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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单纯随机抽样设计在社区人群调查中的应用

吕筠 刘庆敏任艳军 王文凤宫廷李立明

【摘要】 目的探讨单纯随机抽样设计在社区人群调查中的可行性及调查样本质量。方法

在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区根据社区居民电子底册以单纯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居民户，对户内18．

“岁个体采用KISH方法随机抽取一名个体，两区各需完成500人的调查。结果下城区抽取

950户，完成调查5ll户(53．8％)；拱墅区抽取1380户，完成调查506户(36．7％)。两区因户内不符

合年龄要求的个体、原户搬迁、社区集体拆迁、底册错误等导致的无应答分别为38．3％和43．5％；各

种原因导致的户(或抽中个体)无应答(或拒答)分别为8．0％和19．9％。调查样本与随机抽样户人

群的年龄、性别构成无差异。随机抽样户人群与杭州市市区人群性别构成无差异，但年龄结构偏

大。结论在地域相对局限的社区中，基于社区居民电子底册实施单纯随机抽样具备可行性，对

调查员的入户时间提出要求，可保证调查样本对抽样框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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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on survey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n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samples under survey．Methods A simple random

sample of households was taken，based on the electronic listings of community households from

Gongshu and Xiacheng districts of Hangzhou city．0ne of the adults aged 1 8 t0 64 years in the

sampled households Was identified with KISH method to finish a questionnaire survey．More than 500

people from the sample size was required in each district．Results Of 950 samplad households in

Xiacheng district，511(53．8％)finished the survey while 506(36．7％)out of the 1380 sampled

households in Gongshu district did．The proportions of non-respouse due to the following reasons as：

none with eligiblc age in the households。relocation of the original household，mass relocation of the

community，and errors in the household listings etc．were 38．3％and 43．5％respeetively．in tlac two

districts．Proportions attributed to non．response and refusal to response of sampled household or

individual were 8．0％and l 9．9％respectively．No smtisficai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and gender

were found between the surveyed samples and the population i11 the sampled honseholds．or in gender

between the populations in the sampled households and in Hangzhou city．However，the population in

the sampled households showed a more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than the population in Hangzhou

citY．Conclusion In a geographically limited area．using a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do

the survey iS feasible，based on the electronic listings of household．Enough time spent during the

household visit guarantees the interviewers to get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sampling frame．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timeliness。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of electronic household listing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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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组织实施的便利多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等设计，较

少应用单纯随机抽样设计n】。然而，除单纯随机抽

样以外的其他复杂抽样设计，无论是样本量估算、抽

样设计还是数据分析都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为了

减少工作量选择几个或十几个群进行调查，多数情

况下结果无法达到期望的精确度；即使按适当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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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算样本量，像同质性这样的参数，由于较难在已

发表的文献中找到参考值，所以样本量的估算仍然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分析这类复杂抽样调查

数据时，还要考虑是否需要加权，并使用专门的统

计方法估计抽样误差和进行统计学检验。目前国

内学者对复杂抽样调查的设计和数据分析普遍认

识不足和使用不当。本次调查作为社区健康干预

(community interventions for health，CIH)项目基线

调查的一部分，在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区的社区人

群调查中采取严格的单纯随机抽样设计，为今后进

行类似的调查设计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调查现场为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

区。调查覆盖下城区6个街道共50个居委会，拱墅

区5个街道共33个居委会。在各自区内居住至少满

1年的为合格调查户(排除集体户口)；年龄18—64

岁，身体或精神状态正常并能回答问题者为调查对

象。根据项目设计要求，两区各至少需要500名合

格个体的调查。在各区内对所有调查社区的居民户

电子底册进行累积排序，以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固定

抽样种子数)抽取居民户；对户内18～64岁个体采

用KISH方法随机抽取一名个体进行调查[21。

2．调查方法：采取入户调查。如果社区底册中

的登记户已更换为其他居民户，新户在本区内居住

满1年，则以新户替换。如遇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放

弃抽中的居民户，重新抽样：①户内无18—64岁个

体；②登记户已更换为其他居民，新户在本区居住尚

不满1年；③空户、社区集体拆迁；④调查员在不同

日入户3次，其中至少1次为晚间入户，3次入户均

无人应答；⑤底册信息陈旧，抽中的个体已死亡，或

者底册信息错误，无法找到对应的居民户；⑥抽中的

个体拒答；⑦抽中的个体因各种原因无应答，如因身

体或精神原因无法接受调查、近期出差在外、个体已

经移居其他区、集体户121等。调查时间为2008年lO

月至2009年2月。

3．统计学分析：对调查完成情况及调查样本

质量和代表性进行分析评价：①应用Myers混合指

数(Myers’blended index)判断调查样本有无年龄

尾数偏好【33；②比较调查样本与随机抽样户内

18～64岁人群的年龄和性别构成；③比较随机抽

样户与2007年末杭州市市区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

成¨】。年龄、性别构成比较采用频数分布拟合优

度的f检验。

结 果

1．调查完成情况：扣除集体拆迁户或因社区底

册信息不全且人户无应答的居民户，下城区共853

户有户基本信息(即户内人口数和成员名单)，合计

2078人，户均人数2．44人；拱墅区共946户，合计

2314人，户均人数2．45人。经检验。下城区与拱墅

区的调查样本及随机抽样户人群年龄和性别分布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1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区社区人群单纯随机抽样
调查完成情况

完成调查

户内无18一“岁个体

户内无人应答

空户、原户搬迁换新户(新户不合格)

社区集体拆迁

户内抽中个体拒答

户内抽中个体因各种原因无应答

其他(底册信息陈旧或错误)

511 53．8 506 36．7

109 11．5 118 8．6

1l I．2 133 9．6

167 17．6 204 14．8

50 5．3 265 19．2

46 4．8 92 6．7

19 2．0 50 3．6

37 3．9 12 0．9

950 100．0 1380 loo．o合计

2．调查样本的质量和代表性评价：

(1)Myers混合指数：Myers混合指数男性为

7．547，女性为5．466，总样本为5．005，提示调查样本

无明显年龄偏好。

(2)调查样本与随机抽样户人群年龄、性别构成

比较：两区调查样本合计性别比O．979，随机抽样户

内18—64岁人群的性别比为0．999，性别构成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c2=0．105，P=O．746)。调查样本

与随机抽样户人群的年龄构成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f=4．984，P=O．289)。

(3)随机抽样户人群与2007年末杭州市区人群

年龄、性别构成比较：随机抽样户内全人口性别比为

0．984，2007年末杭州市区全人口性别比为1．018

(18—64岁组为1．028)，无论是全年龄组(#=1．165，

P=O．280)还是18—64岁组()c2=0．637，P=O．425)，性

别构成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随机抽样户人群

的年龄构成与市区人口比较，无论是全年龄组(f=

649．115，P<0．001)还是18—64岁组()c2=362．562，

P<O．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随机抽样户人群

的年龄结构整体偏大。

讨 论

社区居民户底册是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卫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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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调查中重要的基础。本研究的两个项目区均有社

区居民户电子底册，可以完成以居民户为单位的单

纯随机抽样调查，且根据多数居民户底册信息直接

完成KISH抽样，减轻了调查员人户后的工作负担。

尽管如此。现有的底册中还是存在一些信息陈旧、不

全、错误的问题。

空户、原户搬迁换新户是本次调查无应答的主

要原因之一。另外，拱墅区因社区集体搬迁导致的

无应答高达20％。城市居民的流动及城市建设伴随

的社区拆迁，也给利用居民户底册的调查带来新问

题。如果居民户底册更新及时且少有错误，那么，户

内没有符合年龄要求的个体、空户、原户搬迁换新

户、集体拆迁，这些问题都可在利用电子底册进行抽

样的阶段加以解决。扣除前述这部分居民户，人户

阶段的应答比例，本文中的下城区高达87％，而拱墅

区约为65％。

社区入户调查普遍存在的障碍是：如果在工作

日的白天人户，较难访问到在校学生或在职成年人，

调查结果对这部分人群的代表性较差。但是，如果

安排在晚间或周末入户，可实施调查的时间减少，调

查进度拖延或者需要更多的调查员。另外，在晚间

入户，调查员的安全又是一个问题。本次调查要求

调查员对抽中的居民户至少要入户3次，其中至少

包括一次晚间入户，如果仍然无法完成调查才可放

弃。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可能存在的应答偏

倚，调查样本对随机抽样户人群的代表性很好，年龄

和性别分布一致。

本次调查选择社区居民户底册作为抽样框，比

较随机抽样户人群与杭州市区人口的年龄构成，我

们发现这样的抽样框，年龄结构整体偏大。思考可

能的原因，一方面，两个城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有可

能高于整个市区平均水平Hj]。另外，在抽样框架中

剔除了集体户口人群，而这部分人群应以中青年为

主。尽管如此，我们选择的抽样框应该是适当的，符

合本次调查的目标，即捕捉社区常住人口健康相关

行为的流行水平及在社区干预活动后人群行为的改

变情况，而在职的成年人群可另外通过企事业单位

中的调查和干预活动实现补充覆盖。

通过本次实践，我们认为在城市地区地域相对

局限的社区中开展社区人群调查，基于社区居民户

电子底册实施单纯随机抽样设计具备可行性；通过

对调查员的入户时间提出要求，可以最大限度地保

证应答对象在年龄和性别上的代表性，调查样本质

量较高；后期的数据分析也不存在加权和用特殊的

统计方法正确计算抽样误差的复杂技术问题。如果

社区居民底册的时效性、信息的完整性及准确性能

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将可大大提高单纯随机抽样

调查的现场实施效率，即提高人户成功率，减少调查

员的工作量，加快调查实施进度。

本文对今后开展类似的城市社区抽样调查的设

计和样本量估算具有参考价值。建议今后的研究者

在发表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论文时，能够尽量详细

地报告抽样设计和实施情况，方便其他研究者在进

行调查设计时有更多可供参考的信息，减少因为设

计参数的不确定性所要承担的风险，提升我国人群

抽样调查的证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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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杭州市、下城区和拱墅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项目人员及全体

调查员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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