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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总述了当 ⁄� �是一个均匀设计且任意两次试验间的 Hamming距离都

相等时，一对互补设计 ⁄  = （ DD | ）的概念，给出了均匀性与一对互补设计的

广义字长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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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介绍 

部分因子设计是试验调查中最常用的设计。目前，已经建立了许多比较各种设

计的优良性准则。例如，对于正规部分因子，有分辨力准则(Resolution)

（Box,Hunter和 Hunter(1978)）,最小混杂准则(Minimum Aberration,简记为 MA)

（Fries 和 Hunter（1980）以及 Franklin（1984））等。如果两个设计 和D D形

成一个饱和正规因子设计，我 们说D是 的补设计。如何用D D的字长型来刻画

的字长型，这一问题受到了很多关注。Chen和 Hedayat（1996）， Tang和 Wu（1996）

以及 Suen等人对一个设计与其补设计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于非正规因子

的情况，Ma 和 Fang（2001）， Xu 和 Wu 各自独立地将 MA 准则扩展到 最小广义

混杂准则（MGA） 和广义最小混杂准则（GMA）。 MGA 和 GMA对于对称设计来说本

质上是一致的。 

D

对于一个有 n次实验和 s个因子的部分 ，记 D

( )DEi = ( ) ( ) },,,,{#1 idcdDdcdc Hn =∈ ， 

这里d 表示 Hamming 距离，#S 表示集合 S 中元素的个数。向量（ ，

，⋯⋯， ）称为 的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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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1：对于一个有 n次实验和 s个 q水平因子的部分 ，其广义字长型定义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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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义字长型，我们可以定义广义分辨力和广义混杂。 

    定义 2：广义分辨力是指向量W 中使元素正元的最小的下标 i .如果

是两个设计， 是使得 的最小正整数，而且 < ，则

称  比 有较小的广义混杂。如果没有设计比 有更小的广义混杂，则称 有

最小广义混杂（MGA）.如果设计为正规的，则最小广义混杂（MGA）就是一般的最

小混杂（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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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准则与最小混杂准则在比较部分因子设计时是不同的。在一些均匀性

测度下,Fang 和 Murkerjee(2000)以及 Ma 和 Fang(1999)发现了均匀性与混杂性

这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在 2 水平和 3 水平的正规部分因子设计中的联系。更进一

步, Ma 和  Fang(2001)给出了广义字长型和设计的均匀性在 2、3 水平时的联系.

这就扩展了以前在非正规因子方面的研究。 

定义 3：假定 ⁄ 是均匀设计, ⁄ ∈∝（n; ，pq1
pq2 ） ,满足任意两次试验间的

Hamming距离等于常数λ, pp + =  .所有这样的设计所成集合为 ∝（n;q ，s p
1

p
2q ，

）.在一个分解 ⁄  =（ |λ D D）中, ⁄ ∈∝（n; ，pq1
p
2q ， ） .如果 包含 个

水平因子而

λ D p 1q

D包含 p个 水平因子,则这一分解（ |2q D D）叫做一对互补设计.当

=q ,且 为正规部分时,1q 2 D D就是 的古典补设计. D

本文主题是研究均匀性与一对补设计的广义字长型间的联系，相关结论将在第

二节将给出，第三节则进行了一些说明。 

 

二  主要结论 

本节我们将不加证明地给出两个定理，其中以 WD记可卷型偏差，以 CD记中心

化偏差。 

定理 1：如果 ⁄  =（ |D D）∈∝（n; ，pq1
p
2q ， ），其中 包含了 ⁄ 中的 个

2水平列，则 

λ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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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类饱和正交数组OA( 2,32, ppn ),例如OA(36 )和 (108 )

（见 Hedayat(1999)）,我们有如下定理： 

2,32, 1211 p OA 2,32, 3635 p

定理 2：如果 ⁄  =（ |D D）是一个饱和正交数组OA( 2,32, ppn ),其中 包含

了 ⁄ 中的 个 2水平列，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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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说明 

定理 1 和定理 2 表明：一个属于∝（n; ，pq1
pq2 ， ）或者饱和正交数组

(

λ

OA 2,32, ppn )的设计 ⁄  =（ |D D），在可卷型偏差 Wd意义下的均匀性仅依赖于

或

D

D的广义混杂。如果 有最小广义混杂，则 ⁄  =（ |D D D）是一个均匀设计。

如果D有最小广义混杂，⁄  不一定是均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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