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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資料範例:

SAS-EG Trainging data - corr-reg.xls

SAS輸入格式:逐欄輸入處理標記、
各性狀變數數值

內含練習用工作表:

multi-corr (4個變數資料相關分析)
reg-1&2 (回歸分析一次&二次)
multi-reg    (複回歸分析)     



資料分析前的一般步驟

開啟SASEG7.1時的歡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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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讀取資料檔-開啟已建的Excel檔:  
檔案/開啟/資料

4



1.指定檔案所在位置

5

注意：資料檔名
1.盡量用英文
2.不要有空格，
3.中文檔名在SAS某些畫面會產
生亂碼，但不影響分析結果!
4.檔名過長可能會無法匯入成功



2.勾選資料所在的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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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定檔案開啟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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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定工作表資料預覽



結果如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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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小視窗

右側小視窗

左鍵點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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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容】
將此4個變數進行兩兩之間的散佈圖繪製

二、散佈圖繪製

資料範例說明

【試驗內容】
四個變數X1、X2、X3 、X4的調查資料

【工作表】 multi-c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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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散佈圖檢視兩變數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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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擇繪製散佈圖的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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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角色」畫面內指定變數的角色

注意：只能一次指定一個變數給水平或垂直的工
作角色，目前有4個變數，要兩兩互相比較，則
要重複6次的散佈圖繪製工作。

(1)

(2)



3.產生散佈圖的處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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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右鍵改名字



由x1與x2、x3的散佈圖發現x2、x3的
值，有隨x1的增加而上升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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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單相關分析

資料範例說明

【分析內容】
將此4個變數進行相關分析

【試驗內容】
四個變數X1、X2、X3 、X4的調查資料

【工作表】 multi-co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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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單相關分析:工作/多變量/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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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料」畫面內直接用滑鼠拖曳或按箭頭按鈕將要指
派的變數拉到右側工作角色框內的”分析變數” (同時指
派多個分析變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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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在「選項」選單挑選相
關類型中的”Pearson(P)”
(3)在「結果」選單挑選下
圖打勾的項目
(4)按”執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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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相關分析後
的處理流程圖

4個變數相關分析後的相
關矩陣圖，包括倆倆變
數的相關係數與其相關
係數機率值。

2.分析結果解讀



21

3.相關分析結果-4個變數的基本統計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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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相關配對的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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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容】
簡單直線回歸

四、簡單直線回歸分析

資料範例說明

【工作表】reg-1&2

【試驗內容】
欲探討水梨果園的六個氮肥施用量x(kg)和可溶性
固形物含量y(%)間之關係。

niXY i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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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處理流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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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資料檔，記得先點選載入的Excel資料工作表reg-
1&2。(如投影片第4-7頁)
reg-1&2 工作表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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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態分布檢測: 工作/描述/分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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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資料」畫面內將調查性狀指派到”分析
變數”   (可同時指派多個分析變數)

注意：資料的分布測驗是看整套資料，

因此無須指定分類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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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常態」畫面內勾選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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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標繪圖-外觀」畫面內勾選直方圖和機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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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性測驗之結果解讀-配適度測驗
(原始資料)

判斷準則：
p value >0.05 
即不顯著,

表示符合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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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性測驗之結果解讀-圖示
(原始資料)

直方圖 機率圖

實際觀測頻度
(長條)

常態理論頻度
(平滑鐘形曲線)

理論常態機率值
(對角直線)實際觀測機率值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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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單直線回歸分析:工作/回歸/線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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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角色」內用滑鼠拖曳(或按箭頭按鈕）將固形物含量
和施氮肥分別指派到右側工作角色框內的”應變數”和”解釋變
數”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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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變數間的散佈圖與殘差圖，可做回歸模式的檢測參
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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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求得之直線回歸方程式進行
反應變數預測值之估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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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直線回歸分析結果解讀-ANOVA
直線回歸分析的
處理流程圖

決定係數為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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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回歸方程式的截距與回歸係數及其
t檢定的顯著性值

)/,n(
b

t
SE

|b||t| 22
0









H0: =0, (0為一常數)H1: 0

當 拒絕H0 ，表示該回歸係數顯著存在。2,2/  ntt 

回歸方程式的截距

回歸方程式的回歸係數與t檢
定的顯著性值，P值小於0.05，
表示此回歸係數顯著存在。

回歸方程式 Y=16.25 - 0.0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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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變數、解釋變數與反應變數預測值的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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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差分析：當殘差值圖形以e=0為中心線兩邊上下的
區域對稱分布，表示該回歸線與資料的配合程度。

P-value>0.05，
接受均值性的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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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此回歸方程式計算在各解釋變數
對應點上的反應變數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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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容】
二次效應回歸分析

五、二次效應回歸分析
資料範例說明

【工作表】reg-1&2

【試驗內容】
欲探討水梨果園的六個氮肥施用量x(kg)和可溶性
固形物含量y(%)間之關係，現要探討是否存在氮
肥的二次效應。

niXXY iiii ...1,2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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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處裡流程>線性回歸 按右鍵「修改線性
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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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料」內用滑鼠拖曳(或按箭頭按鈕）將「施氮
量-二次」指派到右側工作角色框內的”解釋變數” 。

其餘設定內容與直線回歸分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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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執行」
(2)點選「否」

按右鍵改名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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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次效應回歸分析結果解讀-ANOVA

決定係數為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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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回歸方程式的截距與回歸係數及其t檢
定的顯著性值

回歸方程式的截距

回歸方程式的回歸係數與t檢定的顯著性值，此兩個回
歸係數之P值皆大於0.05，表示此兩個回歸係數不存在，
所以此回歸方程式不適用，即此試驗的氮肥二次效應
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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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內容】
這4個解釋變數是否都能用來預測反應變數血管
收縮壓(y)，若否，應保留哪幾個解釋變數。

六、複回歸分析
資料範例說明

【試驗內容】
研究身高大致相同的男人血管收縮壓(y)與他們的身高(x1)、腰
圍(x2)、體重(x3)和年齡(x4)的關係，共有13個對象的資料

【工作表】 multi-reg

ikikiii XXXY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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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處理流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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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資料檔，記得先點選載入的Excel資料工作
表multi-reg 。(如投影片第4-7頁)

multi-reg 工作表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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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態分布檢測:參考投影片第2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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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複回歸分析:工作/回歸/線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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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料」內用滑鼠拖曳(或按箭頭按鈕）將血壓和
身高、腰圍、體重、年齡分別指派到右側工作角色框
內的”應變數”和”解釋變數”

(1)

(2)選擇完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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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IF

進行回歸模式之解釋變數的
共線性與自我相關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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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出變數間的散佈圖與殘差圖，可做回歸模式的
檢測參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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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求得之直線回歸方程式進行
反應變數預測值之估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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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複回歸分析結果解讀-ANOVA

決定係數為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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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回歸方程式的截距與各回歸係數及其
t檢定的顯著性值

回歸方程式的截距

回歸方程式的回歸係數與t檢
定的顯著性值，P值小於0.05，
表示此回歸係數顯著存在，
若>0.05則此回歸係數不存在。

VIF診斷結果，
通常>10會考
慮剔除此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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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性診斷條件索引>100，代表此
變數共線性大，應移除回歸式

代表資料是否具均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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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複回歸分析:逐步回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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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裡流程>線性回歸 按右鍵「修改線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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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資料」內用滑鼠拖曳(或按箭頭按鈕）將「年齡」
拉離解釋變數

選擇「逐步選擇」模式

變數是否進入
模式的機率值
可更改設定

強制某些變數
放入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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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執行」

(2)點選「否」

按右鍵改名字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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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逐步回歸法之變數選取過程

第一個解釋變數體重進入模式中，且模式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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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解釋變數腰圍再進入模式中，且模式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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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部變數都依設定之機率值0.15為標準
篩選，最後只保留二個解釋變數體重與腰圍
在模式中。



截距與回歸係數

V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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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解讀-ANOVA

回歸方程式
Y=97.59 + 1.18**體重 -0.56**腰圍

R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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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性診斷條件索引皆<100

代表資料是否具均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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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變數與反應變數預測值的散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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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差分析：當殘差值圖形以e=0為中心線兩邊上下的
區域對稱分布，表示該回歸線與資料的配合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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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求得之回歸方程式計算在各解釋
變數對應點上的反應變數預測值。

原解釋變數值之反應變數預測值
Y=97.59 + 1.18X52-0.56X80=114.15

其他解釋變數之反應變數預測值
體重=80kg, 腰圍=90cm
Y=97.59 + 1.18X80-0.56X90= 141.59

回歸方程式
Y=97.59 + 1.18*體重 -0.56**腰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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