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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组织准备、调查范围、问卷调查、流行病学监测、数
据分析、风险分析等内容及方法。

本文件适应于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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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646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
DB63/T 1269  动物疫病监测样品采集、保存及运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行病学调查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通过询问、信访、问卷填写、现场查看、测量和检测等多种手段，全面系统地收集与动物布鲁氏菌

病感染有关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基于综合分析得出合乎逻辑的病因结论或病因假设的线索，提出布鲁氏

菌病防控策略和措施建议的行为。

3.2　

调查问卷  questionnaire 

采用问卷形式了解调查点内家畜养殖、疫苗接种、疫病防控、疫情处置、调运检疫等情况，为决定

如何控制畜间布鲁氏菌病而进行的流行病学信息收集。

3.3　

流行病学监测  epidemiological surveillance

系统地、不间断地收集、整理和分析监测数据，把通过分析获得的信息在不同范围内发送和公布，

相关部门根据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控制畜间布鲁氏菌病的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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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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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抽样框  sampling frame

抽样前，为便于抽样工作的组织，在可能条件下编制的用来进行抽样的记录或表明总体所有抽样单

元的列表。

3.6　

样本 sample

按照一定程序从总体中抽取的多个个体或抽样单元，是总体的一部分。

3.7　

预期流行率 expected prevalence

掌握总体中的流行率、抗体合格率等有关比例特征时的样本量计算指标，是根据以往的监测调查数

据、疫病特征等因素对总体有关比例特征的预估。

3.8　

置信水平 confidence level

又称置信度、可信度，是总体参数值落在样本统计值某一区间内的可能性。

3.9　

可接受误差 acceptable error

即抽样所达到的精确度，是调整样本量大小的主要因素。

3.10　

预定流行率 design prevalence

证明无疫或发现疫病时的阈值，根据畜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征、专家观点、经验以及可接受的

动物卫生保护水平等确定。

3.11　

流行率 prevalence

描述疫病存在情况的指标，又称患病率，是指特定时刻或时段，家畜群体中布鲁氏菌病感染病例所
占的比例。

3.12　

发病风险  onset rist

特定时间内家畜布鲁氏菌病新发病例数与风险畜群家畜数量的比例。

3.13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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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畜间发生布鲁氏菌病风险因素为研究对象，说明每种风险因素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评估由
每种风险因素导致的可能布鲁氏菌病疫情对辖区家畜养殖业产生的损害概率与程度。

3.14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依据布鲁氏菌病发生危害识别和风险评估得到的结论，制定风险管理方案并付诸实施的过程。

3.15　

风险交流 risk sharing communication

在风险分析期间，风险分析人员和相关利益方对风险信息和分析结果，进行信息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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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防护用品、垃圾袋、自封袋、标签和记号笔、调查表、采样登记
表、真空采血管或 10ml-20ml 注射器、采样箱等调查及采样材料。

5　调查范围

5.1　种畜场、奶畜场、规模饲养场、散养户、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

5.2　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无害化处理场点、公路检查站、动物指定通道、运输车辆等流通环节。

5.3　区域内布鲁氏菌病易感野生动物。

6　调查问卷

根据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特征制作调查问卷表，以问卷形式收集部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包括
以下调查内容：

a)  养殖场户在一定时间段内家畜布鲁氏菌病感染临床发病、死亡、母畜空怀和流产、病死畜无
害化处理、免疫、监测、检疫等信息；

b) 家畜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等环节布鲁氏菌病临床发病、检疫、检测、无害化处理、环境
卫生等信息；

c)  按照附录 A、附录 B、附录 C要求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

7　流行病学监测

7.1　建立病例定义

按GB/T 18646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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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确定抽样框

家畜种畜场、奶畜场、规模饲养场、散养户、活畜交易场点、屠宰场点以及与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
相关联的其他环节家畜群。

7.3　抽样方法

依据随机原则，按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目的、调查范围及家畜群规模大小等，可选择简

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阶段抽样、以风险为基础的抽样等概率抽样方法。

7.4　样本量的计算 

7.4.1　掌握流行率的样本量计算

7.4.1.1　适用于家畜群特定时段内布鲁氏菌病感染状况指标的抽样。

7.4.1.2　估计比例的样本量计算涉及到的预期流行率、置信水平、可接受误差和群体大小四个参数。

7.4.1.3　预期流行率根据历史数据确定；置信水平一般定为 95%；可接受误差，抽样公式中误差值不

能大于预期流行率；群内数量较大时，随着个体数的增多，抽样数量趋于恒定。

7.4.1.4　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D。

7.4.1.5　总体较大时，95%置信水平条件下，不同预期流行率、不同可接受误差的具体抽样数量见附录

E。

7.4.2　证明无疫或发现疫病样本量计算

7.4.2.1　适用于证明家畜群无布鲁氏菌病感染或发现布鲁氏菌病为目的抽样。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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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3　具体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F。

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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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7.4.3　比较比例的样本量计算

7.4.3.1　适用于比较不同区域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率、抗体合格率或比较不同疫苗免疫效果等是否有

差异的抽样。

7.4.3.2　计算样本量时,需要考虑所比较群体中的比例、置信水平和效度,具体样本量计算公式见附录 

H。

7.4.3.3　不同置信水平、不同效度、不同比例之差的具体抽样数量见附录 I。

7.5　样品的采集、运输与保存

按 DB63/T 1269执行。

7.6　样品检测

按 GB/T 18646规定的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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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数据分析

利用收集到的家畜布鲁氏菌病调查数据，使用 Excel 或 SPSS 等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描述

家畜布鲁氏菌病发生过程的时间、空间和群间分布。仔细审核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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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9　风险分析

9.1　风险评估

从家畜布鲁氏菌病发生历史和地理分布状况，分析包括野牦牛、岩羊等易感野生动物分布状况，家
畜及其产品流通状况，人类活动，饲养方式，公共服务管理水平等本辖区影响畜间布鲁氏菌病发生的主
要风险因素和传入本辖区的可能途径。掌握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率和发病风险，科学判断家畜布鲁氏菌
病发生风险和流行趋势。同时，布鲁氏菌病发生对家畜养殖业、农牧业经济、 环境生态、公共卫生后
果及对家畜及其产品流通等影响进行后果评估。

9.2　风险管理

制定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措施、建立预警系统和监测系统、落实扑杀补偿制度、建立实施无疫小区
计划、恢复生产等风险管理措施和决策。

9.3　风险交流

风险交流贯穿于整个风险分析期间，风险评估结果和风险管理措施应从家畜养殖场户到政府部门得
到充分的讨论和认可。并及时将收集到的风险信息及意见、风险评估的结果、风险管理的措施等，向相
关政府部门和家畜养殖场户进行通报。

10　书面报告

10.1　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应填写流行病学调查表，对调查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整理、描述家畜布鲁氏菌
病流行的总体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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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风险分析评估报告

结合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对布鲁氏菌病发病风险因素的产生条件及发展轨迹、布鲁
氏菌病疫情发生的概率、疫情对家畜养殖场户及社会的危害以及制定风险管理措施等完成家畜布鲁氏菌
病发生风险分析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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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家畜布鲁氏菌病养殖环节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布鲁氏菌病养殖环节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A.1。

表A.1　家畜布鲁氏菌病养殖环节流行病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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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养户姓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规模养殖类型及畜种： □A种畜场 □B奶畜场  □C规模饲养场  □D合作社 畜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规模养殖场名称

调查场户地址 ________县(市、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乡(镇、街道)______________________场/村

1.养殖卫生等状况

养殖种类
□A种牛□B种羊□C种猪□D奶牛□E其他畜（□牦牛□肉牛□山羊□绵羊□猪  □犬□其他；                       ）

是否有混养： □否 □是；混养动物有 ：□A.牛 □B.羊 □C.猪 □D.犬 □E.其他，列出:____

饲养方式□A圈养  □B放养  □C圈养+放养  □D与其他牛羊群公用牧场

配种情况□A调入种畜配种 □B自然交配户数:___ 户 □C人工授精户数：___ 户，是否使用一次输精枪：□是□否

动物来源

 □A.自繁自养 □B.从外购入 □C.自繁+外购 ;家畜调入调出是否报检:□否 □是

省内主要调运地区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省外主要调运省份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购入混群前，是否进行隔离观察：□A.是 □B.否 ；购入家畜是否进行布病检测：□A.是 □B.否

通过指定通道入境：□A.是 □B.否；是否用备案车辆运输：□A.是 □B.否。

消毒情况 □A定期消毒 （___次/年）  □B不消毒

产犊(羔)前/后，是否对产仔畜场地进行消毒：□是  □否产房 □A 独立产房 □B 无独立产房，特定圈舍 □C 无区分

粪便污水处理及排放 粪便堆放在：□A.场区或院内  □B.圈舍内  □C.场区或院外

污水蓄积在：□A.圈舍内  □B.场或院内  □C.场或院外  □D.随意流淌

粪便处理：□A.直接用作肥料  □B.发酵后用作肥料

病死畜尸体处理情况 □A.直接掩埋 □B.无害化处理后掩埋 □C.出售  □D.自己食用或出售其肉品

胎盘及流产胎儿处理 □A无害化处理 □B烹饪食用  □C供其他动物食用  □D丢弃

养殖场防疫屏障 □A养殖场相对独立  □B有门禁、消毒设施  □C进场消毒、换胶靴 

是否开展预防性灭蚊蝇、灭鼠工作： □A 是  □B 否

散养户周围是否建有围墙、网围栏等物理屏障：□A 是  □B 否;实行人畜分离：□A 是  □B 否

养殖场户饲养员是否开展定期健康检查：□A 是  □B 否

生物安全

是否限制外来人员进入养殖场/圈舍（包括生活区）：□A 是  □B 否；

是否对进入圈舍的外来人员提供一次性鞋套或干净的鞋靴：□A 是  □B 否；

是否对进入圈舍的外来人员进行鞋靴消毒：□A 是  □B 否；

是否限制外来车辆进入养殖场： □A 是  □B 否，若允许进入，是否对车辆进行入场前消毒：□是 □否

2.家畜存栏及免疫情况（单位：头、只）

动物种类 种用、乳用动物           其他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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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家畜布鲁氏菌病养殖环节流行病学调查表(续)

种牛 种羊 奶牛 牛 羊

存栏数

免疫数

/犬 饲养方式：□拴养，数量 _______ 条；  □散养，数量_______条 

3.本年度家畜临床发病情况（单位：群、头、只）（时间是发病的月份；发病数、死亡数是绝对数，不是 %）

动物种类 疫情起数 发病时间 发病群数 发病数 死亡数 无害化处理数 无害化处理方式

牛

羊

猪

犬

4.流行病学调查诊断依据  □临床症状；□病例变化；□实验室监测

5.对母畜生产的影响情况（单位：群、头、只）

动物种类 母畜群数 母畜数 空怀群数 空怀数 流产群数 流产数

牛

羊种母畜

猪

奶牛

牛

羊其他母畜

猪

6.监测情况（检测数包括省、州（市）及各县（市、区）开展的抽检数）（单位：个、户、头份）

免疫情况 □是  □否        疫苗名称：                         最近免疫时间：

动物种类 种牛 其他牛 奶牛 种羊 其他羊 种猪 其他生猪 犬

监测群数

阳性群数

检测数
抗体检测

阳性数

监测群数

阳性群数

检测数
病原检测

阳性数

7.周边养殖环境（包括养殖场、屠宰场、活畜交易市场等）

8.自然免疫屏障（高山、河流等）

9.周边野生动物生存情况（包括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易感野生动物发病/死亡以及尸体处理、易感死亡野生动物是

否诊断以及诊断方法和结果等情况）

注 1：本表由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开展家畜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时填写，

注 2：此表调查以家畜养殖场户为单位。



DB63/ XXXXX—XXXX

8

B B

附　录　B

（规范性）

家畜布鲁氏菌病活畜交易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布鲁氏菌病活畜交易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B.1。

表B.1　家畜布鲁氏菌病活畜交易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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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签章）                              

场点名

称

地

址

______县（市、区）______________镇（乡）

____________村调查人 联系方式 调查日期

市场牛羊来

源

□A本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县（市区）；□B外地：______________

省（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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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情况（检测数包括省、州（市）及各县（市、区）开展的抽检数）（单位：个、户、头

份）免疫情况  □A否  □B是   疫苗类型：                         最近免疫时间：

□是  □否        疫苗名称：                         最近免疫时

间：

动物种类 种牛 其他牛 奶牛 种羊 其他羊 种猪 其他猪 犬

监测群数

阳性群数

检测数

抗

抗

体

检

测

阳性数

监测群数

阳性群数

检测数

病

病

原

检

测 阳性数

交易售出地 □A本地：_______县（市区）；□B外地：______省（自治区）_______县（市

区）

家畜日均交易

量

羊_______只，交易羊的类型（可多选）：□A.绵羊  □B.山羊 □C.种公羊  □

D母羊 □E.育成屠宰羊  □F.育肥羊 □G.羔羊

牛______头，交易牛的类型（可多选）：□A.牦牛  □B.黄牛  □C.种公牛 □

母牛 □E.育成屠宰牛  □F.育肥牛 □G.犊牛

生猪______头，交易生猪的类型（可多选）：□A种猪  □B.育肥猪  □C.成

年猪 □母猪 □E.育成屠宰猪  □F.仔猪
其他动物交易 □A. 无□B. 有，包括（可多选）：□A.牛 □B.羊 □C.猪 D.犬□D.其他，列

出：______场内未销售的家

畜

□A.市场内过夜□B.贩运人自行运出□C.前述两种情况均存在,场内滞留时间：

_____ 天。进出车辆消毒情

况

进出车辆是否消毒：□A.是 □B.否  谁负责消毒：□A.市场管理方 □B.贩运

户市场内消毒情况 市场内是否有清洗消毒制度：□A.有□B.无。负责消毒方：□A.市场管理方  □

B.贩运户管理情况 是否有专人记录活畜入场或出场情况：□A.有  □B.无

市场家畜死亡处

理

是否进行无害化处理:□A.是 □B.否  无害化处理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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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家畜布鲁氏菌病屠宰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

《家畜布鲁氏菌病屠宰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见表 C.1。

表 C.1  家畜布鲁氏菌病屠宰场点流行病学调查表

______县（市、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签章）

屠宰场点名
称

                              屠宰畜种:□A.牛 □B.羊 □C.猪 D.其他，列出：
______地址 ______  县（市、区）___________________镇（乡）__________________村

调查人 联 系 方
式

调查日期

屠宰场家畜
来源及检疫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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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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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情况（检测数包括省、州（市）及各县（市、区）开展的抽检数）（单位：个、户、头份）

免疫情况  □A是  □B否    疫苗名称：                         最近免疫时间：

□是  □否        疫苗名称：                         最近免疫时间：动物种类 种牛 奶牛 其他牛 种羊 其他羊 种猪 其他猪 犬

监测群
数阳性群
数检测数

抗
抗
体
检
测 阳性数

监测群
数阳性群
数检测数

病
病
原
检
测 阳性数

交易售出地 □本地：_______县（市区）；□外地：______省（自治区）_______县（市区）

家畜日均屠
宰情况

日屠宰量:牛____头，羊_____只，生猪_____头。是否当天屠宰？□A.是 □B.否  
如果选“否”，如何处置当天未屠宰的家畜？□A.屠宰场内过夜；□B.贩运人自
行运出 □C.前述情况均存在

待宰家畜在场内待宰时间:平均_____小时,最短_____小时,最长_____小时

生物安全管
理

场内是否有清洗消毒制度：□A.有 □B.无； 消毒药提供方:□A.屠宰场方 □B.政
府部门

进出车辆是否消毒：□A.是 □B.否  若选“是”，谁负责消毒：□A.屠宰场 □
B.贩运户

现场查验判断车辆离场清洗消毒措施是否有效执行:□A.是 □B.否

是否有专人记录牛羊出入场：□A.是 □B.否
待宰家畜死
亡处理

是否进行无害化处理:□A.是 □B.否  无害化处理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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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掌握流行率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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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流行率所需抽样数量见公(D.1):

                                                

················(D.1)

式中: 

p——预期流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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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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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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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资料性）

掌握流行率的抽样数量表

表 E.1  置信水平为 95%时,总体较大时抽样数量

可接受误差
预期流行率

0.1 0.09 0.08 0.07 0.06 0.05 0.04 0.03 0.02 0.01

0.01 381

0.02 189 753

0.03 125 280 1117

0.04 93 164 369 1474

0.05 73 114 203 456 1825

0.06 61 87 136 241 542 2162

0.07 52 70 101 157 278 625 2495

0.08 45 58 79 114 177 315 707 2820

0.09 39 50 65 88 126 197 350 786 3137

0.10 35 43 54 71 96 138 216 384 864 3457

0.15 49 60 77 100 136 196 306 544 1225 4898

0.20 61 76 96 125 171 246 384 683 1537 6147

0.25 72 89 113 147 200 288 450 800 1801 7203

0.30 81 100 126 165 224 323 504 896 2017 8067

0.35 87 108 137 178 243 350 546 971 2185 8740

0.40 92 114 144 188 256 369 576 1024 2305 9220

0.45 95 117 149 194 264 380 594 1056 2377 9508

0.50 96 119 150 196 267 384 600 1067 2401 9604

0.55 95 117 149 194 264 380 594 1056 2377 9508

0.60 92 114 144 188 256 369 576 1024 2305 9220

0.65 87 108 137 178 243 350 546 971 2185 8740

0.70 81 100 126 165 224 323 504 896 2017 8067

0.75 72 89 113 147 200 288 450 800 1801 7203

0.80 61 76 96 125 171 246 384 683 1537 6147

0.85 49 60 77 100 136 196 306 544 1225 4898

0.90 35 43 54 71 96 138 216 384 864 3457

0.95 73 114 203 456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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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证明无疫或发现疫病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F.1　当调查群体为有限群时,证明无疫或发现疫病的样本量计算见公式(F.1):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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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检测到真正患病动物,考虑检测方法敏感性时的计算见公式(F.2)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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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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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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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证明无疫的抽样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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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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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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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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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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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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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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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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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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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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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比较比例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比较比例是否有差异所需样本量的近似计算见公式(H.1):

                                  

···········(H.1)

式中: 

n——每个群所需要的抽样数量;

Z ——标准正态分布的 1-a/2 百分位值,是置信水平为 1-α 时所对应的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值,

Z0.05=1.96(注:该值适用于双侧检验或者双侧置信区间);

Zβ ——与检验效度(把握度)1-β 有关的标准正态分布的(1-β)百分位值;

p 1——群体1 的预期流行率

p 2——群体2 的预期流行率

P——群体1和群体2两个预期流行率的平均值:(p 1 +p 2 )/2

q=1-p

q 1 =1-p 1

q 2 =1-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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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比较两样本比例所需样本含量

《比较两样本比例所需样本含量》见表I.1。

表 I.1  两样本比较时所需样本含量(单侧)

上行:α=0.05, 1-β=0.80

中行:α=0.05, 1-β=0.90

下行:α=0.01, 1-β=0.95

δ=两组比例之差(%)较小率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330 105 55 35 25 20 16 13 11 9 8 7 6 6

460 145 76 48 34 26 21 17 15 13 11 9 8 75

850 270 140 89 63 47 37 30 25 21 19 17 14 12

540 155 76 47 32 23 19 15 13 11 9 8 7 6

740 210 105 64 44 33 25 21 17 14 12 11 9 810

1370 390 195 120 81 60 46 37 30 25 21 19 16 14

710 200 94 56 38 27 21 17 14 12 10 8 7 6

990 270 130 77 52 38 29 22 19 16 13 10 10 815

1820 500 240 145 96 69 52 41 33 27 22 20 17 14

860 230 110 63 42 30 22 18 15 12 10 8 7 6

1190 320 150 88 58 41 31 24 20 16 14 11 10 820

2190 590 280 160 105 76 57 44 35 28 23 20 17 14

980 260 120 69 45 32 24 19 15 12 10 8 7 -

1360 360 165 96 63 44 33 25 21 16 14 11 9 -25

2510 660 300 175 115 81 60 46 36 29 23 20 16 -

1080 280 130 73 47 33 24 19 15 12 10 8 - -

1500 390 175 100 65 46 33 25 21 16 13 11 - -30

2760 720 330 185 120 84 61 47 36 28 22 19 - -

1160 300 135 75 48 33 24 19 15 12 9 - - -

1600 410 185 105 67 46 33 25 20 16 12 - - -35

2960 750 340 190 125 85 61 46 35 27 21 - - -

1210 310 135 76 48 33 24 18 14 11 - - - -

1670 420 190 105 67 46 33 24 19 14 - - - -40

3080 780 350 195 125 84 60 44 33 2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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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310 135 75 47 32 22 17 13 - - - - -

1710 430 190 105 65 44 31 22 17 - - - - -45

3140 790 350 190 120 81 57 41 30 - - - - -

表I.1（续）

δ=两组比例之差(%)较小率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1230 310 135 73 45 30 21 15 - - - - - -

1710 420 185 100 63 41 29 21 - - - - - -50

3140 780 340 185 115 76 52 37 - - - - - -

《比较两样本比例所需样本含量》见表I.2。

表 I.2  两样本比例比较时所需样本含量(双侧)

上行:α=0.05, 1-β=0.80

中行:α=0.05, 1-β=0.90

下行:α=0.01, 1-β=0.95

δ=两组比例之差(%)较小率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420 130 69 44 31 24 20 16 14 12 10 9 9 7

570 175 93 59 42 32 25 21 18 15 13 11 10 95

960 300 155 10 71 54 42 34 28 24 21 19 16 14

680 195 96 59 41 30 23 19 16 13 11 10 9 7

910 260 130 79 54 40 31 24 21 18 15 13 11 1010

1550 440 220 135 92 68 52 41 34 28 23 21 18 15

910 250 120 71 48 34 26 21 17 14 12 10 9 8

122 0330 160 95 64 46 35 27 22 19 16 13 11 1015

2060 560 270 160 110 78 59 47 37 31 25 12 19 16

1090 290 135 80 53 38 28 22 18 15 13 10 9 7

1460 390 185 105 71 51 38 29 23 20 16 14 11 1020

2470 660 310 180 120 86 64 50 40 32 26 21 19 15

1520 330 150 88 57 40 30 23 19 15 13 10 9 -

1680 440 200 115 77 54 40 31 24 20 16 13 11 -25

2840 740 340 200 130 92 68 52 41 32 62 21 18 -

1380 360 160 93 60 42 31 23 19 15 12 10 - -

1840 480 220 152 80 56 41 31 24 20 16 13 - -30

3120 810 370 210 135 95 69 53 41 32 25 21 - -

35 1470 380 170 96 61 42 31 23 18 14 1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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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500 225 130 82 57 41 31 23 19 15 - - -

3340 850 380 215 140 96 96 52 40 31 23 - - -

1530 390 175 97 61 42 30 22 17 13 - - - -
40

2050 520 230 130 82 56 40 29 22 18 - - - -

表I.2（续）

δ=两组比例之差(%)较小率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3480 880 390 220 140 95 68 50 37 28 - - - -

1560 390 175 96 60 40 28 21 16 - - - - -

2100 520 230 130 80 54 38 27 21 - - - - -45

3550 890 390 215 135 92 64 47 34 - - - - -

1560 390 170 93 57 38 26 19 - - - - - -

2100 520 225 125 77 51 35 24 - - - - - -50

3550 880 380 210 130 86 59 4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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