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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群比估计与445抽样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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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整群比估计与445抽样方法进行了比较，给出了整群比估计优于445抽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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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引 言

在群大小不等时的整群抽样时，为了提高估计

精度，常采用以群大小为辅助变量的比估计以及与

群大小成比例的不等概抽样)G);)科克伦等［$］对

这两种估计的精度作了比较，作者则进一步给出了

比估计优于445抽样以及445抽样优于比估计的

条件)
设总体的! 个单元划分为" 个群，第#群包

含$#个单元，%#&为第#个群中第&个单元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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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群进行不等概率抽样时，常采用按与 $#成

比例的概率，从" 个群中放回地抽取)个的**+
抽样，总 体 均 值 !!% 的 估 计 量 及 估 计 量 的 方 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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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作为辅助变量而采用放回的比估计，

那么总体均值!!% 的估计量及估计量均方误差的近

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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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起见，作者仅对放回抽样方法进行了

讨论*

! 比估计与%%&抽样的比较

定理" 设)$#’，)$（&$$!!&）##’，$!"，#，⋯，

(*若)$$)$("时，)$（&$$!!&）#%)$("（&$("$
!!&）#，或)$%)$("时，)$（&$$!!&）#$)$("（&$("
$!!&）#，$!"，#，⋯，($"，则

’（!!"）&’（!!++,） （)）

证 )$#’，)$（&$$!!&）##’，$!"，#，⋯，(*根据

契贝谢夫不等式［*］，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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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表明，当 %$ 愈大而相应的%$（&$$
!!&）#愈小时，则采用比估计会优于%%&抽样*
定理# )$#’，)$（&$$!!&）##’，$!"，#，⋯，(*
若 )$$)$("时，)$（&$$!!&）#$)$("（&$("$

!!&）#，或)$%)$("时，)$（&$$!!&）#%)$("（&$("
$!!&）#，$!"，#，⋯，($"，则

’（!!"）%’（!!++,） （*）

证 同样由于)$#’，)$（&$$!!&）##’，$!"，#，

⋯，(*而根据契贝谢夫不等式，若 )$$)$("时，

)$（&$$!!&）#$)$("（&$("$!!&）#，或 )$%)$("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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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表明，若%$愈小时而相应的&$愈接近

!!&，则采用%%&抽样会优于比估计*

" 结 语

对群大小不等的整群抽样，当%$差别较大时，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估计的精度一般较低*这时可采

用按与%$成比例的不等概抽样，通常可以有效地

提高估计精度*但在简单随机抽样时，也可以把%$
作为辅助变量而采用比估计+作者给出了比估计优

于%%&抽样以及%%&抽样优于比估计的条件，这对

于在抽样调查工作中如何根据总体的实际情况来

选择比估计与%%&抽样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为了方便讨论，只给出了放回抽样时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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