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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我們知道，在一般的工業實驗中，多水準的因子實驗是很普遍的。但是，直到近幾年才有人開始研究多水準因子實驗的效應。一開始，Blomkvist，Bergman和Hynen(1997）利用Bergman和Hynen（1997）的做法，將在兩水準因子實驗中所用的方法推廣到多水準的因子實驗。接著，Wang（2001）推廣Wang（1989）的做法。因此，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試著將Liao（2000）的做法推廣到多水準的實驗，且提出另一個和Liao（2000）不同的檢定方式，並利用實例和模擬的方式去看各種不同的方法確認出因子有顯著離散效應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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