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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SAS-EG統計分析軟體
在試驗設計之應用
(二)進階課程

1

課程內容
(一)以常態資料進行二因子試驗CRD之變方分析及LSD測

驗，並繪製處理平均值比較圖（含誤差線）

(二)以常態資料進行二因子試驗RCBD之變方分析及LSD
測驗，並繪製處理平均值比較圖（含誤差線）

(三)以常態資料進行二因子試驗裂區設計之變方分析及

LSD測驗

(四)以常態資料進行二因子試驗摺疊設計之變方分析及

LSD測驗

(五)以常態資料進行各地區RCBD試驗之均方同質性檢定

後，再進行合併多地區之綜合變方分析及LSD測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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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資料範例:
SAS-EG Trainging data - advanced.xls
此分析資料由苗栗改良場呂秀英場長提供

SAS輸入格式:逐欄輸入處理標記、
重複或區集標記、各性狀變數數值

內含練習用工作表:

f2CRD (CRD二因子試驗)
f2RCBD   (RCBD二因子試驗)
f2SPD      (裂區設計二因子試驗)
f2nested   (摺疊設計二因子試驗)
canova     (合併多地區RCBD試驗之綜合變方分析)

3

【ANOVA表】

(一)二因子CRD之ANOVA及LSD:    

資料範例說明
【試驗內容】
為選擇最適發酵條件，在實驗室用3種原料、3種溫度
進行CRD複因子試驗，4重複。
(假設為固定模型）

【資料檔】f2CRD.xls

Source DF MS F 
溫度 2 1633.53 27.49**
原料 2 832.44 14.01**
溫度×原料 4 193.28 3.25*
機差 27 59.43
*,**各代表達 5%及 1%顯著性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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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複因子CRD之
ANOVA

3-2.固定某因子
下進行另一因
子之LSD測驗

交感效應不顯著 交感效應顯著

2.主效應之
LSD測驗

3-1.所有處理
組合之LSD

測驗

複因子CRD統計分析流程

視試驗目的而定

5

1.二因子CRD之ANOVA:
分析/ANOVA/線性模型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f2C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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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注意：調查性狀即應變數，只能一次指定一個，
分類變數同時包含所有處理因子，如溫度和原料
(但請勿將「重複」欄指派任何工作角色)。

7

(2-1)同時
點選溫度和
原料兩種處
理因子

(2-2)點選「因子」效果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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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述步驟後，
產生兩個主
效應及其交
感效應

8

9

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ANOVA

溫度、原料兩種主效應皆極顯著(Pr>F <0.01），且
溫度與原料間之交感效應顯著(0.01< Pr>F <0.05），
表示不同原料會隨著溫度不同而有差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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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交感效應不顯著時之LSD:
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11

(1)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主效應
的個別差異性比較測驗

(1-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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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要使用的類別效果」
內將所有主效應(溫度、
原料)改為True（內設值
為False)

(1-3)「比較法」選擇成對
t檢定法

本範例假設固定模型， F
值檢定之分母的誤差項
使用機差均方，故不需
改變預設的「無」。倘
為隨機或混合模型，欲
改變F值檢定之分母的誤
差項，在此處指定。

(2)
(3)

12

13

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主效應LSD

注意：由於本實例中的交感效應顯著存在，此時
解讀主效應的個別差異性其實不具意義。(只有
在交感效應不顯著時才取此結果解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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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1.交感效應顯著時進行所有處理組合
之LSD: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15

(1)在「Post Hoc檢定-最小平方」畫面內進行
交感效應各成分的平均值計算及成對差異顯着
性測驗(但只顯示機率值p，無法顯示字母法)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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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要使用的類別
效果」內將交感效應改
為True（內設值為
False)
(1-3) 「比較」之「顯
示差異的p值」選擇所
有成對差異
(1-4) 「比較」之「比
較調整法」選擇不需調
整

16

(2)在「標繪圖」點選「自訂標繪圖清單」，勾選
「交互作用圖」。

(4)

17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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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所有處理組合之LSD
由於本實例的交感效應顯著存在，
應直接看溫度與原料間組合的個別
差異（此結果）或分開不同原料來
比較不同溫度間之表現差異（如後
述之3-2步驟之結果)。

對照用代號
此表內容為機率值，<0.05顯
著, <0.01極顯著(SAS對此不
提供顯著性字母法)

先轉直線法再轉字母法較容易：

2    6    3    5     1     9     4    7   8

a  ab abc bcd cde de  ef    f   f 

19

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交互作用標繪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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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因子CRD分析-主效應平均值繪圖
交感效應不顯著，主效應顯著時才適用

21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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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平均值-標繪圖」畫面內勾選圖示類型
及誤差線種類

23

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平均值繪圖
注意此圖誤差線為SE

對原料之平
均值繪圖相
同步驟，請
自行練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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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交感效應顯著時固定某因子進行另一
因子之LSD:工作/ANOVA/單向ANOVA

25

(1)在「工作角色」畫面內指定應變數、自變數及
分析群組依據

注意：此處以固定原料比較不同溫度間之差異為例
說明，故自變數為溫度，而分析群組依據為原料(勿
將重複欄指派任何工作角色)。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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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在「平均值-比較」畫面內勾選Fisher的
LSD法

(3)

27

二因子CRD分析結果解讀-固定某因子進行
另一因子之LSD

固定原料比較溫度間之表現差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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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溫度比較原料間之表現差異

(此結果之操作步驟未列，請仿照前述）

29

【ANOVA表】

(二)二因子RCBD之ANOVA及LSD:    

資料範例說明
【試驗內容】
3個牧草品種 (V1,V2,V3)進行3種密度(D1,D2,D3)之產
量比較試驗，田間設計採RCBD，3區集。
(假設為固定模型）

【資料檔】f2RCBD.xls

Source DF MS    F 
區集 2 1.82  1.93  
品種 2 0.48  0.51 
密度 2 0.26 0.28 
品種×密度 4 3.48  3.70* 
機差 16 0.94
*代表達 5％顯著性水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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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複因子RCBD之
ANOVA

3-2.固定某因子
下進行另一因
子之LSD測驗

交感效應不顯著 交感效應顯著

2.主效應之
LSD測驗

3-1.所有處理
組合之LSD

測驗

複因子RCBD統計分析流程

視試驗目的而定

31

1.二因子RCBD之ANOVA:
工作/ANOVA/線性模型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f2RCB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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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意：應變數只能一次指定一個，分類變數
同時包含所有處理和區集。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33

(2-1) 點選
區集

(2-2)點選「主要」效果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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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時
點選品種
和密度(即
所有處理)

(2-4) 點選
「因子」效果

(3)

35

二因子RCBD分析結果解讀-ANOVA

品種、密度兩種主效應皆未顯著(Pr>F >0.05），但
兩者之交感效應顯著( 0.01< Pr>F <0.05），表示不同
品種在不同密度下的產量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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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36

2.交感效應不顯著時之LSD:
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37

(1)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主效應
的個別差異性比較測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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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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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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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38

(1-2)「要使用的類別效
果」內將所有主效應(品
種、 密度)改為True
（內設值為False)
(1-3)「 比較法」選擇成
對t檢定法

本範例假設固定模型， F
值檢定之分母的誤差項
使用機差均方，故不需
改變預設的「無」。倘
為隨機或混合模型，改
變作F值檢定之分母的誤
差項，在此處指定。(2)

(3)

39

二因子RCBD分析結果解讀-主效應LSD

注意：由於本實例中的交感效應顯著存在，此時
解讀主效應的個別差異性其實不具意義。(只有
在交感效應不顯著時才取此結果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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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40

3-1.交感效應顯著時進行所有處理組合
之LSD: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41

(1)在「Post Hoc檢定-最小平方」畫面內進行
交感效應各成分的平均值計算及成對差異顯着
性測驗(但只顯示機率值p，無法顯示字母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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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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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42

(1-2)「要使用的類別效
果」內將交感效應改為
True（內設值為False)

(1-3) 「比較」之「顯示
差異的p值」選擇所有成
對差異

(1-4) 「比較」之「比較
調整法」選擇不需調整

(2) 

43

二因子RCBD分析結果解讀-所有處理組合之LSD
由於本實例的交感效應顯著存在，
應直接看品種與密度間組合的個別
差異（此結果）或分開不同品種來
比較不同密度間之表現差異（如後
述之3-2步驟之結果)。

對照用代號

此表內容為機率值，<0.05
顯著, <0.01極顯著 (SAS
對此不提供顯著性字母法)

先轉直線法再轉字母法較容易：

9 4    2    1    6    8    5    7    3

a   a   a   ab  ab  ab  ab  a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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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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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44

二因子RCRD分析-交互作用繪圖
交感效應顯著時才適用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45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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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46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2-1)點選「因
子」效果

(2-1)同時
點選品種
和密度

47

(3)在「平均值-標繪圖」畫面內勾選圖示類型
及誤差線種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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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48

二因子RCRD分析結果解讀-交互作用標繪圖

49

二因子RCRD分析結果解讀-
主效應平均值標繪圖

(此結果之操作步驟未列，請仿照前述P21~24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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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0

3-2.交感效應顯著時固定某因子進行另一
因子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1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分類變數及
分析群組依據

注意：此處以固定品種比較不同密度間之差異
為例說明，故分類變數為密度和區集，而分析
群組依據為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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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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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2

(2-1)同時點選密
度(即處理)和區集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2-2) 點選「主要」效果

53

(3)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多
重比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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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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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4

(3-2)密度的類別效
果改為True（內設
值為False)
(3-3)「比較」之
「比較法」指定成
對t檢定法(此即執
行LSD檢定) (4)

55

二因子RCBD分析結果解讀-固定某因子進行
另一因子之LSD

固定品種比較密度間之產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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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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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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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6

固定密度比較品種間之產量差異

(此結果之操作步驟未列，請仿照前述）

57

(三) 裂區設計之ANOVA及LSD:

【試驗內容】
3個牧草品種 (V1,V2,V3)進行3種密度(D1,D2,D3)之產
量比較試驗，田間設計採裂區設計，以密度為主區，
品種為副區，3區集 。
(假設為固定模型）

【資料檔】f2SPD.xls
【ANOVA表】

資料範例說明

Source DF MS F 
區集 2 1.81 5.76
密度 2 0.26 0.82
主區機差 4 0.31
品種 2 0.48 0.42
品種×密度 4 3.48 3.03
副區機差 12 1.15

區集×密度
F值算式中以
主區機差之
均方為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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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58

1. 裂區設計之
ANOVA

3-2.固定某因子
下進行另一因子

之LSD測驗

交感效應不顯著 交感效應顯著

2.主效應之
LSD測驗

3-1.所有處理
組合之LSD

測驗

裂區設計統計分析流程

視試驗目的而定

利用EXCEL
修正主區和
區集之F檢定

59

1.裂區設計之ANOVA:
工作/ANOVA/線性模型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f2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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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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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60

注意：應變數只能一次指定一個，分類變數
同時包含所有處理和區集。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61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2-1)同時
點選密度
和區集

(2-2) 點選
「因子」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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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62

(2-3) 點選
品種

(2-4)點選「主要」效果

63

(2-5) 同時
點選品種和
密度

(2-6)點選「交叉」效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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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64

裂區設計分析結果解讀-ANOVA

★SAS-EG未提供改變ANOVA之F值分母的功能(內設
為機差均方) ，因此必須自行計算(可匯出或複製輸
出結果到EXCEL工作表內操作運算) 。步驟如下：

此處以Error均方當
F之分母，F和Pr>F
值須重新計算

65

【EXCEL步驟１】以密度＊區集之均方為分母，利
用算式重新求密度、區集的Ｆ值

密度的Ｆ值
=MS(密度)/MS(密

度*區集)

區集的Ｆ值
=MS(區集)/MS(密

度*區集)

33



74

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66

【EXCEL步驟２】將前述F值利用FDIST函數求出機率值

品種、密度兩種主效應皆未顯著(Pr>F >0.05)，且兩
者之交感效應亦未顯著( Pr>F>0.05)，表示密度和品
種對產量沒有影響，且無交互作用。

FDIST(F value,df1,df2), 其中df1及df2為F公式中作為分
子、分母之變因的自由度

F.DIST.RT(G2,2,4)
F.DIST.RT(G3,2,4)

67

2.交感效應不顯著時之LSD:
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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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68

(1)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主效應
的個別差異性比較測驗

(1-1)

69

(1-2)「要使用的類別
效果」內將密度改為
True（內設值為
False)
(1-3)「比較法」選擇
成對t檢定法
(1-4) 「誤差均方」
之「要使用的誤差效
果」選擇密度*區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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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70

(2-1)「要使用的類別效
果」內將品種改為True
（內設值為False)
(2-2)「 比較法」選擇
成對t檢定法

(3)

(4)

71

裂區設計分析結果解讀-主效應LSD

注意：由於本實例中主效應及交感效應皆不顯著，可無
須再作LSD ，直接標示相同字母a即可，此純粹用來示
範若交感效應不存在下的顯著主效應之LSD步驟。

主區機差
(密度＊
區集)之
均方

副區
機差
(Error)
之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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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72

3-1.交感效應顯著時進行所有處理組合之LSD:

3-2.交感效應顯著時固定某因子進行另一因子之LSD:

由於本實例之交感效應不顯著，有關交感效應顯著時之
後續LSD步驟，同前述二因子RCBD實例之說明，此不

再贅述。原則如下：

(1)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2)在「Post Hoc檢定-最小平方」畫面內進行交感效應各成
分的平均值計算及成對差異顯着性測驗

(1)重新點選載入的Excel資料工作表，點選「工作/ 
ANOVA/線性模型」

(2)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分類變數及分析群組依
據

(3)在「模型」畫面內點選所有變數，並點選「主要」效果

(4)在「 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多重比較法

73

(四)摺疊(巢狀)設計之ANOVA及LSD:

資料範例說明【試驗內容】
兩種昆蟲品種(S)下有不同亞種(SS)存在，兩品種各隨機
取3種亞種調查各4隻蟲在培養一段時期後固定蟲齡下的斑
點數 (其中某些蟲死而無數據) 。本試驗採摺疊設計，設S
為固定型效應而SS為隨機型效應的混合模型，欲檢視：
(1)兩品種間之平均斑點數的個別差異
(2)各品種內亞種間之平均斑點數是否存在差異？

【資料檔】f2nested.xls
【ANOVA表】

Source DF MS F
昆蟲亞種 1 24.82 0.52
亞種(昆蟲品種) 4 47.90 13.65**
機差 16 3.51 
**代表達 1％顯著性水準 

混合模型的F
值算式中以下
層因子機差之
均方為分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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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74

上層因子主效應之
LSD測驗

摺疊設計資料分析流程

利用EXCEL
修正上層因子

之F檢定

2. 下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測驗

摺疊設計
之ANOVA

1.

75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後，載入資料檔
(f2nested.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1.摺疊設計之ANOVA及上層因子主效應
之LSD:工作/ANOVA/線性模型

38



39

76

注意：應變數只能一次指定一個，分類變數
同時包含所有處理和區集。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77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2-1) 同時點
選昆蟲品種
和亞種

(2-2) 點選「主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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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右側效果框
內的亞種點一下使其
反白

(2-4) 在左側類別及屬量變
數框內的昆蟲品種點一下
使其反白

(2-5)點選
「巢狀」效果

註：亞種(昆蟲品種)：亞種在昆蟲品種之下摺疊。

79

(3)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多重比較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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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要使用的類別
效果」內將昆蟲品種
改為True（內設值為
False)

(3-3)「比較法」選擇
成對t檢定法

(3-4) 「誤差均方」
之「要使用的誤差效
果」選擇亞種(昆蟲
品種)

(4)

81

摺疊設計分析結果解讀-ANOVA

★此例昆蟲品種為固定型而亞種為隨機型效應，
前者之Ｆ值應以後者作為分母，而非內設之機差
均方，因此進而利用EXCEL重新計算。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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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步驟１】以亞種(昆蟲品種)之均方為分母，
利用算式重新求昆蟲品種的Ｆ值

【EXCEL步驟２】將前述F值利用FDIST函數求出機率值

昆蟲品種主效應無顯著差異(Pr>F >0.05)，而品
種內亞種間存在極顯著效應 (Pr>F < 0.01)。F.DIST.RT(G2,B2,B3)

83

摺疊設計分析結果解讀-上層因子LSD
(Insect間之比較)

作為下層因子的
亞種(昆蟲品種)
之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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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功能表的工作/ANOVA/單向ANOVA (亦
可選擇工作/ANOVA/線性模型，惟操作步驟
較繁瑣)

2.下層因子主效應之LSD:
工作/ANOVA/單向ANOVA

85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自變數

注意：此處欲比較每一昆蟲品種內各亞種間之
差異，故以昆蟲品種為分析群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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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平均值-比較」
畫面內勾選多重比較法，
如Fisher的LSD法

(4)

(3)在「平均值-分解」
畫面內勾選平均值、標
準差及標準誤差

87

摺疊設計分析結果解讀-敘述統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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摺疊設計分析結果解讀-下層因子主效應
LSD  (昆蟲品種內各亞種間之比較)

先轉成直
線法再轉
字母法較
容易：

S12  13.0   a
S13  12.7   a
S11    4.0   b

【ANOVA表】

89

(五)綜合變方分析之ANOVA及LSD:

資料範例說明
【試驗內容】
5個薏仁品系(A, B, C, D, E)在4個地區同時進行栽培試驗，
各地區之田間設計均採4區集之RCBD，考慮不同假設下進
行合併地區之綜合變方分析及品種間個別差異性比較測驗
：(1)固定模型－地區和品種均為固定型效應；(2)混合模型
－地區為隨機型效應，品種為固定型效應。

【資料檔】canova.xls 合併因子的F值
算式中皆以區集
之均方為分母

混合模型之固定
型效應(品種)的F
值算式中以交感
效應(地區×品種)
之均方為分母

(固定模型) (混合模型) 
Source DF MS F(1) F(2) 
地區 3 149.38 22.55** 22.55**
區集(地區) 12 6.62 0.51   0.51
品種 4 1020.12 78.22** 43.55**
地區×品種 12 23.43  1.80   1.80  
機差 48 13.04  
**代表達 1％顯著性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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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均方同質前提下
之綜合變方分析

3-2.固定某因子下進行
另一因子之LSD測驗

交感效應
不顯著

3-1.主效應之
LSD測驗

綜合變方分析資料分析流程

修正合併因子
之F檢定

1.合併因子之均方同質性檢定 (Bartlett法)

【註】綜合變方分析通常是合併多地區、季節或年度，交感效
應顯著時不適合直接進行所有處理組合間之差異性比較。

修正合併因子
和處理之F檢定

交感效應
顯著

利用
EXCEL

固定型模式

混合型模式(合併因子為
隨機，處理為固定）

91

1.合併因子之均方同質性檢定(Bartlett法):
工作/ANOVA/單向ANOVA

1. 新增專案或處理流程，載入資料檔
（canova.xls)

2. 欄位名稱請以英文命名，否則無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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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自變數

注意：地區為合併因子，故指定為自變數，以
比較各地區之ANOVA內機差均方的差異性。

93

(2)在「檢定」畫面內勾選Bartlett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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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變方分析結果解讀-均方同質性檢定

Bartlett法檢定結果，卡方之機率值(Pr>ChiSq)
大於0.05，不顯著，表示本例4個地區的均方
同質，故可進而合併地區資料，進行後續的綜
合變方分析。

95

2. 符合均方同質前提下之綜合變方分析:
工作/ANOVA/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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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應變數只能一次指定一個，分類變數
同時包含所有處理（地區、品種）和區集。

(1)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及分類變數

97

(2)在「模型」畫面內指定變數的效果

(2-1)同時點選地區和區集

(2-2) 點選「主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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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右側效果框
內點選區集

(2-4) 在左側類別及屬量
變數框內點選地區

註：區集(地區)：區集在地區之下摺疊。

(2-5)點選
「巢狀」效果

99

(2-6) 點選品種 (2-7)點選「主要」效果

(2-8) 點
選地區
和品種 (2-9)點選「因

子」效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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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變方分析結果解讀-綜合變方分析

★合併因子（地區）之F值應以區集之均方作為
分母，而非內設之機差均方，因此進而利用
EXCEL重新計算。步驟如下：

101

【EXCEL步驟１】利用算式，以區集之均方為分母
重新求地區的F值

【EXCEL步驟２】將前述F值利用FDIST函數求出機率值

地區、品種兩種主效應皆極顯著(Pr>F <0.01)，而
地區和品種間交感效應不顯著 (Pr>F >0.05)。

【
固
定
模
型
】

F.DIST.RT(G2,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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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步驟１】利用算式，以區集之均方為分母
重新求地區的F值，及以地區＊品種之均方為分母
重新求品種的F值

【EXCEL步驟２】將前述F值利用FDIST函數求出機率值

地區、品種兩種主效應皆極顯著(Pr>F <0.01)，而
地區和品種間交感效應不顯著 (Pr>F >0.05)。

【
混
合
模
型--

地
區
為
逢
機
，
品
種
為
固
定
】

103

3-1.交感效應不顯著時之LSD:
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固定模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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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主效應
的個別差異性比較測驗

(1-1)

105

(1-2)「要使用的類
別效果」內將地區
改為True（內設值
為False)

(1-3)「比較法」選
擇成對t檢定法

(1-4) 「誤差均方」
之「要使用的誤差
效果」選擇區集(地
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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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要使用的類別效
果」內將品種改為True
（內設值為False)

(2-2)「 比較法」選擇成
對t檢定法

(3)

(4)

107

綜合變方分析結果解讀-主效應LSD
【固定模型】

區集
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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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交感效應不顯著時之LSD:
開啟前已產生之線性模型

【混合模型-地區為隨機型，品種為固定型】

點選之前已產生的線型模型圖示，按滑鼠右鍵，
於產生視窗中點選「修改線性模型」

109

(1-2)「要使用的
類別效果」內地
區為True

(1-3)「比較法」
選擇成對t檢定法

(1-4) 「誤差均方」
之「要使用的誤
差效果」選擇區
集(地區)

(1)在「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地區的設定
與固定型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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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勿取代

(2-1)「要使用的類別效果」內
品種為True

(2-2)「 比較法」選擇成對t檢
定

(2-3)「誤差均方」之「要使用
的誤差效果」選擇地區*品種

(2)與固定型模式不同處，在調整品種的使用誤差
效果改為地區*品種。

111

區集
均方

綜合變方分析結果解讀-主效應LSD
【混合模型-地區為隨機型，品種為固定型】

地區＊
品種之
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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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交感效應顯著時固定某因子進行另一因子之LSD:

由於本實例之交感效應不顯著，有關交感效應顯著
時之後續LSD步驟，同前述二因子RCBD實例之說
明，此不再贅述。
原則如下：

(1)重新點選載入的Excel資料工作表，點選「工作
/ANOVA/線性模型」

(2)在「資料」畫面內指定應變數、分類變數及分析群
組依據

(3)在「模型」畫面內點選所有變數，並點選「主要」
效果

(4)在「 Post Hoc檢定-算術」畫面內進行多重比較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