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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EPA的调查设计是利用分层抽样来确保调查的数据能够符合预定目标。
这种方法通过在重点农业地区和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抽取更多的水井，来提高估计的精度。
EPA根据一些标准将CWS水井和乡村家用水井按杀虫剂使用率分为4类，按地下水的污染程度分为3类
。
这种设计确保了水井样本可以反映全国不同杀虫剂使用率的农业地区和地下水污染地区的情况。
 EPA确定了希望获得有关信息的5个水井子群。
这些子群是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的县里的社区供水系统水井、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的县里的乡村家用
水井、高杀虫剂使用率的县里的乡村家用水井、高杀虫剂使用率同时地下水污染也比较严重的县里的
乡村家用水井、以及（高杀虫剂使用率同时地下水污染也比较严重的）贫穷县里乡村家用水井。
 设计中两个最困难的问题是决定应该调查多少水井以及NPS在全国范围内的估计精度应该是多少。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精度要求越高就意味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
如果设计调查的时候预先知道全国水井中使用杀虫剂的比例，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能得以简化
。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调查的目的之一。
尽管有很多州对某些杀虫剂进行了研究，但是并不存在对水井污染物的可靠的全国性估计。
EPA评估了不同的精度要求和从不同水井收集数据的费用，以便选择能满足EPA的精度要求与预算的
调查规模。
 调查的设计者最后抽选水井来收集数据。
这样能保证以90％的概率发现CWS水井中杀虫剂的使用情况，并假定县里所有的社区供水系统水井中
含有杀虫剂的比例为0.5％。
在乡村家用水井的调查设计中，感兴趣的子群的入样概率是不同的，重点在于贫穷县区域，在该区域
中EPA要获得对杀虫剂使用情况非常精确的估计。
EPA假设该地区有1％的乡村家用水井含有杀虫剂，当假设非常准确时设计可以有大约97％的发现概率
。
EPA得到结论，调查大约1300个水井（564个公共水井和734个家用水井）就可以满足调查预先设定的
准确度，并且对全国范围内含有杀虫剂的水井数量给出有代表性的评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抽样>>

编辑推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抽样>>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