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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基于三参数区间数的排序及决策模型!提出了基于三参数区间数的重心点)中点)长度的可能度排序

方法'基于重心点发生可能性最大的三参数区间数分布特点!提出了距离测度公式'建立了基于三参数区间数熵测

度的属性权重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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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不确定性决策框架&算例说明了该方法的步骤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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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科学决策

的难度&针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特点!区间数)模糊

数)未确知数)灰色系统理论等得到了应用*

">E

+

!其

中!基于区间数的多属性决策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

研究重点集中于区间模糊偏好关系的一致性)顺序

加权集结算子)加权几何平均算子)区间数灰色局势

决策等研究方向&从现实研究中发现!区间数在表

达决策信息时存在局限性(一方面!为了覆盖整个可

能的取值范围!区间可能会取得过大'另一方面!通

常的区间数运算规则可能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得

出的结果会产生较大误差甚至失真'此外!通常的区

间数认为区间内取值机会均等!但这在很多实际问

题中并不满足&卜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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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三参数区间数的概

念!明确了信息取值区间和最有可能取值点!较实数

和区间数覆盖信息更加全面&现有研究来看!三参

数区间数的研究刚刚展开!

H.-<0)

4

等*

"$>""

+基于

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和方法!给出了属性值为三参

数区间数的多属性决策方法'胡启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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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三

参数区间数的运算关系!并将其应用于某城市公交

线网的优化调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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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参数区

间值模糊集的概念!给出了三参数区间值模糊值之

间的运算关系!定义了三参数区间值模糊值间的距

离'朱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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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建立了三参数区间数判断矩阵的权重求解模

型'朱建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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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群决策过程中三参数区间数

互反判断矩阵和互补判断矩阵的集结&现有研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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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式大多数是建立在三角隶属函数基础上的二重

积分表达式!运算过程相对复杂!且三角隶属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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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三参数区间数的分布信息很难确

定!本文针对三参数区间数分布信息未知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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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区间长度提出了可接受度指标&从操作来看!

可能度测度和可接受度指标具有很强的理论基础!

但并不适合三参数区间数&对此!在现有研究基础

上!本文提出了拓展方法!即在兼顾区间数的特征量

$中点)区间长度%基础上!考虑三参数区间数的另一

重要特征量$重心点%!建立了三参数区间数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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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区间数的距离测度

在实际应用中!两个三参数区间数的距离测度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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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借用欧式空

间的距离表达式给出两个距离公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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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重心点在区间上取值可能性最大!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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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点权重最大&基于此思想!给出一种新的距离测

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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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中区间

数的距离公式只考虑对应上下限间的距离!与此相

比!本公式考虑了中点间的距离!而且赋予上限)下

限)中点不同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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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策者

经验)风险偏好来确定具体的权重&在信息值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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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化后的评价

矩阵&在三参数区间数决策模型中!有两点值得重

点关注!即属性权重的确定和方案排序方法的确定&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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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了传统区间数的多属性决策方法!

在这些方法中!基于熵的决策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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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数区间数的属性熵测度

根据信息熵原理!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其指

标值的相差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

价时所起的作用越大!则其权重也应越大'相反!某

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大!其指标值的相差程度越小!提

供的信息量越少!在综合评价时所起的作用越小!则

其权重也应越小&本文根据三参数区间数的取值特

征!考虑三参数区间数指标值的相差程度通过指标

值的重心点和三参数区间数取值的方差来刻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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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分别考虑了三参数区间数重心点和方差的熵!

并针对实际应用背景根据决策者对重心点和方差影

响程度的经验判断赋予不同的权重值!定性与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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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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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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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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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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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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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

$:K

!计算各个方案与正负

理想解的综合距离分别为(

4

$

D

8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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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D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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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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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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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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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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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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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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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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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D

8

!

8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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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各方案与正负理想解之间的贴近度为
B

"

#

$:D?"?

!

B

!

#

$:!%FD

!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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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D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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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B

.

$

.

#

"

!

!

!

%

!

D

%的大小对各方案排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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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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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进行方法的比较&

$

"

%决策信息为三参数区间数)三角模糊数形式

的比较&为了方便运算与比较!假设这两种形式下

的分布$隶属%函数均为线性的&求出的权重*

"#

+

!各

方案与正负理想解间的距离!贴近度以及排序见表

">!

&

表
!

!

不同决策信息形式下的属性权重比较

信息形式 权重向量
G

权重大小比较

三参数区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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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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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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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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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K

$

4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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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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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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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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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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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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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4

%

$

4

D

$

4

"

-

FD"

-

第
#

期
! !!!!!!!!!!!

闫书丽等(基于熵测度的三参数区间数信息下的
Lf_7G7

决策方法



表
"

!

不同信息形式下各方案与正*负理想解间的距离*贴近度及排序比较

信息形式 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贴近度 方案排序

与正理想解距离 三参数区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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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

$:$EK"

!

$:!E!!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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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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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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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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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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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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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负理想解距离 三参数区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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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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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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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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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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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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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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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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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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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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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度 三参数区间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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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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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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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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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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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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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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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文献方法*结论比较

文献*

F

+ 文献*

"$

+ 文献*

""

+ 本文

属性权重 已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排序方法 二重积分 无 根据三个参数的平均值大小排序 基于中心)重心点的可能度公式

距离公式 无 无 上下限)重心点等权重的欧氏距离 上下限)重心点不等权重的距离

决策方法 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法 灰色关联度方法 灰靶决策方法 基于熵权的
Lf_7G7

方法

贴近度 无 无 给出 给出

排序结果
!-

%

$

-

"

$

-

D

$

-

!

-

%

$

-

"

$

-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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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D

$

-

!

-

%

$

-

"

$

-

D

$

-

!

!!

从表
"

!

!

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的排序与三角模糊

数信息下的排序一致!数值也很接近!这与两者反映

原始数据形式相同)分布$隶属%函数相同是相符的!

但从本文得到的数值可以看出方案之间的差距更大!

三参数区间数信息相比三角模糊数信息可以得出(

-

%

的得分值更高!

-

"

)

-

D

远优于
-

!

&而且属性值若

是三角模糊数!则应具有其所属的集合信息!在此直

接引用使得表达意义不够明确&

$

!

%三参数区间数信息下的结果比较根据本文

建议的方法!将其与卜广志*

F

+

!

H.-<0)

4

等*

"$>""

+的

结果进行比较!见表
%

&

!!

从表
%

的排序结果来看!本文得到的排序结果

与 卜广志*

F

+

!

H.-<0)

4

等*

"$>""

+的结果均一致&基

于计算结果比较!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

%方案的区

分度得到了改善&

H.-<0)

4

*

"$

+文献中方案间的差

异度 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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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7

"D

#

$:$!KE!

!

7

D!

#

$:$#!##

&

H.-<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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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方案间的差异度为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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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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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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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

&本文方

案的差异度为
7

%"

#

$:$%D"

!

7

"D

#

$:$F!#

!

7

D!

#

$:"%F?

&根据方案间大小可能度)差异度可以看出!

这四种方法中!都有方案
-

%

优于方案
-

"

的程度比方

案
-

D

优于方案
-

!

的程度要大!方案
-

"

比
-

D

优的程度

最小&不过从本文方法中可得到另外一个信息(方

案
-

%

远远优于方案
-

"

!这表明方案的区分度得到了

改善!这在很多情况下有利于排序&$

!

%本文的计算

相对简单!易于在实践中推广使用&

1

!

结语

考虑到区间数长度)中点)重心点的影响!提出

了三参数区间数的排序方法和基于三参数区间数的

距离测度公式!此距离公式可以根据决策者经验)风

险偏好进行调整!更加符合模糊数的特征!符合客观

实际的需要'基于信息熵思想提出了属性值为三参

数区间数的属性权重模型!进而提出基于熵权的

Lf_7G7

决策方法&本文方法突出了重心点在三参

数区间数中的重要性!决策者可以根据实际应用背

景进行调整!定性与定量结合更加符合实际需要&

本文的研究仅涉及到静态条件下模型的构建!如何

应用本文的建模思想构建动态条件下三参数区间数

的决策模型是笔者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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