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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人群基数估计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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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现场实施确定男同性恋人群规模估计的更为实用的方法。方法 同时采用

除数法、捕获!再捕获法和乘数法在"#天内对某市$个男同性恋活动场所展开计数调查。结果 除

数法计数结果为%&&人；捕获!再捕获法获得’次计数结果，分别为"(#%人、")#&人和$($人，乘数法

未获得适当数据。结论 除数法易于操作，进展顺利，结果可信度较高，但花费较大；捕获!再捕获法

用时短，花费低，’次结果可以相互印证，适于同性恋人群基数估计；乘数法需要改进以获得较可靠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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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年$月我国已有超过*#万艾滋病病

毒（HLM）感染者［"］，疫情报告显示通过男男性接触

途径感染HLM者占报告总人数的#B)N。但目前的

疫情估计仍有不足之处，男同性恋人群的基数并不

明确。为了估计全国与各地存活的HLM感染者人

数，评价我国艾滋病疾病负担以及规划卫生资源的

投入，并指导干预，制定策略，必须对我国HLM感染

的高危人群（男同性恋人群）的规模进行估计［)］。

本次在四川省某市实施的男同性恋人群（不包括非

同性恋者的同性性行为者）基数估计试点的流行病

学调查，旨在探讨规模估计的方法，为以后在全国的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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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调查奠定基础和积累经验。

对象与方法

"B调查对象、地点和时间：调查对象为男同性恋

者。理论定义：要求性别为男性，有过同性性行为。

同性性行为包括口交及肛交（限定为插入式）。操作

认定标准：由男同性恋志愿者认定，认定依据包括：

!志愿者熟识；"男同性恋认定标准：通过开展与男

同性恋志愿者的小组访谈获得，认定标准包括眼神、

外形、行为举止和频繁往返某个地点等。初步调查，

四川省某市有男同性恋活动公共场所约"O个，依据

选点原则（规模较大，活动人数较多，尽量包括男同

性恋活动的各种场所），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
个场所（酒吧、浴池、公园、公厕各)个和"个网吧）

作为本次调查地点。调查时间为)##)年"#月"O#
)(日共"#天。时间安排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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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某市男同性恋人群基数估计现场实施时间进度

方 法
实 施 时 间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第!*天

捕获+再捕获法 ,! ," ,#
乘数法 -
除数法 .! .! .! .! .! .! .! .! .! ."

注：,!：第一次捕获，,"：第二次捕获，,#：第三次捕获；-：获取乘数法的基数和乘数；.!：获取总次数，."：获取平均次数

"/调查方法：

（!）除数法：人群基数估计关注的是经常在公共

场所出现的男同性恋者，因此如统计出各活动场所

一定时段内光顾人次数，再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取得

男同性恋者该时段光顾公共场所的平均次数，两者

相除即可得出经常在公共场所出现的人数。

（"）捕获+再捕获法［#，$］：该方法原用于估计野

生动物群规模大小的一种技术。“捕获”一批随机样

本，然后将它们做标记，放回栖息地。以后，“再捕

获”第二批随机样本，观察来自第一批随机样本被标

记的动物数。假设标记动物占再捕获样本的比例与

第一次捕获占整个动物群的比例一样，即

第一次捕获的动物数量
所有的动物数量 0!**12

标记的动物数量
再捕获的动物数量0!**1

（#）乘数法：乘数法是通过间接的手段估计人群

规模。在规定的时间内，以接触一定机构或单位（标

记）的目标人群的全部记录数，乘以同时期该人群中

自称接触过这些机构或单位（标记）者的比例的倒

数，即乘数，从而获得目标人群基数。

结 果

!/除数法：各个场所连续计数!*天。计数工作

由现场调查员完成，每个场所的现场调查员包括一

名同性恋志愿者（某些场所是业主）和一名学生调查

员，由志愿者区分是否为同性恋者，学生调查员负责

记录、联络和质量控制。在第!*天开展一次抽样调

查，按照各场所人次数比例确定各种场所的调查人

数，共调查"’’人，询问被调查者在本次调查时间段

内共去过多少次所调查的公共场所，结果见表"。

在!*天计数过程中记录到共有%’)’人次光顾

过所调查的)个公共场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男同

性恋者在这!*天中光顾这些场所的平均次数为

&/&!次，故依此估计人数为%’)’3&/&!2(’’人。

"/捕获+再捕获法：考虑到在较多场所发放标记

物会导致部分男同性恋者重复领取标记物，本方法

仅在酒吧4和浴池4进行，具体操作由场所服务人

表" 某市男同性恋除数法计数调查结果

场所
计数

（记录总次数）

抽样调查

调查人数 报告总次数 平均次数

酒吧4 (!& #$ !%’ $/&"
浴室4 !&’! !#! ("! &/"’
酒吧5 )) ! !* !*/**
浴室5 &*$ "% (( #/%"
公园4 !*!( "% "$# )/’"
公园5 #&& !’ !$% (/%#
公厕4 #$) !! !#& !"/#&
公厕5 "&! ( %$ &/’%
网吧 &!# "% !’& ’/*$

合计 %’)’ "’’ !(#* &/&!

员完成，对当天特定时段到该场所的全部男同性恋

者进行调查。第一次捕获发放的标记物为6+7润

滑液；第二次捕获发放的标记物为雨伞，发放的同时

询问接受礼品者是否收到过6+7润滑液；第三次捕

获则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收到过标记物及是什么样的

标记物。#次捕获人数见表#。据此第一次标记与

第一次捕获形成一 次 捕 获+再 捕 获，估 计 人 数 为：

"%&3（$&／"%#）2!$*(人；第一次标记与第二次捕

获形成一次捕获+再捕获，估计人数为："%&3（#%／

!&%）2!"*’人；第二次标记与第二次捕获形成一次

捕获+再 捕 获，估 计 人 数 为："%#3（$$／!&%）2)$)
人。

表# 某市男同性恋捕获+再捕获法计数调查结果

场所

第一次
标记

（6+7）
人数

第二次
标记

（雨伞）
人数

第一次
捕获

（6+7）
人数

第二次
捕获

（6+7）
人数

第二次
捕获

（雨伞）
人数

酒吧4 !!( !"* ( $ $
浴室4 !#( !## #( #! $*
合计 "%& "%# $& #% $$

#/乘数法：在本次调查的最后一天开展问卷调

查，抽样方法和样本量同除数法，询问!被调查者的

朋友人数；"被调查者所认识的朋友中前一天（亦即

本次调查的第)天）有多少人去过公共场所。但被

调查者普遍觉得难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很多人拒

绝回答上述问题，即使部分人给予了回答，答案要么

跨度很大，要么是被调查者随口而说，基本无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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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议今后使用乘数法的快速评价形式，即询问

被调查者本人光顾一次公共场所的平均时间，再乘

以某天统计得出的公共场所同性恋者人数，从而得

出同性恋估计人数。

讨 论

除数法在本次调查中进展很顺利，记录的结果

可信度较高，也较易操作，在有经验丰富的同性恋志

愿者的条件下，建议采用该方法。但在本次调查中，

除数法结果明显偏低，其原因有四点，也是以后调查

需要注意的问题：!调查的时间较短，部分同性恋者

在该时间段内并未出来活动，使记录的总次数减少；

"在调查过程中气温骤然下降，使得记录的总次数

减少；#所选调查地点过于集中，!个场所中的"个

场所均在该市的一个区内，同性恋者在一天内可以

光顾几个场所，导致平均次数增加；$最后的问卷调

查时间在周四，而不是周末，使得样本的代表性降

低，因为在平时都会出来活动的同性恋者，多数是该

人群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光顾公共场所，必然会导致

平均次数增加。

捕获#再捕获法相对除数法而言省时、省钱；选

择合适的标记物是调查成功的关键，标记物即要有

一定的特征，以便于接受者留有印象，同时要兼顾营

业性场所老板的意见，因为只有后者的充分配合，本

方法才可能顺利实施，其结果也较为可靠。本次调

查两个场所结果差别较大，提示不同场所的再捕获

率有很大差别，建议应用该方法时应该选择更多的

调查地点。捕获#再捕获法要求同时发放标记物，但

由于场所开放时间的不同，实际上很难做到，这样就

会导致部分人重复领取礼品，这时在最后的统计方

法上，就需要权衡超几何分布法和负二项分布法哪

个更合适。

本次调查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某酒吧的业主

（本人是男同性恋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调查的

准备阶段，业主积极配合调查工作，详细介绍了同性

恋生活、娱乐的基本情况，为调查的顺利开展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在调查的实施阶段，又组织同性恋志

愿者协助调查。所以，开展同性恋的基数估计工作，

在当地寻找关键人物可使工作事半功倍。

经验丰富的男同性恋志愿者对基数估计工作的

准确性意义重大。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上的同性恋

志愿者参与每天计数工作，另外一批学生志愿者参

加问卷调查工作；与前者相比，后者对同性恋的辨别

能力明显较低，原因之一是他们较少出入公共场合。

因此，参与计数的志愿者最好来自当地较有影响的

娱乐场所的工作人员。

同性恋者出入公共场所的人次数相对固定，而

一旦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到公共场所的人数锐减。

在本次调查的后几天，气温骤降，连续$天到各场所

的人数与前几天相比都有明显减少，对于这种短时

期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调

查时间最好选择在气候变化不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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