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者填写的 ,他所谈的行为是否言行一致要作具体

分析 ,有时还要作些进一步调查来取得行为方面的

客观指标 ,来评价行为的改变。

4.研究对象: 对研究的总体在时间、空间、人群

的范围要给出明确的规定。 KABP调查多为样本调

查 ,要规定抽样方法和样本含量。

5.问卷设计: 前已述及 ,不赘述。

6.整理分析: KABP调查资料的样本含量大 ,调

查内容多 ,所以通常用计算机进行整理分析。当调查

问卷答后 ,应及时检查问卷有无漏答、错填情况 ,及

时纠正以保证问卷的质量。然后进行编码。要确定所

要分析的变量数 ,变量类型 (数值型、子符串型 ) ,变

量所占格字数 (有几位数 ) ,资料的分组归类情况。比

如 ,多数问题的答案有: 是 (　 )、否 (　 )、无应答

(　 )、不一定 (　 )四种情况 ,一位数从 0～ 9就有 10

个数码 ,一个格子即够用。 有些变量比如年龄 ,则需

3个格子 ,出生年月则需 6个格子 ( 4个格子为年 , 2

个格子为月 ,当然有时可省去 1～ 2个格子 )。有的变

量要分组归类 ,要统一分组归类的方法 ,比如 ,经济

收入可归组编码为: 0为无收入 , 1为 < 200元 /月 , 2

为 200～ 299元 /月 , 3为 300～ 399元 /月 , 4为 400～

499元 /月 , 5为 500～ 999元 /月 , 6为 1 000～ 1 999

元 /月 , 7为 2 000元以上 , 8为不清楚或不知道 , 9为

无应答。 这 10个档是分类的识别变量 ,作多因素分

析时要剔除 8和 9的记录 ,仅用 0～ 7作为自变量值

来分析。 又比如 ,职业的编码可为: 1为工人 , 2为农

民 , 3为干部职员…… ,但这只能作识别变量 ,在多

因素分析时则应改为一个职业一个变量 ,比如 x1为

工人 , x2为农民 , x3为干部职员等等 ,如果这人是工

人则 x1= 1,其他职业变量均为零。 余类推。 要把识

别变量转换成分析用的变量后 ,再作分析。这个转换

可用计算机程序来实现 。 要有分析用的专用软件。

7.人员组织: KABP调查要有专门班子 ,通常可

设几个调查小组 ,每组有一个指导员 , 4或 5个调查

员 , 2或 3个检查员及编码录入员 ,调查员要统一培

训 ,参加预调查 ,合格后上岗。 现场工作要做两级的

质量控制。 首先是调查员每天要对当天已答的问卷

认真检查 ,当时能更正的立即更正 ,不能更正的 ,次

日返回给被调查者更正 ,对访问时未找到的要再次

访问 ,以减少无应答的人数。指导员要对每日送来的

已答问卷逐份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返回修正 ,同时 ,指

导员还要抽 1% ～ 5%自己亲自复查 ,以核对调查员

的结果是否准确。

8.制订详细的工作计划及进度表 ,每日记录工

作实际完成情况 ,组织力量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

9.编制经费预算。

10.将调查计划报上级审批。

(收稿: 1997-12-20)　　

一起麻疹爆发流行原因分析

程玉兰

　　广德县自 1987年以来 ,麻疹年平均发病率

4. 91 /10万 , 1996年 9月～ 1997年 4月该县境内 6

个乡镇爆发了一起麻疹流行 ,共发病 174例 ,发病率

为 382 /10万。发病年龄最小 8月龄 ,最大 27岁 ,以 6

～ 10岁年龄段为主 ,占发病总数的 85%。 病例多集

中在 1996年的 11、 12月及 1997年的 1、 3四个月

中 ,共 150例 ,占流行期的 86%。疫情主要在学校传

播 , 2月份学校放假只有 4例发病。造成本次爆发流

行的原因主要是: ( 1)疫情报告不及时。 9月份开始

有麻疹疫情 ,卫生防疫站 12月底才接到报告 ,大部

分病例是通过回顾性调查发现的 ,由于迟报 ,传染源

作者单位:安徽省广德县卫生防疫站　 242200

得不到及时的控制和处理 ,造成疫情蔓延。 ( 2)麻疹

疫苗 (麻苗 )加强免疫空缺 , 7岁以下儿童复种工作

未开展 ,使易感人群积累 ,群体免疫力下降 ,再加初

免失败和少数空白而造成麻疹爆发流行。 ( 3)措施不

得力。 疫情发生后 ,没有及时、科学地在疫区周围布

点开展麻苗应急接种工作 ,也未能对密切接触者注

射丙种球蛋白。还有两个村没摸清疫情动态 ,就盲目

给村小学生进行麻苗应急接种 ,结果诱发麻疹 47

例。

此次麻疹爆发流行强度大 ,时间长 ,惨痛的教训

告诉我们 ,基层的计划免疫尤其是复种和传染病管

理工作亟待进一步提高。

(收稿: 1997-08-15　修回: 199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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