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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决策中的综合距离优先法 

周静芋 宋世德 袁志发 
( 。；i五 学基面再孚赢 西扬睦 7121~0) 

摘 要 车 文提出的用于模糊决策的综台距离优先法与相似优先 比法是等价的，但综合 

距离优先法更为直观、简洁 。 

’关键词 笙盒望直线重莹·塑型垡生些莲t堡塑 堕 
中固分类号 0159 

_ ‘  一  

许多实际应用和科学研究中都会遇到多因子的综合相似分析问题．如农业生产中优 

良品种的引种及先进经验的推广 ．气象学中评价天气图的相似程度等 。80年代文献[1～ 

4]介绍的模糊决策中的相似优先比法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常用方法。但这种方法要对建立 

的每个因子的模糊优先比矩阵多次取 截矩阵以进行单因子的相似性比较 ，这个过程比 

较麻烦。本文提出的综合距离优先比法具有不用建立多因子的模糊优先比矩阵，免去多次 

求各因子模糊优先 比矩阵的 截̂矩阵的过程，便于通过 n的选择控制相似分析结果的排 

序，以减少随机因素的干扰 ，且分析结果与相似优先比法等价等优点。 

1 综合距离优先法 

设给定样品集合u一{“ ， ，⋯， )，标准样品‰ 欲对其进行 m个因素的比较，以确 

定哪一个样品与标准样品更为相似，即给出 n个样品与标准样品的综合相似程度的排序。 

其方法 如下 ： 

1)确定各样品和标准样品的各因素的距离 D l，2⋯ ，n；f—l，2，⋯ ．其中距离 

可以是各种距离 ，如选择海曼距离，则 硝 一f 一 I． 

2)对每一个因素 t，以 ”， —l，2，⋯，n，进行大小排序 ，亦即用各样品与标准样品的 

距离大小作为各样品与标准样品相似程度的度量：距离越小者 ，相似程度越大。赋于距离 

最小者，排序号为 1，依此类推。当遇到距离相同时，则赋于同样的序号(单因素排序)。 

3)对每一个样品．将其各因素的排序号相加，其和即为综合考虑 了诸因素之后 ，该样 

品与 。的相似程度 ，和数越小，则该样品与标准样品越相似 ，赋于和数最小者序号为 l，并 

依此类推 同样地，当遇到和数相同时，赋于同样的序号(综合排序)。 

4)当各因素在决 策 中所 占地 位 不 同 时，可适当对各 因素的排序号赋于权重因子 

m (f—l，2'．．· )，且满足 。一l，这样就可得到更满意、更符合实际的结果。 

5)为了使相似程度接近的样品排序号相同，并排除随机因素的干扰，以利决策 ，可以 

采用多种方法。如定义 

可 一 (D “一 D ． )／(D ． 一D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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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 和 D 分别为{D ( 1，2，⋯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时 0≤面 ≤l，规 

定 ，当 

I面 ”一_(”I≤ a (2) 

时，赋于 和 “，同一序号，即在 水平下 ，对因素 ￡来说 ， ，和 与 “。有 同样的相似程 

度 。 

如用海曼距离时，也可定义 
”

= D(f]／ I (3) 

这样 ，0≤ (，】≤l，规定当f 一 ’f≤n时，赋于 和 相同的序号。 

2 两种方法的等价性 ． 

2．1 相似优先 比法 

给定样品集合 u一{“，，“ ，⋯，“ }，标准样品 ‰ 要对这 ， 个样品和标准样品 。进行 

个因素的比较，以确定哪一个样品与标准样品更为相似 ，即要求给出 个样品与标准样 

品 “。的综合相似程度的排序。其方法如下： 

1)确定各样品和标准样品各因素的距离 D ； =1，2．．．·，n； 1，2，⋯， ． 

2)确定相似优先 比和模糊相似优先比矩阵。相似优先比是以成对样品与标准样品作 

比较，以确定哪个与标准样品更相似，从而选择与标准样品相似程度较大者的一种方法 

定义相似优先比 r ；D ／( + ”) i，J=1，2，⋯，Hj f一1，2，⋯ ，m． 

定义模糊相似优先 比矩阵 

- R“ 一 (嵋 ) i，J= 1，2，⋯， ；t= 1，2，⋯，”l 

其中 r =1一r ，r =0． 

3)用 截矩阵法确定各样品在各因素下的排序。具体方法如下；对每一个R“ 由大到 

小的选取 ， ∈[0．1]，以首先达到除对角线元素以外全行为 1的 截矩阵所对应 的样品 

与标准样 品最为相似，并赋于序号 1．如果当 一 时，第 i行诸元素除对角线元素外全为 

1，说明 “．比其他样品更相似于 ‰，其水平为 ％然后删除该样品的影响，亦即删去该行及 

所对应的列 ，再降低 值 ，依次求取与标准样 品相似的样品，并分别赋予序号 2，3--"等 

4)综合排序。把各样品在每个因素的模糊相似优先比矩阵中的排序号相加，其和即为 

综合考虑诸因素后该样品与 。的相似程度，和数越小，则该样品与标准样品越相似。 

显然相似优先 比法要比综合距离优先法计算过程麻烦得多 ：首先要多计算相似 优先 

比r0 ， ，J=1，2，⋯， ； 一1，2，⋯．『Jl，并建立 个模糊相似优先比矩阵。其次是对每一个 

模糊相似优先比矩阵反复用 截距阵法对各园子进行样品排序，这也是最繁琐的一步 。 

2．2 两种方法等价 

定理 在 R一( )一 中'rj，：D ／(D，+D )， 一1一ro且 D．≠D，( ≠ ， ， 一1，2，⋯， 

n)，n≥0．若 nlax{D，)一D．．min{D．)一D ，则有 rb>r，， (f≠k i， ≠5，J_=1，2，⋯，H)． 

证明 (1)当 =o，固 D >DJ=0，rli<1( ≠ ， ，J一1，2'．．·，H)，则必有 =1>“． 

(2)当 DI≠0，若j ，J使 r ，> 即 D ／(DJ+D．)>／9,／(D，+D )̂ Dj／9．+D D > 

DiD,+D D D 19,>D 19,j Dj『D > D ?19,，因 为 D，≥ D >0，O<Dl<D．，所以 Do／D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2期 周静芋等 ：模糊决策中的综合距离优先法 73 

n／DJ显 然是 不可能的 

下面证明两种方法的等价性。 

由上述定理 ．在 R=( )中．元索最大者必是位于 D 最小的一行、D 最大的一列的交 

叉处，即 max ，)= ． 
1≤ J· ≤ 

其 中，D-一min{D．)，D 一max{D．}．所以当 ^由 1逐渐下降时，首先变为 l的元素就是 
l‘ ‘  l‘ J‘  

rh· 

对每一列而言，只要 {D )( 一1，2．⋯ )互不相同，每一列的各元素必不相同， 

且 ro一 [D ／(D，+ D．)]< [D，／(D 一 D )] ( ≠ k， — l，2．⋯ ，n) 

即对每一列来说，都是第 k行的元素展大，所以当 ^由 l逐渐向 0下降时，首先全行除对 

角线元素外皆为 1的行必是第 k行 。故第 行̂所对应的样品排序号为 l，即各距离{D }中， 

距离最小者(与标准样品)的样品排序号为 1． 

删去 R中第 行和第 列̂的元素之后，( —1)阶矩阵中最大的元素必为 r，J． 

其 中，D 一 mIl1 {D．}．D 一 max {D )，对每一列而言，只要{D }( =1．2，⋯，n， ≠ )̂ 

互不相同，每一列的各元素必不相同。且 

，= [D ／(D，+ D．)]< [D，／(D，+ 口，)] ( ≠ k，i≠ ，i一 1，2''．，，n) 

即对每一列来说，都是第 行的元素最大，所 以在 继续下降的过程中，首先全行 除对角 

线元素以外 皆为 l的行必是第 行。故第 行所对应的样品排序号为 2．亦即在距离{n} 

中，距离第 2小的样品排序号为 2．依此类推。 

如果{D )中， 1，2，⋯， 中有 D 一Dj( ≠ )，那么 R中第 i行和第 J行的元素除去 

第 ，列和第 列的元素之外皆相等，且 =rxj一0 一 一0．5，所以这两行元素在 由 l 

向 0逐渐变化时，它 们同时除对角线元素以外全为 1，故它们所对应的样品的排序号一 

样 。 

上述证明表明 ，两种方法所得样品的排序结果是完全一致的 ，即两种方法是等价的 

3 应用例 

例 福岗(“。)是 日本柑桔主要产地之一 ，其主要环境因子为 ：年平均气温( )、年 

平均降水量( )、年 日照时数( )、年极端最低气温( ．)和一月份平均气温(xD。拟引种 

地区为我国的合肥(“ )、武汉(“ )、上海(“ )、长沙(“ )、桂林(“ )、温州(“ )和成都(“，)。 

1951~1970年各地环境因子的平均值如表 1所示 (只列出 ， )。 

表 1 各地环境因于的平均值 

由表 1计算的各地区与福岗的第一和第二个环境因子( 。， )的海曼距离，及用综 合 

距离优先比法所得单因子 与 的各地区排序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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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 0．167 0．500 0．667 0 a39 0．702 0 1677 

l o．833 0 0．833 0．909 0 963 0．941 0．500l 

l 0．5O0 0．167 0 0．667 0 839 0．762 0 167I 

R“ = l 0．333 0 091 0．333 0 0．722 0．615 0．09l! 

l 0．161 0．037 0 101 0．278 0 0．381 0．037】 

r 0 0-308 0·416 0·118 0-423 o·283 0·4977 fm 。z 。 。． - 。·zsz。． zz m 。 。· 。。l 
R = l 0．882 0．768 0．842 0 0．845 0 746 m 881 l 

l 0．577 0 378 0．493 0．155 0 0．350 0．575 l 

l 0．717 0．530 0．644 0．254 0．650 0 0．715l 

LO
． 503 0．310 吼 4i9 0．119 0．425 0．285 0 j 

M ethod of Synthetic Distance Priority in Fuzzy Decision 

Zhou Jingyu Song Shide Yuan Zhifa 

(Department of Basic Sdeuce．NorthtvesterN Agrwu~urM Uni~ersity-Yangling·Shaanxl，712100) 

Abstract A method of Synthetic distance priority in fuzzy decision was suggested， 

which is equivalent to the method of the similar priority ratio，but with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more visuaI and concise feattires． 

Key words method of synthetic distance，method of similar priority ratio，fuzzy de— 

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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