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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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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口蹄疫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畜口蹄疫紧急流行病学调查的组织准备、初步调查、现场调查、追溯调查、追踪调
查、抽样调查、描述性分析、书面报告等内容及方法。

本文件适应于青海省家畜口蹄疫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63/T 1269  动物疫病监测样品采集、保存及运送技术规范
GB/T 18935   口蹄疫诊断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outbreak investigation

家畜群体内短时间新发病例或病例数超过预期水平时所开展的现场调查、追溯调查、追踪调查和数

据分析等一系列活动。

3.2　

现场调查  site investigation 

发生口蹄疫疫情时，在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进行相关流行病学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工作，调查
的对象包括被选择的养殖场户、屠宰场点、交易场点等，并通过采样进行核实诊断。

3.3　

病例定义 case definition

流行病学调查与监测中，用于确定流行病学单元“发病 ”与否的一套标准。分为个体病例和群体

病例。包括可疑病例、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3.4　

追溯调查 ret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对第一例可疑病例发病前至少 1个潜伏期内，引入疫点的所有易感动物、风险物品、运输工具和人
员进出等进行溯源调查。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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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调查 follow-up investigation 

对第一例可疑病例发病前至少 1个潜伏期内以及疫情发生采取隔离措施前，从疫点输出的易感动物、
相关产品、运载工具以及密切接触人员的去向进行追踪调查。

3.6　

    抽样调查 sampling survey

    从家畜群总体中抽取一定数量的单元组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结果信息来判断总体特征的方法。

3.7　

描述性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

对流行病学调查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整理分析，并描述家畜口蹄疫暴发的时间、空间、群间分布，探

求病因，判断暴发的同源性等。

3.8　

时间分布 temporal distribution

描述口蹄疫暴发过程中家畜新发病例或发病情况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3.9　

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描述口蹄疫暴发过程中家畜新发病例在不同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场户、栋舍、栏舍等空间条件下

的发生情况。

3.10　

群间分布 herd distribution

描述口蹄疫暴发过程中新发病例在以畜种或品种、性别、年龄及不同养殖模式等特定属性划分的家

畜群体内发生情况。

4　组织准备

4.1　人员准备

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接到家畜口蹄疫怀疑发病的报告后，立即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现场调查工作组，开展调查方案的制订、现场勘查和访谈、数据采集和分析、制订采样方案、采集样
品，工作组与地方有关部门间的协调等工作。

4.2　物资准备

开展调查时应必备车辆、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消毒剂、自封袋、标签、记号笔、调查表、检测采样
信息表、食道探杯、手术剪刀和镊子、样品保存管、采血管(10ml)、离心管（2ml、10ml）、采样箱等
调查及采样材料。

5　初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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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部门接到疑似口蹄疫紧急疫情报告后，立即核实信息，组织两名以上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初步调查。根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做出是否发生疑似口蹄疫的初步判断，并在 2小时

内将疫情逐级报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报所在地农业农村兽医主管部门。

5.2　对疑似病例及时采集病料送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进行检测。

5.3　对发病场户实施隔离、监控，禁止家畜及畜产品、饲料及有关物品移动，进行严格消毒等临时处

置措施。

6　现场调查

6.1　调查范围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报告后，立即组织有关专家开展现场调查。调查范围包括:

a) 疫点内发病动物所在的家畜养殖场户、牧场、病畜运载工具、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及野生

动物驯养场或其活动场地等；

b) 由疫点边缘向外延伸 3公里内或新的口蹄疫亚型病毒引发疫情时，疫点边缘向外延伸 5公里的

疫区内家畜养殖场点、活畜交易场点等；

c) 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 10公里或新的口蹄疫亚型病毒引发疫情时，疫区边缘向外延伸 30公里的

受威胁区内家畜养殖场点、活畜交易场点等；

d) 与疫点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威胁区以外的养殖场、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饲料厂等；

e) 周边区域内野生动物生存情况。

6.2　调查内容

根据家畜口蹄疫流行病学特征制作调查问卷表，收集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

a)  疫点养殖场户调查发病动物种类、存栏量、品种、年龄、免疫情况、发病过程及病死数、调
运情况、临床诊断、疫病可能来源、疫病追踪等信息，填写《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见附录 A）；

b)  疫点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调查场点基本概况、临床发病、初步诊断、实验室诊断、发病
动物来源地追溯及风险动物及其产品追踪等信息，填写《家畜口蹄疫活畜交易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见附录 B)和《家畜口蹄疫屠宰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附录 C）；

c)  疫点为动物运输途中调查货主及运输工具基本情况、动物发病现状等填写《家畜口蹄疫运输
途中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附录 D）；

d)  调查疫点家畜与其他野生动物接触情况，完成《家畜口蹄疫易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巡查表》
（见附录 E）；

e) 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易感动物种类、分布、饲养方式及密度、河流、山地、植被等地理环境,
相关口蹄疫病史等情况进行调查。

6.3　核实诊断

利用已收集到的信息，结合疑似病例的临床表现、剖检病变和流行病学资料，对口蹄疫可疑病例进
行实验室诊断，综合分析做出判断。

样品采集、保存及运送按 DB63/T 1269执行。

按 GB/T 18935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4　建立病例定义

按GB/T 1893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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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追溯调查

对第一例口蹄疫疑似病例出现前至少14天内对所有引入疫点的易感动物、相关产品来源及运输工具

进行追溯性调查，分析疫情来源。调查内容包括：

a)  调查疫点家畜饲养、来源、饲料及饮水、运输车辆信息、调入数量、检疫程序，外来人员及本

场人员出入、场点清洗消毒、病死畜处理等情况；

b)  向兽医人员和村级防疫员了解发病场户家畜群的发病时间、数量、疫情可能来源和扩散风险，

以及周边场户家畜的病死情况、无害化处理情况等；

c)  向经纪人了解检疫证出证、家畜来源、数量、健康及发病状况，收购方式，运输路线和途中停

靠地点，运输工具和清洗消毒情况等；

d)  与其他野生动物接触情况；

e)  采样检测按本文件 6.3执行。

8　追踪调查

对第一例疑似病例出现前至少14天内以及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措施前，从疫点售出的家畜及其产品

进行追踪调查,确定疫情传播范围。调查内容包括：

a)  从疫点家畜调往其他家畜养殖场户、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的，调查调入养殖场户家畜发病、

死亡、屠宰场屠宰记录、该批家畜检疫证、无害化处理记录、交易市场内家畜及肉制品去向、运输车辆

信息、粪污及废弃物处理等情况；

b)  调查与疫点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活畜交易场点、农贸市场、屠宰场点、无害化处理场点、家畜贩

运经纪人、饲料兽药企业等；

c)  采样检测按本文件 6.3 执行。

9　抽样调查

9.1　抽样方法

依据随机原则可选择简单随机抽样、多阶段抽样等抽样方法进行概率抽样。

9.2　血清学检测

9.2.1　适用于调查风险区域内家畜群口蹄疫有效免疫抗体保护水平下的抽样调查，评估口蹄疫继续扩

散的可能性，为紧急免疫接种提供参考。

9.2.2　有效免疫抗体合格率样本量计算涉及到预期流行率、置信水平、可接受误差和群体大小四个参

数。预期口蹄疫免疫抗体群合格率根据历史数据确定；预期有效抗体合格率最低临界点为 70%；置信水

平一般定为 95%；可接受误差，即抽样所达到的精确度，是调整样本量大小的主要因素。

9.2.3　抽样群数计算：根据历史口蹄疫免疫抗体群合格率，95%置信水平，按实际条件在可接受误差下

计算出预期免疫抗体群合格率的抽样群数，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F。

9.2.4　抽样样本量计算：根据预期有效免疫抗体合格率最低临界点为 70%，95%置信水平，按实际条件

在可接受误差下计算出样本抽样数，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F。

9.2.5　通过抽样检测，家畜口蹄疫有效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时，在风险区立即开展紧急免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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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病原学检测 

9.3.1　适用于确定受威胁区及相关风险区域内家畜群中不存在口蹄疫病原的抽样调查。

9.3.2　确定样本量的大小涉及预定流行率、置信水平、群体大小和诊断试验敏感性四个参数。

9.3.3　具体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G。

9.3.4　95%置信水平、诊断试验敏感性 100%情况下,不同预定流行率、不同总体大小的具体抽样数

量见附录 H。

9.4　采样检测

按本文件 6.3执行。

10　描述性分析

利用收集到的家畜口蹄疫调查数据，使用 Excel 或 SPSS 等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描述家畜

口蹄疫疫情发生过程的时间、空间和群间分布。综合分析临床、实验室及流行病学特征，从病原、传

播途径和宿主等环节通过数据分析，提出疫源、传播途径等分险因素假设，并进行验证，针对风险因

素提出防控建议。

11　书面报告

根据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信息，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描述家畜口蹄疫流行的总体情况，分析引起
暴发或流行的主要原因，提出控制措施并效果评价，完成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同时，对口蹄疫发病
风险因素的产生条件及发展轨迹、口蹄疫疫情发生的概率、疫情对家畜养殖场户及社会的危害、制定风
险管理措施等完成家畜口蹄疫发生风险分析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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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A.1。

表A.1　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_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签章）                         单位：头、只 

养殖场/户名称 地理坐标 经度_________  ; 纬度_________

地 址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场

场/户主姓名                联系电话 启用时间

易感动物种类 养殖单元（户/舍）数 存栏数

调查原因

调查人员姓名 单位 联系电话

疫点所

在场户

概况

发现首个病例日

期

接到报告日期 调查日期

免疫情况 调运情况          病死情况户名或

畜舍编

号

动物

种类

①

存栏

数②
免疫

数

疫苗

种类

调入

数

检疫

数

检测

数

发病

数③

死亡

数

无害化处

理数
发病单

元(户/

舍)现况

调查

自发病之日起 新发病例数 新增病死数

第 1日（月   日 ）

第 2日（月   日 ）

第 3日（月 日 ）

第 4日（月 日 ）

第 5日（月 日 ）

第 6日（月 日 ）

第 7日（月 日 ）

第 8日（月 日 ）

第 9日（月 日 ）

疫点发

病过程

第 10日（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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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

初步诊断

（请附照

片）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初步诊断结果：                                       诊断人员：

                                                 诊断日期：

样品类型 数量
采样

时间
送样单位 检测单位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诊

诊

断

情

况

实验室诊

断及结果

疑似诊断 确诊结果

村/场名称 最初发病时间 存栏数 发病数 死亡数 传播途径疫

疫

情

传

播

情

况

周边易感野生动物分布及发病情况

养殖场户

布局图或

现场照片

（布局图由调查人员手绘或养殖场户提供）

疫区 受威胁区 全 县
易感动

物名称 养殖场/户

数

存栏数(万头

/只)

养殖场/户

数

存栏量(万

头/只)

养殖场/户

数

存栏量(万头

/只)
疫点所在

县（市、区）

易感动物

生产信息

可能来源途径 详细信息

家畜引进情况（种类、年龄、数量、

用途和相关时间、地点等）

易感动物产品购进情况

饲料及饮用水源

本场/户人员到过其他养殖场/户或

活畜交易场点情况

疫病可能

来源调查

（追溯）

配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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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家畜口蹄疫养殖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放牧情况

营销人员、兽医及其他相关人员到

过本场/户情况

外来车辆进入或本场车辆外出情况

与野生动物接触过情况

初步调查结论

家畜调出情况（数量、用途及相关

时间、地点等）

易感动物产品调出情况

病死动物、粪便、垫料、废弃物等

运出或无害化处理情况

公共牧场放牧情况

本场/户人员外出,与易感动物接触

情况

兽医诊疗人员等外来人员走动情况

与野生动物接触过情况

疫病可能

扩散范围

调查（追踪）

初步调查结论

注 1：本表由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在实施扑杀等处理措施前针对发病或感染场户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时填写。

注 2：为多种动物共患病的，需填写所有易感动物的相关数据。

注 3：本表述及的单元（流行病学单元）是指处在同一环境、感染某种病原可能性相同的一群动物。如处在

同一个封闭圈舍内的动物，或同一个场内（开放式圈舍）的动物，或某个村内饲养的所有易感动物，

或者是使用同一个公共设施的一群动物（如水源、公共挤奶站等），均可称其为一个流行病学

单元。

注 4：表中①同一单元同时存在多种动物的，分行填写；②存栏数指发病前的存栏数；③发病数指出现该病

临床症状或实验室检测为阳性的动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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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家畜口蹄疫活畜交易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口蹄疫活畜交易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家畜口蹄疫活畜交易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C _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签章）                         单位：头D _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签章）                         单位：头
_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签章）                              

场点名称 地理坐标 经度_______ ;纬度________

市场类型：□A.农贸市场  □B.活畜交易市场 □.活畜交易点

地址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场）

受调查人类型 受调查人姓名
市场概况

联系电话 启用时间

调查原因

调查人员姓名 调查人员单位

联系电话 调查日期

调查简要

信息

发现首个病例日期 接到报告日期

所经营动物及其产品

种类
经营/批发户数（户）

日均交易数量

(头/只)

主要来源地（经纪人、养殖

场、屠宰场）
市场经营

概况

同群家畜数 发病数 死亡数
无害化处理数量

（附照片）

现况

调查

（单位：

（头/

只））

初步

诊断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初步诊断结果：                                            诊断人员：   

                                        诊断日期：

样品

类型
数量

采样

时间
送样单位 检测单位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实验室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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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家畜口蹄疫活畜交易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疫点地理位置(注明疫点所在地的地

理环境特点，如靠近山脉、河流、公

路等。)

经营户姓名 动物种类 数量（头/只） 检疫证书号 来源地

发病动物来源地

追溯

出售/调运情况 日期 详细信息

风险动物及其产品

追踪

注 1：本表由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在实施扑杀等处理措施前针对发病或感染场点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时填写。

注 2：为多种动物共患病的，需填写所有易感动物的相关数据。

  注 3：表中①同群数是指与发病动物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动物数；②发病数是指出现该病临床症状的动物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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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家畜口蹄疫屠宰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口蹄疫屠宰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C.1。

表 C.1  家畜口蹄疫屠宰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签章）

场点名称 地理坐标 经度______;纬度______

地址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场）

受访人身份 受访人姓名

联系电话 启用时间

屠宰场/

点概况

屠宰动物种类 日均屠宰量

调查原因

调查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调查人员单位 接到报告日期

调查简

要信息

发现首个病例日期 调查日期

动物种类 同群数 发病数 死亡数
动物发

病死亡

情况

初步

诊断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初步诊断结果：                                          诊断人员：   

                                                        诊断日期：

样品类型 数量 采样时间 送样单位 检测单位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结果

实验室

诊断及

结果

疑似诊断 确诊结果

疫区 受威胁区 全县
易感动

物名称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疫点所

在县（市、

区）畜

牧业生

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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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家畜口蹄疫屠宰场点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屠宰场

基本情

况

日屠宰量（附生产交易记录、检疫记录照片）

家畜来源(可多选)：□A.自己收购 □B.经纪人送货 □C.养殖场户送 □D.自养 □E.代宰

如果有经纪人送货,经纪人数量为_________人；经纪人是否固定: □A.是 □B.否

通过经纪人送货屠宰的家畜占全场屠宰量的比例_________%；

检疫情况:□A.进行检疫   □B.不检疫

免疫情况:□A.未进行免疫  □B.免疫情况不详 □C.进行了免疫，疫苗种类：   

运输车辆牌照号 检疫证书号 动物来源地 动物肉制品及产品去向

动物来

源追溯

初步结论

可能事件 详细信息

病毒污染肉制品去向（请写流向的市场

摊位名称或者经手经纪人联系方式）

病毒污染肉制品如何处置

发病及同群动物如何处置

发病及同群动物产品去向（写明流向的

交易市场、经手的纪人联系方式或养殖

场名称）

其他（如污水排放去向）

追踪

情况

初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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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家畜口蹄疫运输途中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口蹄疫运输途中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D.1。

表 D.1  家畜口蹄疫运输途中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

_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签章）

疫点所在地址 省        县（市、区）             乡（镇）         村      
疫点概况

地理坐标 经度：                     纬度：

货主姓名 从业时间 电话

联系地址 省          县（市、区）            乡（镇）

货主及运输

工具基本情

况 运输工具 车牌号

调查原因

调查人员姓名 单 位

联系电话 接到报告日期

调查简

要信息

发现首个病例日期 调查日期

动物种类 牛 羊 猪 其他:

来源地

启运地

检疫证书号

启运时间

启运时数量

截至调查时发病数

家畜发病

现况调查

截止调查时死亡数

初步诊断

临床症状：

病理变化：

初步诊断结果：                                       诊断人员：   

                                诊断日期：

样品类型 数量 采样时间 送样单位 检测单位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实验室

诊断

疑似诊断 确诊结果

疫区 受威胁区 全县疫点所

在县（市、

区）畜

牧业生

产信息

易感动

物名称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养殖场/

户数
存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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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家畜口蹄疫运输途中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疫点所在地

及周边地理

特征

（请在县级行政区域图上标出疫点所在地位置；注明周边地理环境特点，如靠近山脉、河流、公

路等。）

可能事件 详细信息

途中经停地点

途中病死动物处理情况
追踪调查

初步结论

疫点处置情况

疫区防控措施

受威胁区防控措施
应急处置措

施
其他措施（如向经停地点所在

县通报疫情情况等）

注：本表由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疫情报告后，在实施扑杀等处理措施前针对家畜及其他易感动物

运输途中发病或感染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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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家畜口蹄疫易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巡查表

《家畜口蹄疫易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巡查表》见表F.1。

表E.1  家畜口蹄疫易感野生动物流行病学巡查表                                                         

采样单位（盖章）:                                             巡查日期：    年     月     日

巡查地点 县（市、区）         乡（镇）          街（村）         场

巡查人姓名 联系方式

发病死亡情况单位(头/只) 检测样品种类及数量（头份）

血液样品 组织样品
易感野生动

物种类 生存情况
发病数

动物死亡数
无害化

处理数
种类 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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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掌握口蹄疫有效免疫抗体合格率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F.1　无限群抽样数量计算

群内个体数量大,对抽样数量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时,计算合格率所需抽样数量见公(F.1):

                                                  ……………………………………(F.1)

式中: 

p——预期抗体合格率;

z——来自标准正态分布 1-α/2 百分位点。对于每一个置信水平,都有一个相应的 z 值。生物

学研究中,常用的置信水平为 90%、95%、99%,其对应的 z 值分别是 1.64、1.96、2.58,也可以选择其他
不同的置信水平,其对应的 z 值可通过查表获得;

e——可接受的最大绝对误差。

F.2　有限群抽样数量的校正

群内个体数量较少时,在计算出相同条件下无限群抽样数量的基础上,根据目标群内个体数量对所

需抽样数量进行校正,校正见公式(F.2):

                                        ……………………………………..(F.2)

式中: 

n ——无限群的抽样数量;

N ——目标群内的个体数。

一般当 n 与 N 之比大于等于 5%时,即抽样比大于等于 5%时,运用上述公式进行校正。

 
e

zpp
n

2

2
1 



N

n

n
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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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证明无口蹄疫或发现口蹄疫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G.1　当风险区域内流行病学单元数量不大时，样本量计算见公式(G.1):                       

                                ................. (G.1)

式中：

n——抽样个数;
    CL ——置信水平;

D ——群中的阳性动物数,等于群内个体数与预定流行率的乘积,即 D=N×p；
N ——群内个体数。

G.2　检测到真正患病动物,考虑检测方法敏感性Se时的计算见公式(G.2)

                              …………….(G.2)

式中: 
Se——检测方法的敏感性;
n——抽样个数;
CL ——置信水平;
D ——群中的阳性动物数等于群内个体数与预定流行率的乘积,即 D=N×p；
N ——群内个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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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证明无口蹄疫或发现口蹄疫的抽样数量表

95%置信水平、诊断试验敏感性 100%情况下,不同预定流行率、不同总体的抽样数量。

预定流行率(%)
群大小

0.

1

0.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4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20 20 20 20 20 20 20 19 18 17 17 16 15 14 14 13 13 12 11 11 11 10 10 9 8 8 7 5 4 3 3 2 2

25 25 25 25 25 25 24 23 21 20 1 18 17 16 15 14 14 13 12 12 11 11 10 10 9 9 7 5 4 3 3 2 2

30 30 30 30 30 29 27 26 24 22 21 20 18 17 16 15 14 14 13 12 12 11 11 10 9 9 7 5 4 3 3 2 2

35 35 35 35 35 33 31 28 26 24 22 21 19 18 17 16 15 14 14 13 12 12 11 10 9 9 8 5 4 3 3 2 2

40 40 40 40 39 37 34 31 28 26 24 2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3 12 12 10 10 9 8 6 4 3 3 2 2

45 45 45 45 42 40 36 33 30 27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4 13 12 12 11 10 9 8 6 4 3 3 2 2

50 50 50 50 48 43 38 34 31 28 26 23 22 20 19 17 16 15 15 14 13 12 12 11 10 9 8 6 4 3 3 2 2

55 55 55 55 51 46 40 36 32 29 26 24 2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60 60 60 60 55 48 42 37 33 30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65 65 65 65 58 51 44 38 34 30 28 25 23 21 20 18 17 61 15 14 13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70 70 70 69 62 53 45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4 31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75 75 75 74 65 55 47 41 36 32 28 26 24 22 20 19 17 16 15 14 41 13 21 11 10 10 8 6 4 3 3 2 2

80 80 80 78 67 57 48 41 36 32 29 26 24 22 20 19 18 16 15 15 14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85 85 85 83 70 58 49 42 37 33 29 26 24 22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90 90 90 87 73 60 50 43 37 33 30 27 24 22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10 8 6 4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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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1（续）

预定流行率(%)群大

小 0.

1

0.

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4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95 95 95 91 75 61 51 44 38 33 30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3 11 10 10 8 6 4 3 3 2 2

100 10

0

10

0

95 77 63 52 44 38 34 30 27 25 52

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3 11 10 10 8 6 4 3 3 2 2

120 12

0

11

9

110 85 67 55 46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3 12 10 10 8 6 4 3 3 2 2

140 14

0

13

8

123 91 71 57 48 41 36 32 28 26 23 22 20 19 17 16 15 14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60 16

0

15

6

135 97 73 59 49 42 36 32 29 26 24 22 20 19 17 16 15 14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80 18

0

17

4

146 10

1

76 60 50 42 37 33 29 26 24 22 20 19 18 16 15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00 20

0

19

0

155 10

5

78 61 51 43 37 33 29 27 24 22 20 19 18 16 15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40 24

0

22

0

171 11

1

81 63 52 44 38 33 30 27 24 22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80 28

0

24

7

183 11

5

83 65 53 44 38 34 30 27 25 22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00 30

0

25

9

189 11

7

84 65 53 45 39 34 30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40 34

0

28

1

198 12

0

85 66 54 45 39 34 30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80 38

0

30

1

206 12

3

87 67 54 45 39 34 30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00 40

0

31

0

210 12

4

87 67 54 46 39 34 31 27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40 44

0

32

7

216 12

6

88 68 55 46 39 35 31 28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80 47

9

34

2

222 12

8

89 68 55 46 40 35 31 28 25 23 21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500 49

9

34

9

224 12

8

89 68 55 46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540 53

8

36

1

229 13

0

90 69 55 46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580 57

7

37

3

233 13

1

90 69 56 46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600 59

6

37

8

235 13

1

91 69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640 63

4

38

8

238 13

2

91 69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680 67

2

39

8

241 13

3

92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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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流行率(%)群大

小 0.1 0.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4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700 690 402 243 134 92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740 727 410 245 134 92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780 763 417 248 135 92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800 718 421 249 135 93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840 861 428 251 136 93 70 56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880 851 434 253 136 93 70 57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900 868 437 254 137 93 70 57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940 901 442 255 137 93 71 57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980 934 447 257 138 94 71 57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000 950 450 258 138 94 71 57 47 40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200 1101 471 264 139 94 71 57 47 41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400 1235 486 268 141 95 71 57 48 41 35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600 1345 499 272 142 95 72 57 48 41 36 31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800 1459 508 257 142 96 72 57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000 1552 517 277 143 96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200 1636 523 279 143 96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400 1711 592 280 144 96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600 1778 534 282 144 97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2800 1839 538 283 144 97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000 1894 542 284 145 97 72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200 1954 545 285 145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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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1（续）

预定流行率(%)群大

小 0.1 0.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2 24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3400 1991 584 285 145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600 2033 551 286 145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3800 2072 553 287 145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000 2108 555 287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200 2141 557 288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400 2172 559 288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600 2201 560 289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4800 2228 562 289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5000 2253 563 289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5500 2309 566 290 146 97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6000 2357 569 291 146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6500 2399 571 291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7000 2436 573 292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7500 2469 574 292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8000 2498 576 293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8500 2524 577 293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9000 2547 578 293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9500 2568 579 293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10000 2587 580 294 147 98 73 58 48 41 36 32 28 25 23 21 20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8 6 4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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