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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调查(quantitative survey)

根据事先设计的调查问卷/表对一定数量的研究对象通过

询问、测量等方式获得量化资料的方法。

数据资料的统计分析---计算调查指标---说明调查目的

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精确性

根据不同调查范围，分为普查和抽样调查。

在健康教育现场调查中，由于普查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不同的

研究目的，往往以抽样调查 应用较多。

2008-9-11
3

普查（overall survey）

全面调查（complete survey）

在特定时间对特定范围人群（即确定的所有调查总体）全部加以调查或
测量。

人口普查（census）

在有限的规定范围内进行的调查

普查不存在抽样误差，理论上只有普查才能准确取得目标人群的状况。

一时性的---一般用于了解调查总体在某一特定“时点”的情况；

能够全面描述行为及有关因素的分布特征；

能起到普及医学科学知识的作用。

工作量大，不易做得细致，常难免漏查；

耗费人力物力大，成本较高。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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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应注意

明确划定普查的范围；

统一调查时点或时期；

尽可能于短期内完成；

统一项目的规定和标准；

统一组织领导，培训调查人员，统一普查方法、
步骤、进度等；

尽量减小漏查：一般要求普查应答率在8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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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sampling survey）

是一种非全面调查

通过在特定的调查总体中随机抽取一定数

量的样本对象进行调查或测量

由样本来获得对总体的推断

2008-9-11
6

抽样调查

调查对象较普查少，节省时间、人力、物力；

调查范围小，调查工作容易做得细致。

设计、实施和资料分析比较复杂；

重复和遗漏不容易发现；

不适用于变异较大的资料调查；

如果某种行为发生率较低时，样本量太小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

资料，样本量扩大到近于总体的75%时，直接进行普查更有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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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应注意

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

估计样本调查对象的大小；

抽样误差的适当控制；

不可避免；可以测量；

通过样本大小和抽样设计来控制。

必须防止非抽样误差的影响；

非抽样误差产生偏倚，是一种错误。

主要由于抽样方法的设计不随机，设计者主观选择调查对象；

在抽样过程中未按照预先设计进行随机抽样，任意变换抽样方法。

统一调查的时限；统一并固定调查标准和方法；

尽量提高调查的应答率（一般要求在8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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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方法 sampling

• 概率抽样

– 单纯随机抽样

– 系统抽样/机械抽样/
等距抽样

– 分层抽样/分类抽样

– 整群抽样

– 多阶段抽样

• 非概率抽样

– 方便抽样

– 目的抽样

– 滚雪球抽样

– 定额抽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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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概率抽样/非随机抽样

方便抽样：根据方便程度选择容易接近的对象构成样本。

适用于预调查/预试验

目的抽样：根据研究目的需要和研究者主观判断选择样本。

取决于研究者对调查对象代表总体的程度的确认

滚雪球抽样：首先确定符合研究目的对象进行调查，根据他

们的推荐扩大调查，不断滚动，至达到样本量为止。

定额抽样：类似分层抽样，只是每层的样本量由研究者根据

研究目的确定。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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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抽样方法 举例

若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从全市10000名大

学生中抽查1000名进行调查，了解该市大

学生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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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纯
随
机
抽
样

• 从随机数字表中取出10000个随

机数字记在学生卡片上；

• 按随机数字大小将卡片排序；

• 以开头的1000张或末尾的1000张
卡片上的学生为样本；

• 或者每10张卡片抽取一张组成样

本量为1000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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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生的学号作为编号或采取其他

编号方法；

• 从随机数字表中的任一位置开始

（如从第4行第3列开始），按一定

的顺序（如向右的方向）抄录1000
个四位数字（如随机数字表中数字

为五位数，只取后面的四位数）；

• 凡学生编号属于这1000个随机数字

的即作为抽取的调查样本

单
纯
随
机
抽
样



2008-9-11
13

• 今总体例数N=10000,样本例数n=1000,抽样比

=1000/10000=1/10，也就是每隔10名学生要抽取一名学生。

• 现将10000名学生进行编号（1，2，3，……，10000）或使用学

生学号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

• 按照顺序将学生分成1000个部分，第1部分编号为1，2，
3，……，10；第2部分编号为11，12，13，……，20；以此类

推；

• 从第1部分中随机抽取某号学生，如4号学生作为样本；则按照“10”
的抽样间隔陆续抽取第二部分中14号，第三部分中的34号，……。

• 于是，以编号为4，14，24，34，44，54，64，74，84，……，

9974，9984，9994的学生组成样本。

系
统
抽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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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全校所有班级按照学生数多少进行编号

（1，2，3，……，）；

• 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班级；

– 如果各班级学生数量均在30人左右，则随机

抽取3个班级。

– 如果各班级学生数量不同，则抽取班级数依据

样本量大小而定。

• 对抽取班级的全部学生进行调查。

整
群
抽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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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性别分层；

• 根据男女生在该学校学生中的比例，确定

具体应抽取多少名男生/女生；

• 可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或整群抽

样的方法抽取男生或女生。

• 按照专业—年级—班级等特征进行分层。

分
层
抽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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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缺点

•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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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中的样本量估计

有公式支持的经验估算方法

以率作为调查指标，基础样

本量为100例

以均数作为调查指标，基础

样本量为200例

根据影响调查指标的可能因

素，进行扩展。

%90
' nn =

以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限制

指标，考虑性别（2层）、年级

（4层）、文理专业（2层）等分

层因素，并保证最低一层样本量

为100， 确定参与定量调查的大学

生样本量为2×4×2×100＝1600
人，考虑到10％的失访率，实际

调查样本量为1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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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中的样本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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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考虑的因素：

（1）容许误差（δ）

（2）调查人群中某种情况的预期率（π）

（3）所调查总体的变异（标准差σ）

（4）调查要求的精密度（α）

（5）把握度（1-β）

定量研究中的样本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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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本是否来
自同一总体？

总体1

样本Ⅰ

干预研究：前后自身对照

总体1’

样本Ⅰ‘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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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自身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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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本所代表的
总体是否一样？

总体1

样本Ⅰ

干预研究：另设对照

总体2

样本Ⅱ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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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n为每组样本

所需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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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设对照的干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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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对照人群的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发生率为
20%，干预人群在进行健康教育干预后，发生率
降低至15%，α水平为5%，（1-β）为90%，本
研究为双侧检验，请估计干预人群和对照人群各
需的样本数。

解：双侧 =1.96，单侧 =1.282。

p=(0.2+0.15)/2=0.175。

• 即各组需要12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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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指标时的样本量估计技巧

限制性指标－－“瓶颈指标”

规则：

– 同时有平均数、率和比时，率和比为限制性指标。

– 同一类指标，误差要求最小的为限制性指标。

– 平均数类指标，标准差最大的为限制性指标。

– 率和比类指标，率和比的值最小的为限制性指标。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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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构成

指导语（目的意义，知情同意，填写说明）

问卷编码

调查项目（包括问题题干及答案）

附件：

问卷说明（保证正确理解，统一标准）

问卷编码说明

数据库建立及数据库录入说明

调查问卷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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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分析项目

备查项目

项目设计原则：

尽量精简

原则上：与调查目的和调查指标无关的、不必要的项目坚决不要

定义明确

尤其是疾病分型、吸烟者或饮酒者划分、文化程度等，不能模棱两可

陈述简单明了

通俗易懂，使人不致误解，尽量做到不加说明或少加说明也能标准统
一。

能用定量指标时尽量采用定量指标。

调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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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封闭式选择答案

开放式回答

封闭式选择答案的组织和排列

定性变量：直接列出答案。如，性别：男、女

等级变量：

升序排列，如：文化程度：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不详。

降序排列，如：满意程度：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

图表方式列出，如百分尺度线。

定量变量：

直接填入数字；

转为等级变量，如：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1000元－、5000元－、
10000元－。

整个问卷尽量选择相同的升序／降序排列方式。

有效合理利用纸面。

答案设计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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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选择答案

• 答案标准化，易于整
理归类和分析；

• 容易询问，容易回
答，节省时间；

• 拒答率较低；

• 文化程度较低者也能
填写，节约调查时

间，加快调查进度。

• 有时选择答案太少，不能概括
所有实际情况；选择答案太
多，会增加调查时确切判定的
困难；

• 可能诱导调查对象随便选答而
失真。

• 不容易觉察到调查对象对问题
的误解；

• 填写时容易圈错答案；

• 无法获得出选择答案以外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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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选择答案

在答案的类型或数量较少、且能互相区别时使
用；

一般测量定性变量，或等级变量；

答案应尽可能包括主要的、全部的答案，即使在
没有指导的情况下，调查对象也能独自回答，不
至于产生误解；

通常在多种可能的答案外，增加“不详”和“其他”
两项答案，以涵盖所有出现的可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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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回答

• 在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下，可使
回答者自由发挥，收集到设计
者不能预料到的信息资料；

• 让回答者以喜欢的方式回答问
题并加以论证说明，充分反映
出被调查者的观点；

• 可用于有多种答案的问题。

• 容易离题；

• 不易于进行统计处理、分
析；

• 拒答率较高。尤其对于不
习惯用文字表达看法者或
在信访调查时更是如此；

• 调查时间花费较多；

• 适用范围有限，对文化者
可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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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回答

适用于那些少数无法概括的错综复杂的答
案的问题，此时设计者无法肯定问题的各
种可能答案；

要求详细讨论或回答问题，以发现调查对
象的特殊意见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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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组织

项目的排列顺序符合逻辑，循序渐进；

问答有条不紊，防止遗漏；

敏感性问题和开放式问题宜安排在问卷的后面；

设计时首先应考虑有关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必要
时，可首先考虑列入有关备择项目；

检验资料可靠性的问题应分隔开来询问；

问卷的编码；

调查问卷的填写说明、编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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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确定

调查问卷的预调查——修改——最终定稿

调查指南及建立数据库、录入说明等

调查问卷的信度、效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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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信度 reliability

问卷的可靠性：测量结果的可靠或可重复程
度。

可用一致性分析。

随机抽取10%~15%调查对象，进行重复调查；

比较重复调查结果与初次调查结果。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间隔内完成两次调查，并保
持调查标准的一致性和调查对象经历的相对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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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

• 分类变量资料：Kappa值
– Kappa值越大，表示两次调查的一致性越好，问卷的

可信度越高。

– 一般Kappa值在0.75以上为可信度高，在0.40和0.75
之间为可信度较好，低于0.40表示可信度差。

• 数值变量资料：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简单相
关系数（r）
– r越大，表示两次调查的一致性越好。

• 同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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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效度 validity 

问卷的正确性：问卷调查结果符合实际情
况的真实程度。

效度越高，表示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愈好。

效度分类：

内容效度：问题选择的适当性

构想效度：内容设计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效标效度/实证效度：测量结果对所研究内容
或行为的预测性 。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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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的效度检验

• 内容效度：专家评定法、经验法

• 构想效度：

– 比较复杂，没有单一指标（内容效度、同质性分
析）；

– 因子分析法

• 效标效度/实证效度：

– 效度系数（相关系数）

• 数值变量资料：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简单相关系数
（r）

• 信度系数的平方根是效度系数的最高限度。

– 不同组间差异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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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调查的设计 design

确定调查目的

了解目标人群的特征（描述）

– 提供评价的本底资料

研究有关影响因素（比较）

– 了解活动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评价性研
究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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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调查指标

调查目的一定要具体化为指标

指标选择：

– 少而精的原则;
– 尽量选用客观性强、灵敏度高、精确性好的定量指

标；

– 少用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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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调查内容

调查范围和目标人群

调查方法

调查对象的数量以及选择方法

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

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的组织实施

资料的整理分析方法以及预期结果等等

20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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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的充实

1．确定调查范围和目标人群、调查

对象和观察单位

—划清调查总体的同质范围

• 地点及对象

2．调查方法及调查对象的数量

—确定样本量大小和抽样方法

• 普查（全面调查）；

• 抽样调查；

• 典型调查（案例调查）；

3．搜集资料的方式

—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

• 直接观察法；

• 面对面的口头询问
调查；

• 自填问卷/信访

4．确定调查项目和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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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制定调查的现场组织和实施计划

– 组织动员、分工联系；

– 调查员培训；

– 预试验（预调查）；

– 调查问卷及有关材料的准备；

– 调查资料的检查制度（逻辑检查、计算检
查）；

– 经费预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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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料的整理及分析计划

– 数据的计算机录入和清理

• 录入前资料的检查和编码，录入程序的设计；

• 录入时的质量控制：同一资料的重复录入，逻辑检
查；

• 录入后的抽查：通过简单的统计描述，发现异常值
等。

– 设计分析表和资料的分组

– 分析方法的选择及使用

7．调查研究中偏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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