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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未确知有理数理论为基础 , 给出了评价耕作制度改革方案优劣的一种数学模型方法 , 并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关键词 未确知有理数 ; 农业经营 ; 决策。
中图分类号  S11 +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 - 6611(2009)03 - 00913 - 02

Study on Unascertained Rational Number Model of Agricultural Managemant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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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athematical model method to evaluate good or bad design of farming systemreformbased onthetheory of the unascertained rational number
was introduced and used to guid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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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 实现同一目标往往有很多方案, 通

过对多种方案进行评价, 对比选择, 最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是

农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文献[ 1] 介绍了利用

模糊综合评判对耕作制度改革方案进行评价决策, 由于对评

价耕作制度改革方案具有“未确知性”, 为此, 笔者以未确知

有理数理论为基础 , 给出了评价耕作制度改革方案优劣的一

种未确知数学模型方法。下面以文献[ 1] 中的问题介绍农业

经营决策未确知数学模型方法。

1  研究方法

该试验在某平原产粮区进行, 制定了甲( 三种三收) 、乙

( 两茬平作) 、丙( 两年三熟) 3 个方案[ 2] , 主要评价指标有: 粮

食亩产量、农产品质量、每亩用工量、每亩纯收入和对生态平

衡影响程度5 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这5 个因素的权重分

别定为0 .2 、0 .1、0 .15 、0 .3、0 .25。评价等级见表1 。

表1 评价等级

Table 1 Evaluationgrade

等级

Grade

亩产量∥kg

Yield per mu

产品质量∥级

Product quality

亩用工量∥工日

Workamount per mu

亩纯收入∥元

Net income per mu

生态平衡影响程度

Influencing degree of

ecological balance
5 550～600 1 20 以下Below20 130 以上Above 130 1

4 500～550 2 20～30 110～130 2

3 450～500 3 30～40 90～110 3

2 400～450 4 40～50 70～90 4

1 350～400 5 50～60 50～70 5

0 350 以下Below350 6 60 以上Above 60 50 以下Below50 6

  经典型调查, 并应用各种参数进行两次试算预测, 甲、

乙、丙3 种不同耕作制度改革方案的5 项指标的预测数据见

表2。由于对评价结果具有“未确知性”, 故采用未确知有理

数评价3 种方案。

表2 预测数据

Table 2 Prediction data

项目Item
方案

Scheme

亩产量∥kg

Yield per mu

产品质量∥级

Product quality

亩用工量∥工日

Workamount per mu

亩纯收入∥元

Net income per mu

生态平衡影响程度

Influencing degree of

ecological balance
第一次First ti me 甲 590 .0 3 54 .6 77 .0 4 .8

乙 525 .0 2 38 .7 106 .0 3 .0

丙 437 .5 1 30 .6 90 .0 2 .0

第二次Second ti me 甲 556 .0 3 54 .0 82 .0 4 .6

乙 537 .5 2 41 .3 96 .0 3 .0

丙 478 .5 1 92 .7 92 .6 2 .0

2  模型的建立

2 .1 确定评价指标集和分配集  由文献[ 2] 确定的主要评

价指标: 粮食亩产量、农产品质量、每亩用工量、每亩纯收入

和对生态平衡影响程度。从而建立评价指标集 u = { u1 , u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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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3 , u4 , u5} , 其中 u1 为粮食亩产量, u2 为农产品质量, u3 为

每亩用工量 , u4 为每亩纯收入, u5 为对生态平衡影响程度。

上述5 个因素在对3 种方案的评价结果中所占的权重分别

为:0 .20、0 .10、0 .15、0 .30 、0 .25 , 进而得出相应于评价指标集

u 的分配集 T = { 20 ,10 ,15 ,30 ,25} 。

2 .2  对诸因素进行评价  根据确定的指标集u 和相应的分

配集T, 将测算数据代入文献[ 2] 建立的各因素的隶属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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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从而将表2 中的预测数据化为对3 种方案的定量评价值

( 表3 ～5) 。

表3 甲方案评价

Table 3 Evaluationof scheme A

测算次数

Calculationti mes
u1 u2 u3 u4 u5

1 19 6 5 14 14

2 18 6 5 15 15

表4 乙方案评价

Table 4 Evaluationof scheme B

测算次数

Calculationti mes
u1 u2 u3 u4 u5

1 15 8 7 22 18

2 16 8 6 19 18

表5 丙方案评价

Table 5 Evaluationof scheme C

测算次数

Calculationti mes
u1 u2 u3 u4 u5

1 12 10 8 16 21

2 13 10 9 17 21

  将表3 对诸因素 ui( i = 1 ,2 ,3 ,4 ,5) 评价得出的定量值用

未确知有理数表示[ 2] :

u1 = [ [ 18 ,19] , φ1( x) ] , u2 = [ [ 6 ,6] , φ2( x) ] , u3 = [ [ 5 ,

5] , φ3( x) ] , u4 = [ [ 14 ,15] , φ4( x) ] , u5 = [ [ 14 ,15] , φ5( x) ]

其中, φ1( x) =

0 .5 , x = 18

0 .5 , x = 19

0 , x | { 18 ,19} 且 x ∈R

φ2( x) =
1 , x = 6

0 , x ≠6 且 x ∈R

φ3( x) =
1 , x = 5

0 , x ≠5 且 x ∈R

φ4( x) =

0 .5 , x = 14

0 .5 , x = 15

0 , x | { 14 ,15} 且 x ∈R

φ5( x) =

0 .5 , x = 14

0 .5 , x = 15

0 , x | { 14 ,15} 且 x ∈R

2 .3  计算 Σ
5

i =1
u i  由未确知有理数加法运算[ 3] , 可求出 u1 +

u2 + u3 + u4 + u5 的可能值和矩阵, 可信度积矩阵分别为 :

57 58

58 59

59 60

,

0 .125 0 .125

0 .250 0 .250

0 .125 0 .125

从而得出甲方案的未确知有理数评价结果( 密度型) :

A甲 = Σ
5

i =1
ui = [ [ 57 ,60] , φ1 + 2 + 3 + 4 + 5( x) ]

其中 φ1 + 2 + 3 + 4 + 5( x) =

0 .125 , x = 57

0 .375 , x = 58

0 .375 , x = 59

0 .125 , x = 60

0 , x 是其他值
类似地将对乙方案和丙方案的评价定量值用未确知有

理数分别表示为:

A乙= Σ
5

i =1
ui = [ [ 66 ,71] , φ′1 + 2 + 3 + 4 + 5( x) ]

其中 φ′1 + 2 + 3 + 4 + 5( x) =

0 .125 , x = 66

0 .250 , x = 67

0 .125 , x = 68

0 .125 , x = 69

0 .250 , x = 70

0 .125 , x = 71

0 , x 是其他值

A丙= Σ
5

i =1
ui = [ [ 67 ,70] , φ″1 + 2 + 3 + 4 + 5( x) ]

其中 φ″1 + 2 + 3 + 4 + 5( x) =

0 .125 , x = 67

0 .375 , x = 68

0 .375 , x = 69

0 .125 , x = 70

0 , x 是其他值

2 .4  排序 3 种耕作制度改革方案的评价结果虽已用未确

知有理数( 密度型) 表示出来, 能充分表明评价过程中信息总

量, 但还不能得出哪一种方案最佳。因此, 最后利用未确知

有理数的大小关系, 比较它们的大小, 进行排序。

先将方案的密度型未确知有理数评价结果分别化为分

布型未确知有理数:

A甲= Σ
5

i =1
u i = [ [ 57 ,60] , Ф1 + 2 + 3 + 4 + 5( x) ] , A乙 = Σ

5

i =1
ui =

[ [ 66 , 71 ] , Ф′1 + 2 + 3 + 4 + 5 ( x ) ] , A丙 = Σ
5

i =1
ui = [ [ 67 , 70 ] ,

Ф″1 + 2 + 3 + 4 + 5( x) ]

其中, Ф1 + 2 + 3( x) =

0 , x < 57

0 .125 ,57≤x < 58

0 .500 ,58≤x < 59

0 .875 ,59≤x < 60

1 , x ≥60

Ф′1 + 2 + 3( x) =

0 , x < 66

0 .250 ,66 ≤x < 67

0 .125 ,67 ≤x < 68

0 .125 ,68 ≤x < 69

0 .250 ,69 ≤x < 70

0 .125 ,70 ≤x < 71

1 , x ≥71

Ф″1 + 2 + 3( x) =

0 , x < 67

0 .125 ,67 ≤x < 68

0 .500 ,68 ≤x < 69

0 .875 ,69 ≤x < 70

1 , x ≥60

由未确知有理数心的计算公式[ 2] , 求出 A甲、A乙和 A丙的

心分别为:

(珋x A
甲
,珋y A

甲
) = ( 118 ,0 .773 4) ;( 珋xA

乙
珋y A

乙
) = ( 138 .4 ,0 .625) ;

( 珋xA
丙

,珋yA
丙
) = ( 138 ,0 .927 1) 。

由于 A甲、A乙和 A丙非同心, 且珋x A
乙
> 珋xA

丙
> 珋xA

甲
, 由未确知

有理数的大小顺序[ 1] 得 A乙 > A丙 > A甲。即乙方案最佳 , 丙

方案次之, 甲方案再次之。因此, 可利用这一结论来科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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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诊断。

4 .5 在基础研究中的应用 主要表现在: 确定核酸结合蛋

白及其相互作用[ 15] ; 筛选特定靶分子的配体[ 16] ; 蛋白与蛋白

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17] ; 细胞信号转导的研究[ 18] ; 酶抑制剂的

筛选[ 19] 等方面。

5  前景与展望

目前, 噬菌体展示技术正步入发展成熟阶段。近几年来

该技术显示出非常好的实用性, 有望逐渐成为疾病诊断和治

疗研究方面的重要手段。该技术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根本原

因在于它可有效地实现基因型和表型的体外转换, 使研究者

可以在基因分子克隆的基础上, 较准确地实现蛋白质构象的

体外控制 , 从而可获得具有良好生物学活性的表达产物。目

前抗病毒多肽疫苗、肿瘤相关抗原P53 等一些具有良好应用

前景的产品正在研究开发之中。可以预测, 蛋白质三维结构

预测、分子模拟技术及噬菌体表面展示技术的完善融合, 将

推进分子相互作用、分子识别、受体作用、酶学机制以及生物

疫苗等领域的研究进程, 但仍有许多问题需不断研究加以完

善。例如 , 在噬菌体展示库构建中, 怎样获得库容量大、并有

更多的具有生物学意义的序列从而使其能展示更多有意义

的构象 ; 怎样获得高亲和力抗体分子的抗体库及从人源抗体

库中生产的“人抗体”是否能够被人体接受而不产生免疫排

斥反应 ; 如何使表面展示的多肽与溶液中自由多肽的构象基

本相同或相近等。目前主要采用亲和选择的方法来分离具

有特定功能的多肽结构, 虽然已发展出一些其他的分离方法

但是都有其局限性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可以预见, 随着噬菌

体展示技术的发展和改善将在生命科学领域产生极其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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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确定耕作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 从而充分挖掘耕地的潜能 ,

提高农田的经济效益, 增加当地农民收入。

3  小结

通过上述评价结果可看出, 此评价结果与文献[ 1] 的评

价结果基本一致。此外 , 利用未确知有理数来评价耕作制度

改革方案还有以下优点 : ①评价结果不仅定量化, 而且还能

表示出评价过程的信息总量和主观可信度, 整体刻划能力

强; ②评价结果是未确知有理数, 能比较大小且排序方法主

观成分少、客观成分多, 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 ③虽然未确知

有理数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 但可以利用文献[ 3] 中“未确知

有理数运算和在可信度下大小的计算程序”来完成计算。该

方法在企业决策、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职称评定、建筑工程设

计方案的招标、优质工程的评选、医学难症的专家会诊等方

面也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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