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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病学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

1 、提出研究目的
2 、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研究内容
3 、选择研究方法
4 、按照研究方法确定研究对象
 目标人群：研究结果能够适用或推论到的人群。
 源人群：目标人群中适合研究的人群，或者说能够
产生合格的研究对象的人群。

 研究对象：来自源人群的直接用于研究的个体。
5 、结合研究内容设计调查表格
6 、控制调查过程保证研究质量
7 、理出分析思路得出正确结论



二、描述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又称描述性流行病学，是将专门
调查或常规记录所获得的资料，按照不同地
区、不同时间和不同人群特征分组，以展现
该人群中疾病或健康状况分布特点的一种观
察性研究。

专门调查：现况调查、生态学研究、个案调
查、暴发调查等

常规记录：死亡报告、出生登记、出生缺陷
监测、疾病监测等



现况调查（ Prevalence survey
 ）

一、概念

在某一特定时点或时期对某一定范围的人群
，以个人为单位收集和描述人群的特征以及
疾病或健康状态的分布。

又称现况研究、横断面研究（ cross-
sectional study ）、患病率研究、现患研究
。



二、用途

1 、为病因研究提供线索

2 、评价防制措施的效果 

3 、早期发现病人

4 、确定机体某项指标的正常值范围

5 、了解疾病和健康的分布，为防治工作提供
依据。



三、种类

普查（（ censuscensus ））

抽样调查（（ sampling surveysampling survey ））



四、普查（（ censuscensus ））

1 、概念：

普查是指在特定的时点或时期、特定范围内
的全部人群均为研究对象的调查。

2 、目的

早期发现和诊断病人。

了解疾病或健康状况的分布。



3 、优点

能发现普查人群中全部病例，并给予及时的
治疗

能对该地区某病的全貌有一个了解

通过普查可进行一次广泛的医学科普宣传



4 、局限性

不适于患病率低和检查方法复杂的疾病调查

普查对象多，难免漏诊、误诊

工作量大，很难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5 、应用条件

普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早期发现病例并给
予及时治疗。

普查的疾病最好是患病率比较高的，以便短
时间内调查能得到足够的病例。

普查应具备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且易于在现
场实施的检验或检查的方法。  

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进行普查
。



五、抽样调查（ sampling surve
y ）

1 、概念

按照一定比例从总体中随机抽取有代表性的
一部分人进行调查，以样本统计量估计总体
参数称为抽样调查。



2 、优点  
用样本来代表和说明总体
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
调查的精确度高

3 、局限性  
非全面的调查方法
设计、实施与资料分析比较复杂
不适用于变异过大的材料和患病率太低的疾
病



4 、抽样方法

单纯随机抽样：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

系统抽样

分层抽样

整群抽样

多级抽样

抽样误差：

整群抽样＞单纯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
样



4 、样本含量

 预期的现患率 P ： P越接近 50% ，样本量越小
。

允许误差 d ： d越大，所需的样本越小。

分类变量样本含量的估计

q=1-p

例：某地欲了解 50岁以上人口中高血压病的患病情
况，估计该人口的患病率为 25% ，设 =0.05 ，
允许误差 d=0.1p ，则样本含量为

N=1.962*pq/0.01p2≈400q/p=400×0.75/0.25=1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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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变量样本含量的估计

例：拟用抽样调查了解某地健康成人白细胞计数的
平均水平，希望误差不超过 100/mm3.已知健康
成年人白细胞计数的标准差为 1000 100/mm3.如
 =0.05 ，则需调查多少人？

N= （ 1.96×1000 ） 2/1002=38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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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况调查   普查    抽样调查

2. 下列哪项不属于普查的优点（）

A.能发现普查人群中全部病例 B.能对该地区某病的
全貌有一个了解 C.通过普查可进行一次广泛的医学
科普宣传 D.能早发现、早诊断患者，使其得到及时
治疗 E. 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

3. 下列哪项不是抽样调查的特点（）

A.应具备灵敏度高、特异性强且易于在现场实施的检
验或检查的方法 B. 精确度高  C. 非全面的调查方
法

D.设计、实施与资料分析比较复杂

E.不适用于变异过大的材料和患病率太低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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