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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区间数表示各四素权重及评判矩阵，定义新的区间数排序方法，给出了一个区间散的综合评价模型，

并用实例模拟验证．该模型有效克服出于模糊性而带来的数值不确定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决策者的心理状态，

有助于信息检索技术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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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decision model based on interval—

numbers．The weights of factors and elements of the evaluation matrix are represented by interval

numbers and a new interval numbers sequence method is given．The application example shows

that the model is efficient．It can overcome the uncertainty d the numerical value owing to the

fuzziness，reflect decision—maker’s psychology，which will help US with the study on information

retriev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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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综合评价是在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运

用模糊数学对某种事物作出综合评价．设影响评价

的因素集为U一{地，“。，⋯，“。)，评语集为v一{口。，

o。，⋯，“}，剥评价的对象，其评价的一般过程“1为：

用专家评定或其他方法生成评判矩阵R一(t，)。。。，

ri为第i个因素在第J个评语上所具有的相关程度，

然后由评价对象与因素她的关系强度ai(o<n。<1)

得到u上的模糊集A一(o。，n。，⋯，a。)，再转换为对

象在u上的模糊集B—A—R一(6。，62，⋯，6。)，i=

1，2，⋯，m，J一1，2，⋯，n，。为模糊关系的合成算

子．把B作为对对象的评价结果，其中A一(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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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叫做因素的权重向量，通常要求≥：啦一1．
12I

在模糊综合评价决策中，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

影响，专家在经验、知识结构、认识水平等方面存在

差异，对影响决策的各因素的重要性存在不同的看

法．如何权衡各专家的意见，选择一个能够反映出各

因素重要性的权重，是决策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问

题解决得不好，可能会导致决策出现较大偏差．文献

[2，3]中作者给出区间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但因

素权重的确定方法并没有给出．本文给出一个区间

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用区间数表示各因素权重及

评判矩阵，对区间数进行排序以选择最优的决策模

型．用区间数表示因素权重及评判矩阵，适合描述因

模糊性而带来的小确定性，能够较好地反映决策者

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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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定义及运算法则

定义1E21 设尺为实数域，称闭区间曲，6]为闭

区间数，其中a,b∈R，4≤b，R上的全体闭区问数记

为天．若0<a≤b，则称k，6]为正闭区问数．

定义2r” 设n，6，c，d∈R，则[口，6]，艮，d]作

为R的子集，由扩展原理，V z∈R，有(■，6]·■．

d])(z)==V(Ea，6](z)^Ec，d](y))，其中*表

示+，一，×，÷四则运算．

定理1“o 设■，6]和■，胡为正闭区间数，l

>0，于是有[4，6]+[c，d]一D+f，b十d]；k，6]

一D，d]一[4一d，b—c]；∞，6]×i-c，d]=[∞，

bd3f Ea,63÷r-c,妇=_，6]×‘石1，÷]=[詈，詈]；

^‘k，6]一[缸，硒]5瓦南一[音，吉]-
定义3 两个正闭区间数豳，6]和[c，明相交是

指■，6]n■，d]一E-，明，若d≥b>c≥n，则■，

卢]==[f，6]；若b—c，贝0[a，卢]=Eb，6]=[c，c]；若

c≤a且6≤d，则■，p]=■，d]；若c>b，则瞳，6]

n■，胡一乃．

显然，正闭区间数相交满足结合律，即k，阳n

■，d]n艮，门=(豳，6]n[f，d])n Ee，力一■，

6]几(R，羽n■，力)．

定义4两个区间数■，6]和[c，明，当a≥c且

d≥6，称[f，胡包含■，胡，记陆．胡量[f，羽．

2 因素权重的确定

设参与评价的专家共有m人，因素集共有n个，

用([nJ-，6，，]，[。Ⅲb]，⋯，[q。，％])表示第j个专家

给出的因素权重晦量，其中[％，6F]为第f个因素的

权重，[％，bji]为正闭区问数，i=1，2，⋯，”，J=1，

2，⋯，m．记[A，B，]为第i个因素的最终权重，则第i

个因素的最终权重为：如果[‰，6，。]n[％，6。0 n⋯

n[‰，6耐]一[嘶，且]，则[A，B。]一[q，佛]；如果

艮。6-。]n[“。，6，l n⋯n[％，6删]一彰，则分两种

情况．

(i)如果区间数集{墨。6，，]，[n：。，6。]，⋯，[4一
k])中没有任何两个区间数彼此相交，则

∑郎∑％
[A-，鼠]一[上lL，2}]； (1)

(ii)如果在区间数集{&”6，．]，[na，6。。]，⋯，

[‰，如])中，存在着区间数相交，则求出它们所有

的交，并以此代替原区间数，直到新形成的区间数集

中不再有相交的区间数．再对区间数进行重新排列，

然后利用(1)式进行求解，这时m的值不是专家的

人数，而是新形成的区间数集中的区间数的个数．比

如对于某一网素，共有3个专家参评，给出的权重分

别为Eo．2，0．3]，Fo．24，0．323，Eo．33，0．37]，则由于

ro．2，o．3]n[o．24，o．323一Fo．24，0．3]；Eo．33，

0．37]n Fo．24，0．33一乃，所以该因素的最终权重

为[(o．24+0．33)／2，(o．37+0．3)／e3一Eo．285，

0．335]．

对情况(ii)进行求解时，若有个别区间数与大

多数区间数相差较大，则采用公式(1)进行求解时，

可能会使结果不能较好反映整体意见．为此，可设立

一闽值，保留阈值区间数范围内的区间数，剔除阈值

区间数外的区间数，然后利用公式(1)进行求解．例

如，某一因素权重为[o．1，0．1 3]，Fo．25．0．31]，

[o．22，0．28]，Eo．24，0．323和[o．35，0．s8]，设闽值

区间数为[o．18，0．33]，则由于Eo．1。0．13]和

[o．35，0．383不在阈值区间范围而被剔除，于是，该

因素的最终权重为E(o．25+o．22+o．z4)／3，

(o．3l+o．28+o．32)／3]一[o．236，o，303]．上述

计算过程用算法形式化描述如下：

for(i=1}i<一H；i++)

if([a，。，6．，]n[n。6。]n⋯n[n。，6。]=[嘶，

且])

[m。B，]=[啦，晟]

else

if([a、。，bu]n[n。，如．]n⋯n[d。。，“。]

一彩)

if{[鼬，6，。]，[％，6。，]，⋯，[口。，

k]}没有任何两个区闯数相交

∑啄∑b
[At，且]I[2弓_，2嚣■]

else

对于每个区间数，求出它和其它区间

数的交，并与得到的交集作替代，然后利用(1)式进

行求解．

评判矩阵中元素的给出及计算方法与因素权重

的计算方法相同．

3区间数排序方法把B⋯A R (6。，b∥“，6。)作为对对象的评

价结果．由于因素的权重向量A和评判矩阵R中元

素均以区间数表示，所以评价结果的元素是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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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向量．对系统进行决策，将面临几种方案需要选

择，必然要对区间数进行对比，为此，给出一种区间

数的排序方法．设两个正闭区间数■，6]和[c，d]，如

果满足c≥6或者满足c>a且d≥b．那么■，明大

于[Ⅱ，6]，记■，明>■，6]．若4一c且b—d或者

生掣一生善旦，则称k，胡和p，d]相等，记[Ⅱ，阳一
o D

■，d]．当[n，叩￡[c，d]时，如果曼—丰皇<!二#或
6 ●

者￡妄兰>。，则[c，胡>瞄，6]，如果口>￡_#，则
k，阳>[c，(f]．

区间数排序的更多方法可参考文献[5，6]．

4 实例分析

有5位专家对教师的授课质量进行评价．设因

素集F={教材熟练(，，)，逻辑性强(^)，启发性强

(，3)，生动有趣(，4)，板书整洁(，5)}，评语集C一

{很好(c1)，较好(c：)，一般<c3)，不好(气>}．模糊评判

矩阵为：

R一

峰
2，0．48

6，0．52

5，0．34

8．0．44

8，0．35

0．18，O．27

[O．36，0．43

[0，36，0．44

[O．38，0．45

[o．47，0．52

L0．14，0．23

LO，06，0．11

[O，14，0．21

LO．07，0．12

[O．06，0．13

[O．09．0 13]-i

[o．01，0．04]I

[o．09，0．133l

[o．09，0．133I

[O．07，0．1Z]-J

各专家给出的各因素的权重分别为

，。；[o．3，0．34]．[o．35，0．41]，[o．27，0．3Z]，

[o．31，0．34]，[o．21，0．26]；

^{[o．12，0．a73， [o．18，0．zs]。 [o．10，

0．163，[o．16，0．ZTJ，Lo．15，0．zz]}
^：[o．24，0．283， [o．19，0．z63， [o．24，

0．313，[o．20，0．24]，[o．21，0．z43；
，I；[o．18，0．21]， [o．10，0．13]， [o．08，

0．12]，[o．10，0．153，[o．12，0．15]；
^：[o．14，0．Z0]， [o．13，0．t7]， [o．15，

0．Z1]'[o．13，0．173，[o．16，0．19]．

对于，l，由于[o．3，0．34]n[o．27，0．3z]n

[o．31，0．34]=[o．31，0．3z]，而[o．35，0．41]n

[o．31，0．32]n[o．21，0．z6]一乃，所以，l的最终

权重为[(o．35+0．31+0．21)／3，(o．41+0．32+

o．Z6)／3]=[o．29，0．33]．同理，按照本文第2节给

出的权重计算方法，分别求得第^～，5的最终权重

为r o．1 6，0．19]，[o．24，0．z43，[o．14，0．16]和

[o．16，0．173．计算B⋯A R (6，，b∥¨，6。)，其中模糊关系

合成算于与文献[43中的加权平均型中的合成算子

相同，即

以一∑(田“～)，J一1，2，⋯m

最后得到该教师的评定结果为B一([o．36，0．47]，

[o．33，0．43]，[o．10，0．183，[o．07，0．12])．

南评定结果，可以看出该教师的授课质量很好，

这与采用其他类型的模糊关系合成算子(如乘积一取

大型⋯)进行汁算。获得相同结果．

5结束语

绩出一个基于区间数的模糊综合评价决策模

型，用区『日J数表示因素的权重及评价矩阵，有效克服

由于模糊性而带来的数值上的不确定性，该方法也

可以用于信息检索技术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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