

9.2.2.1  样本观测值排序 

对于样本量 3 100n  的海洋经济统计指标数据序列，宜采用狄克逊检验。将数据由小

到大排列为
(1) (2) ( 1) ( )... n nx x x x    。 

9.2.2.2  计算狄克逊统计量 

计算数据序列高端值和低端值狄克逊检验统计量，分别为
nD 、

nD （见附录 A）。 

9.2.2.3  确定临界值 

选定显著性水平 ，对于单侧检验，查临界值表得到临界值 1- ( )D n ,见附录 B.1，临界

值表按照 GB/T 4883-2008中表 A.3、表 C.1；对于双侧检验，查临界值表得到临界值 1 ( )D n
% ,

见附录 B.2,临界值表按照 GB/T 4883-2008中表 A.3´、表 C.2。 

根据指标属性选择单侧狄克逊检验或双侧狄克逊检验，若该指标只有上限或下限，宜采

用单侧检验；若该指标的取值范围在一个区间内，宜采用双侧狄克逊检验。 

9.2.2.4  判定异常值 

对于单侧检验，检验高端值，若 1 ( )nD D n ，判定 ( )nx 为异常值；检验低端值，

1 ( )nD D n
  ，判定 (1)x 为异常值；否则无异常值。 

对于双侧检验，若
n nD D  ，且 1 ( )nD D n % ，判定 ( )nx 为异常值；若

n nD D  ，且

1 ( )nD D n
  % ，判定 (1)x 为异常值；否则无异常值。 

若发现异常值，则将其剔除数据序列继续进行狄克逊检验，如此循环，直至未发现异常

值为止。 
示例 1：单侧狄克逊检验。以涉海企业直报中营业收入数据为例。使用单侧狄克逊检验进行数据质量

检验。某涉海企业某 11 个月的月营业收入（单位：千元）分别为 241、194、127、122、110、77、221、

287、131、352、907。将其从小到大排序：77、110、122、127、131、194、221、241、287、352、907。 

检验高端值数据 907，                    11 2 2 11 9 11 2
/ = / = 907-287 / 907-110 =0.78

n n n
D x x x x x x x x


     ( )( ) ；检验低

端值数据 77，                11 3 1 -1 1 3 1 10 1
( ) / ( )=( ) / ( )= 122-77 / 352-77 =0.16

n
D x x x x x x x x      ( )( ) 。选定显著性水平 =0.05 ，

样本量 =11n ，查单侧临界值表  1 0.95( )= 11 0.575D n D  ；  11 0.95 11D D ，判定 907 为异常值；  11 0.95 11D D  ，

判定 77 为非异常值。 

剔除异常值 907，对剩余含有 10 个样本的营业收入数据序列继续进行单侧狄克逊检验。检验高端值数

据 352，                10 1 2 10 9 10 2
( ) / ( )=( ) / ( )= 352-287 / (352 110) 0.27

n n n
D x x x x x x x x


      ( ) ；检验低端值数据 77，

               10 2 1 -1 1 2 1 9 1
( ) / ( )=( ) / ( ) (110 77) / (287 77) 0.16

n
D x x x x x x x x          ； 查 单 侧 临 界 值 表

 1 0.95( )= 10 0.477D n D  ；  10 0.95 10D D ，判定 352 为非异常值；  10 0.95 10D D  ，判定 77 为非异常值。因此，

判定营业收入 907 为异常值。 

示例 2：双侧狄克逊检验。仍以示例 1 中涉海企业直报中营业收入数据为例。使用双侧狄克逊检验进

行数据质量检验。 

选定显著性水平 =0.05 ，样本量 =11n ，查临界值表  1 0.95( )= 11 0.619D n D % % ；由于 1 1 1 1D D  ，且

 1 1 0 . 9 511D D % ，判定 907 为异常值。 

剔除异常值 907，对剩余含有 10 个样本的营业收入数列继续进行双侧狄克逊检验。查临界值表

 1 0.95( )= 10 0.530D n D % % ； 10 10D D  ，  10 0.95 10D D % ，判定无异常值。因此，判定营业收入 907 为异常值。 

10  数据集质量评价 

10.1  数据集质量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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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核心指标与非核心指标的确定 

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中的指标，基于业务需要和使用频率来选取核心指标，宜选取数

据源稳定、使用频率高的指标作为核心指标，数量不宜过多。 

10.1.2  数据集质量判定规则 

依据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中每类数据集的各项质量检验结果，制定下列数据集质量判定

规则（见表 2）。  

a）数据集齐全性检验的数据质量判定规则为： 

1）所有指标数据均未遗漏或重复，则为“无明显缺陷”； 

2）非核心指标数据遗漏或重复，则为“轻度缺陷”； 

3）核心指标数据遗漏或重复，则为“重度缺陷”； 

4）指标数据均未报送，则为“极重缺陷”。 

b）数据集规范性检验的数据质量判定规则为： 

1）所有指标数据均规范，则为“无明显缺陷”； 

2）非核心指标数据不规范，则为“轻度缺陷”； 

3）核心指标数据不规范，则为“重度缺陷”； 

4）所有指标数据均不规范，则为“极重缺陷”。 

c）数据集逻辑关系检验的数据质量判定规则为： 

1）所有指标均满足逻辑关系，或遇特殊情况，数据报送单位可对不符合相关逻辑关

系的指标数据进行解释说明，若解释符合实际情况，则为“无明显缺陷”； 

2）非核心指标不满足逻辑关系，则为“轻度缺陷”； 

3）核心指标不满足逻辑关系，则为“重度缺陷”； 

4）所有指标数据均不满足逻辑关系，则为“极重缺陷”； 

d）数据集异常值检验的数据质量判定规则为： 

1）无法检验或检验无异常值，或遇特殊情况，数据报送单位可对异常数据进行解释

说明，若解释符合实际情况，则为“无明显缺陷”；  

2）非核心指标存在异常值，则为“轻度缺陷”； 

3）核心指标存在异常值，则为“重度缺陷”； 

4）所有指标数据均存在异常值，则为“极重缺陷”。； 

10.1.3  数据集质量标识规则 

数据集各项质量检验结果的质量标识规则为： 

a）“无明显缺陷”赋值为“1”，表示一级质量； 

b）“轻度缺陷”赋值为“2”，表示二级质量； 

c）“重度缺陷”赋值为“3”，表示三级质量； 

d）“极重缺陷”赋值为“4”，表示四级质量。 

表2 数据集各项质量检验结果的质量判定与质量分级 

数据集质量控

制内容 
无明显缺陷 轻度缺陷 重度缺陷 极重缺陷 

质量标识符赋

值 
1 2 3 4 

齐全性 

检验
1q  

所有指标数据均未

遗漏或重复 

非核心指标数据遗

漏或重复 

核心指标数据标遗

漏或重复 

所有指标数据均未

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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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据集各项质量检验结果的质量判定与质量分级（续） 

规范性 

检验
2q  

所有指标数据均规

范 

非核心指标数据不

规范 

核心指标数据不规

范 

所有指标数据均不

规范 

逻辑关系 

检验
3q  

所有指标均满足逻

辑关系或有合理的

解释说明 

非核心指标不满足

逻辑关系 

核心指标不满足逻

辑关系 

所有指标数据均不

满足逻辑关系 

异常值 

检验
4q  

无法检验或检验无

异常值或有合理的

解释说明 

非核心指标存在异

常值 

核心指标存在异常

值 

所有指标数据均存

在异常值 

10.2  数据集综合质量评价方法 

10.2.1  数据集质量标识 

根据 10.1.2 中数据集质量判定规则,对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中每类数据集各项质量检

验结果进行质量判定，再根据 10.1.3 中数据集质量标识规则，对数据集各项质量检验结果

进行质量标识符赋值。 

10.2.2  数据集综合质量评价 

10.2.2.1  计算数据集的综合质量标识符数值 

取数据集齐全性、规范性、逻辑关系、异常值检验的质量标识符数值平均值，作为数据

集的综合质量标识符数值。 

对于数据集 A ，其综合质量标识符数值Q 的计算公式如下： 

                    1 2 3 4+ + +
=

4

q q q q
Q ……………………………………（4） 

式中： 

1q ——数据集 A 的齐全性检验质量标识符数值； 

2q ——数据集 A 的规范性检验质量标识符数值； 

3q ——数据集 A 的逻辑关系检验质量标识符数值； 

4q ——数据集 A 的异常值检验质量标识符数值； 

Q ——数据集 A 的综合质量标识符数值。 

10.2.2.2  数据集综合质量评价规则 

根据上述Q 值的取值范围对数据集的综合质量进行评价，评价规则为： 

a）若1 <1.75Q ，则数据集质量级别为“优”； 

b）若1.75 <2.5Q ，则数据集质量级别为“良”； 

c）若 2.5 <3.25Q ，则数据集质量级别为“中”； 

d）若3.25 4Q  ，则数据集质量级别为“差”。 

11  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编制 

根据海洋经济统计数据集质量控制及质量评价过程与结果，编制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

（见附录 C），并将报告反馈给数据报送单位。 

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由正文和数据集质量评价附表构成。正文是质量控制过程、方法和

结果的全面记录和描述，包括数据集质量控制与评价的组织、数据集概况、质量控制与评价

依据、质量检验内容与方法、质量检验与评价步骤、质量评价结果、质量控制结论与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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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建议宜针对质量检验问题进行表述。数据集质量评价附表是数据集综合质量评价结果

的描述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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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狄克逊统计量 

表A.1 狄克逊统计量 

样本量 高端值检验统计量 低端值检验统计量 

n ：3-7 
   

   

1

1

n n

n

n

x x
D

x x







 
   

   

2 1

1

n

n

x x
D

x x


 


 

n ：8-10 
   

   

1

2

n n

n

n

x x
D

x x







    

   

2 1

-1 1

n

n

x x
D

x x


 


 

n ：11-13 
   

   

2

2

n n

n

n

x x
D

x x







    

   

3 1

-1 1

n

n

x x
D

x x


 


 

n ：14-100 
   

   

2

3

n n

n

n

x x
D

x x







    

   

3 1

-2 1

n

n

x x
D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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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狄克逊检验的临界值表 

表B.1～表B.2分别给出了单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表和双侧狄克逊检验

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表。 

表B.1 单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表 

n  =0.1  =0.05  =0.01  =0.005  

3 0.885 0.941 0.988 0.994 

4 0.679 0.765 0.889 0.92 

5 0.557 0.642 0.782 0.823 

6 0.484 0.562 0.698 0.744 

7 0.434 0.507 0.637 0.68 

8 0.479 0.554 0.681 0.723 

9 0.441 0.512 0.635 0.676 

10 0.41 0.477 0.597 0.638 

11 0.517 0.575 0.674 0.707 

12 0.49 0.546 0.642 0.675 

13 0.467 0.521 0.617 0.649 

14 0.491  0.546  0.640  0.672  

15 0.470  0.524  0.618  0.649  

16 0.453  0.505  0.597  0.629  

17 0.437  0.489  0.580  0.611  

18 0.424  0.475  0.564  0.595  

19 0.412  0.462  0.550  0.580  

20 0.401  0.450  0.538  0.568  

21 0.391  0.440  0.526  0.556  

22 0.382  0.431  0.516  0.545  

23 0.374  0.422  0.507  0.536  

24 0.367  0.413  0.497  0.526  

25 0.360  0.406  0.489  0.519  

26 0.353  0.399  0.482  0.510  

27 0.347  0.393  0.474  0.503  

28 0.341  0.387  0.468  0.496  

29 0.337  0.381  0.462  0.489  

30 0.332  0.376  0.456  0.484  

31 0.327  0.371  0.450  0.478  

32 0.323  0.367  0.445  0.473  

33 0.319  0.362  0.441  0.468  

34 0.315  0.358  0.436  0.463  

35 0.311  0.354  0.432  0.458  

36 0.308  0.350  0.427  0.454  

37 0.305  0.347  0.423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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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单侧狄克逊检验统计 量的临界值 1- ( )D n 表（续） 

n  =0.1  =0.05  =0.01  =0.005  

38 0.301  0.343  0.419  0.446  

39 0.298  0.340  0.416  0.442  

40 0.296  0.337  0.413  0.439  

41 0.293  0.334  0.409  0.435  

42 0.290  0.331  0.406  0.432  

43 0.288  0.328  0.403  0.429  

44 0.285  0.326  0.400  0.425  

45 0.283  0.323  0.397  0.423  

46 0.281  0.321  0.394  0.420  

47 0.279  0.318  0.391  0.417  

48 0.277  0.316  0.389  0.414  

49 0.275  0.314  0.386  0.412  

50 0.273  0.312  0.384  0.409  

51 0.271  0.310  0.382  0.407  

52 0.269  0.308  0.379  0.405  

53 0.267  0.306  0.377  0.402  

54 0.265  0.304  0.375  0.400  

55 0.264  0.302  0.373  0.398  

56 0.262  0.300  0.371  0.396  

57 0.261  0.298  0.369  0.394  

58 0.259  0.297  0.367  0.392  

59 0.258  0.295  0.366  0.391  

60 0.256  0.294  0.363  0.388  

61 0.255  0.292  0.362  0.387  

62 0.253  0.291  0.361  0.385  

63 0.252  0.289  0.359  0.383  

64 0.251  0.288  0.357  0.382  

65 0.250  0.287  0.355  0.380  

66 0.249  0.285  0.354  0.379  

67 0.247  0.284  0.353  0.377  

68 0.246  0.283  0.351  0.376  

69 0.245  0.282  0.350  0.374  

70 0.244  0.280  0.348  0.372  

71 0.243  0.279  0.347  0.371  

72 0.242  0.278  0.346  0.370  

73 0.241  0.277  0.344  0.368  

74 0.240  0.276  0.343  0.368  

75 0.239  0.275  0.342  0.366  

76 0.238  0.274  0.341  0.365  

77 0.237  0.273  0.340  0.364  

78 0.236  0.272  0.338  0.363  

79 0.235  0.271  0.337  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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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单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表（续） 

n  =0.1  =0.05  =0.01  =0.005  

80 0.234  0.270  0.336  0.360  

81 0.233  0.269  0.335  0.359  

82 0.232  0.268  0.334  0.358  

83 0.232  0.267  0.333  0.356  

84 0.231  0.266  0.332  0.356  

85 0.230  0.265  0.331  0.355  

86 0.229  0.264  0.330  0.353  

87 0.228  0.263  0.329  0.352  

88 0.228  0.262  0.328  0.352  

89 0.227  0.262  0.327  0.351  

90 0.226  0.261  0.326  0.350  

91 0.225  0.260  0.325  0.349  

92 0.225  0.259  0.324  0.348  

93 0.224  0.259  0.323  0.347  

94 0.223  0.258  0.323  0.346  

95 0.223  0.257  0.322  0.345  

96 0.222  0.256  0.321  0.344  

97 0.221  0.255  0.320  0.344  

98 0.221  0.255  0.320  0.343  

99 0.220  0.254  0.319  0.341  

100 0.219  0.254  0.318  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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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双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 表 

n  =0.05  =0.01  

3 0.970  0.994  

4 0.829  0.926  

5 0.710  0.821  

6 0.628  0.740  

7 0.569  0.680  

8 0.608  0.717  

9 0.564  0.672  

10 0.530  0.635  

11 0.619  0.709  

12 0.583  0.660  

13 0.557  0.638  

14 0.587  0.669  

15 0.565  0.646  

16 0.547  0.629  

17 0.527  0.614  

18 0.513  0.602  

19 0.500  0.582  

20 0.488  0.570  

21 0.479  0.560  

22 0.469  0.548  

23 0.460  0.537  

24 0.449  0.522  

25 0.441  0.518  

26 0.436  0.509  

27 0.427  0.504  

28 0.420  0.497  

29 0.415  0.489  

30 0.409  0.480  

31 0.403  0.473  

32 0.399  0.468  

33 0.395  0.463  

34 0.390  0.460  

35 0.388  0.458  

36 0.438  0.442  

37 0.380  0.450  

38 0.377  0.447  

39 0.375  0.442  

40 0.370  0.438  

41 0.367  0.433  

42 0.364  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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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双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 表（续） 

n  =0.05  =0.01  

43 0.362  0.428  

44 0.359  0.425  

45 0.357  0.422  

46 0.353  0.419  

47 0.352  0.416  

48 0.350  0.413  

49 0.346  0.412  

50 0.343  0.409  

51 0.342  0.407  

52 0.340  0.405  

53 0.338  0.402  

54 0.337  0.400  

55 0.335  0.399  

56 0.334  0.399  

57 0.330  0.396  

58 0.329  0.393  

59 0.327  0.390  

60 0.325  0.389  

61 0.232  0.387  

62 0.321  0.385  

63 0.320  0.383  

64 0.319  0.382  

65 0.318  0.379  

66 0.316  0.377  

67 0.315  0.375  

68 0.313  0.376  

69 0.313  0.375  

70 0.312  0.375  

71 0.310  0.373  

72 0.309  0.373  

73 0.308  0.371  

74 0.306  0.370  

75 0.305  0.368  

76 0.304  0.363  

77 0.304  0.363  

78 0.303  0.362  

79 0.303  0.361  

80 0.302  0.358  

81 0.301  0.358  

82 0.301  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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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双侧狄克逊检验统计量的临界值 1 ( )D n
% 表（续） 

n  =0.05  =0.01  

83 0.301  0.355  

84 0.298  0.353  

85 0.297  0.351  

86 0.297  0.351  

87 0.296  0.349  

88 0.295  0.349  

89 0.294  0.347  

90 0.293  0.347  

91 0.291  0.344  

92 0.290  0.344  

93 0.289  0.343  

94 0.289  0.343  

95 0.288  0.343  

96 0.288  0.342  

97 0.286  0.340  

98 0.285  0.340  

99 0.285  0.339  

100 0.284  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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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范例 

图C.1给出了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范例。 

 

图 C.1 数据集质量控制报告书范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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