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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汾酒优质率与总酯达标率的相关分析

程海青，李素琴，赵迎路

（山西汾阳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 汾阳 6;556<）

摘 要： 将新产汾酒中的优质酒率排序名次同对应的新产汾酒总酯达标率组成一一对应关系，对这些顺序级的数据

应用 ; 种非参数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一致性结果，新产汾酒质量与总酯的对应规律为适当高的总酯酒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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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汾酒要经过严格的理化分析和感官评尝，分级论等，分别

贮存，作为质量指标与经济考核挂钩，这是汾酒质量体系中的重要

一环。评尝结果分为优质酒、一级酒和合格酒，理化分析则是测每

个生产班组每天的新产大 米查汾酒和二米查汾酒中的总酸、总酯含量

以及其他物质组分。优质酒率是评出的优质酒总量除以新产酒总

量；总酯达标率亦是新产汾酒总酯达标量除以新产汾酒总量。汾酒

集团股份公司的 @7 个汾酒班，分为东分厂和西分厂，各分厂各有

75 个汾酒班，各分厂将所属 75 个班组的一个生产周期的质量和

数量情况汇总，将优质名次从最高到最低按自然数予以排队。同

样，对总酯达标率也是从最高到最低按自然数排队。每一个班组就

有两个顺序号，优质酒率顺序号对应着总酯达标率顺序号，组成一

一对应的关系。由于它们是顺序级的，它们两个顺序间有无一定的

相关关系呢？我们认为，优质酒率与总酯达标率两者分母都是该组

新产汾酒总产量，而分子一个是优质酒量，一个是总酯达标量。如

果进行比较，实际上是优质酒量与总酯达标量的比较；但因是顺序

级的比较低于间隔级，所以采用非参数统计方法是适宜的。下面是

我们的分析过程，还诚请酿酒统计专家多多予以指正。

8 原始数据及简单处理

我们对原始数据即东西汾酒生产分厂对各个班组的一对数据

（优质酒率顺序号与总酯达标顺序号）作了简单处理，见表 8 中所

列，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分析应用它。由于采用 ; 种非参数统计方

法，所用原始数据一样，放在这里予以简单处理后，以后分析方法

中不再重复列表。

8:8 东分厂原始数据及简单处理（见表 8）

8:5 西分厂原始数据及简单处理（见表 5）

5 非参数统计方法的应用

5:8 应用符号检验法[8\

5:8:8 东分厂检验结果

由表 8 中的 F" 行与列对应的 F" 数据分别数数得

]F"^5; ’F"^8@，由于 6F"^8
故]F" 应为 5;]8^57，而不是 5;

’F" 应为 8@]8^8?，而不是 8@[5\

_（̂]F"）]J’F"R^7;
查符号检验表 -!（F）̂-6:6<J7;R^87
("+J]F"，’F"R^8?‘87^-!JFR
即两者无显著差异。

5:8:5 西分厂检验结果

与东分厂检验结果同理，在 !^6:6< 显著性水平上，两者亦无

显著性差异。但是应用符号检验方法，其检验精度较差，所以我们

再应用第二种方法。

5:5 应用斯皮尔曼顺位方法检验（-O/)&()+）

斯氏方法是描述二元数据的秩线性相关程度的，以相关系数

&T 表示。

5:5:8 对东分厂的检验

由表 8 中的 F" 行与对应的各列数据求和，得：

"F"
5^;=8]7]5<=]⋯]8=^86a<5

相关系数 &T̂ 8’ +’75，将 "F"
5 代入，则 &T^6:8;@

由于 +‘;6[;\ 故 G^&T &O^
GO 为标准正态分布分位数。

设 O^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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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6:>78? &6:> = = = 6:8@5

由于 &A=6:8@>B&6:>，故两者为单调增相关。

5:5:5 对西分厂的检验（过程略）

与东分厂检验结果同理C
&A=6:5>D，&<=&6:ED=6:5DF
由于 &A=6:5>DB&<=6:5DF
故两者亦呈单调增关联。

这一方法同方法 5:8 比较，提高了精度。

5:@ 应用 G5 分布的弗利德曼（H&"/I()+）检验法 J7K

5:@:8 对东分厂的检验

查看表 8 中 1" 行各列对应数据，我们依此计算变差 -L。

-L= M1"’ N5

这里 +=5（O，L）P*=75（75 对对应数据）

代入数据，则 -L=8@EF5
计算一致性系数 QP Q=

代入数据，Q=6:DF
G%5 = R-L，代入数据，G%5=7?:75

G5
（78，6:@）=7D:55

由于 G%5=7?:55BG5
（78，6:@）=7D:55

故在 !=6:@ 水平上两者呈一致性相关。

5:@:5 对西分厂的检验（过程略）

对西分厂的检验与东分厂检验同理。

-L=87>>7 Q=6:?6 G%5=7E:7D G5
S78P6:5T=7>:@?

由于 G%5=7E:7DBG5
S78P6:5T=7>:@?P故在 !=6:5 水 平 上 两 者 呈 一 致

性相关。

第三种方法精度最高。

5:7 对于酯适当偏高提高酒质的初步研究

结果除了在前面的论证，在这里我们作一些补充。

例如：我 们 随 机 选 择 汾 一 、汾 二 两 个 车 间 的 5666U5668 年 生

产周期的新产大米查汾酒，经过数据处理，其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中的数据可以初步得出酒质好坏，其总酯高于酒质差的

!!’8
6:>78?

!78
6:>78?

"
"

"=8
!（"V8）

5

85
!5（"@’"）

85
"!（"V8）

@8



酿酒科技

!"#$%&’()*"+, -."/+./ 0 1/.2+%3%,4
5667 年第 7 期（ 总第 857 期）

9%:7 5667 1%3:857

酒。我们经进一步验证认为，;6<;= 分酒的总酸总酯均值显著高于

>6<>? 分酒的总酸总酯，汾一汾二皆是这一结果。

例如：对于汾一，;6<;= 分酒的总酯为 7:>8=@，>6<>? 分酒的

总酯为 7:8?=6，应用公式：

A B B B8:88

查上分布表：!C6:6=，"B8:=7，故两者总体方差相同。

DB

B

B5:E8
自由度 5?=。查 1 分布表 D6:6=F5?=B8:?>
由于 5:E8C8:?>，故有显著差异。

E 结果和讨论

我们曾在 “新产汾酒大 米查 总酸总酯对汾酒 质 量 规 律 性 的 研

究”G=H中分析了新产大 米查 汾酒总酸、总酯对汾酒质量的影响，从中

初步得出了结论，汾酒质量好，必须有适当高的总酸、总酯，叫酯高

质高。酯适当高的比低的酒质好。总酸总酯高到多高才是最佳值

呢？我们也作了初步研究 G>H。

现在，我们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汾酒二 米查中来了。即汾酒质

量与对应的总酯关系，是否也同大米查汾酒同对应的总酯关系呢？

通过应用非参数统计方法，我们认为汾酒质量与对应的总酯也是

呈对应关系的，即适当高的总酯酒质好，总酯低的酒质也差。这一

结论，我们在这里初步作了证明。同时，也是对大 米查汾酒酒质与对

应的总酯规律作了验证。

当然我们的研究是非常粗浅的，由于汾酒同其他名白酒一样，

组分多达数百种，总酸总酯只是多种酸、多种酯的概称，应当应用

色谱质谱先进分析手段，再结合哲学上的共变法、剩余法、求同法

等探查因果的思维方法，最终找出其主要物质量比关系，得出单一

或组合的什么酸，多少含量；单一的或组合的什么酯，多少含量，这

才是决定酒质的关键。关键也是相对的，当其他物质组分改变后，

关键又成了非关键。现在勾调出别具一格的新型白酒，在全国几乎

形成一种大趋势，我们的分析只提供粗浅的依据，要真知还需有志

者大量的亲自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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