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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中首次提出具有动态特征的PＧ数据(Packetdata)模型.PＧ数据模型通过改进 PＧ集合(Packetsets)模型而

得到,其由内PＧ数据(internalPacketdata)与外PＧ数据(outerPacketdata)共同构成.给出了PＧ数据模型与模型结构,
得到了PＧ数据模型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扩展Ｇ萎缩生成定理,进而得到了 PＧ数据推理(Packetdatareasoning)模型与

数据的智能获取定理;最后利用这些概念和结果,给出内PＧ数据智能获取与风险数据估计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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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Ｇdata(Packetdata)modelpossessingdynamiccharacteristicswasproposedforthefirsttimebyimproving
PＧsets(Packetsets)modelinthepaper．ItiscomposedofinternalPＧset(internalPacketdata)andouterPＧset(outer
Packetdata),anditisobtainedbyimprovingpacketsets．PＧdatamodelandmodelstructureweregiveninthispaper．
TheattributeconjunctivenormalformofPＧdatamodelwasgot．Andthen,themodelofPＧdatareasoningandtheintelliＧ

gentacquisitiontheoryemofdatawereobtained．Finally,theseconceptsandresultswereappliedtointernalpacketdata
intelligentacquisitionandriskestimations．
Keywords　PＧsets,PＧdatamodel,Attributeconjunction,PＧdatareasoning,Dataintelligentacquisition,Applications

　

１　引言

２００８年,文献[１Ｇ２]基于一个事实提出了 PＧ集合(packet
sets)的概念,给出了 PＧ集合的理论模型,PＧ集合在动态数据

(动态信息)研究中得到了应用[１Ｇ１９].PＧ集合是由内 PＧ集合

XF－ (internalpacketsetXF－ )与 外 PＧ集 合 XF (outerpacket

setXF)构成的元素集合对,或者称(XF－ ,XF)是 PＧ集合.PＧ集

合具有如 下 动 态 特 征:给 定 有 限 普 通 元 素 集 合 X＝ {x１,

x２,,xq}⊂U,α＝{α１,α２,,αk}⊂V 是X 的属性集合:１)若

在α内补充一些属性后,α变成αF,α⊆αF,则在X 内删除一些

元素后,X 变成内 PＧ集合 XF－ ,XF－ ⊆X.２)若在 X 的属性集

合α内删除一些属性后,α变成αF－ ,αF－ ⊆α,则在 X 内补充一

些元素后,X 变成外PＧ集合XF,X⊆XF.３)若在X 的属性集

合α内补充一些属性,同时删除另一些属性后,α变成αF,同

时α变成αF－ ,αF－ ⊆α⊆αF,则X 变成内PＧ集合XF－ ,同时X 变

成外PＧ集合XF,XF－ ⊆X⊆XF;如果在α内删除属性、补充属

性的过程连续发生,则 X 变成多个元素集合对(XF－
１ ,XF

１ ),

(XF－
２ ,XF

２),,(XF－
n ,XF

n),(XF－ ,XF),其中任意一个集合对称

作X 生成的 PＧ集合;所有元素集合对构成 PＧ集合族{(XF－
i ,

XF
j )|i∈I,j∈J}.在一定条件下,PＧ集合(XF－ ,XF)被还原成

有限普通集合X,PＧ集合中的元素与它的属性满足属性合取

范式.PＧ集合的动态特征与数据Y 之内的冗余数据元yi∈Y
从Y 内删除,数据Y 之外的数据元yj⋷Y 入侵到Y 内后具有

相同的动态特征.数据Y 之内的冗余数据元yi∈Y 被删除,
通过数据采集得到的数据Y 与Y 内优选数据元构成了新的

数据 YF－ (未被优选的数据元从Y 内删除).数据Y 之外的数

据元yj⋷Y 入侵到Y 内构成新数据YF.本文采用数据集合

Y 代替PＧ集合中的元素集合 X,来改进 PＧ集合理论模型,提
出PＧ数据模型.PＧ数据模型中的数据元yi 与它的属性满足:
属性合取范式;或者,PＧ数据模型中的数据元yi 与它的属性

之间的逻辑关系和PＧ集合中的元素xi 与它的属性之间的逻

辑关系相同.PＧ数据模型由内 PＧ数据模型与外 PＧ数据模型

共同构成.本文给出了内 PＧ数据模型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

的扩展生成;给出了外PＧ数据模型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的萎

缩生成;给出了内 PＧ数据推理结构、外 PＧ数据推理结构与 PＧ



数据推理结构.利用这些研究,还给出了内 PＧ数据智能获取

与它在风险数据估计中的应用.PＧ数据模型是 PＧ集合理论

模型应用的新研究、新结果.
本文第２节介绍PＧ集合的结构与特征,以及PＧ集合存在

的事实与例子,给出PＧ集合中元素xi 与它的属性之间满足属

性合取范式的表示;第２节中的所有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２　PＧ集合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

文献[１Ｇ２]给定有限普通元素集合X＝{x１,x２,,xq}⊂

U,α＝{α１,α２,,αk}⊂V 是X 的属性集合,称XF－ 是 X 生成

的内PＧ集合,简称XF－ 是内PＧ集合,而且:

XF－ ＝X－X－ 　 (１)

X－ 称作X 的FＧ元素删除集合,而且:

X－ ＝{x|x∈X,f
－ (x)＝u⋷X,f

－
∈F} (２)

如果XF－ 的属性集合αF 满足:

αF＝α∪{αi′|f(βi)＝αi′∈α,f∈F} (３)

其中,βi∈V,βi⋷α;f∈F 把βi 变成f(βi)＝α′i∈α,XF－ ≠Ø.

式(１)中,XF－ ＝{x１,x２,,xp},p≤q;p,q∈N＋ .
给定有限普通元素集合X＝{x１,x２,,xq}⊂U,α＝{α１,

α２,,αk}⊂V 是X 的属性集合,称 XF 是X 生成的外 PＧ集

合,简称XF 是外PＧ集合,而且:

XF＝X∪X＋ (４)

X＋ 称作X 的FＧ元素补充集合,而且:

X＋ ＝{u|u∈U,u⋷X,f(u)＝x′∈X,f∈F} (５)

如果XF 的属性集合αF－ 满足:

αF－ ＝α－{βi|f
－ (αi)＝βi⋷α,f

－
∈F} (６)

其中,αi∈α,f
－
∈F 把αi 变成f

－(αi)＝βi⋷α;αF－ ≠Ø;式(４)中,

XF＝{x１,x２,,xr},q≤r;q,r∈N＋ .

由XF－ 与XF 构成的元素集合对称作元素集合X 生成的

PＧ集合(packetsets):

(XF－ ,XF) (７)

X 称作PＧ集合(XF－ ,XF)的基集合,即基础集合(groundset).
式(３)给出:

αF
１⊆αF

２⊆⊆αF
n－１⊆αF

n 　 (８)
得到满足式(８)的内PＧ集合:

XF－
n ⊆XF－

n－１⊆⊆XF－
２ ⊆XF－

１ (９)
式(６)给出:

αF－
n ⊆αF－

n－１⊆⊆αF－
２ ⊆αF－

１ (１０)
得到满足式(１０)的外PＧ集合:

XF
１⊆XF

２⊆⊆XF
n－１⊆XF

n (１１)
利用式(９)、式(１１)得到:

{(XF－
i ,XF

j )|i∈I,j∈J} (１２)
式(１２)称作X 生成的PＧ集合族,即PＧ集合的一般表达形式.

定理１(PＧ集合第一还原定理)　若F＝F＝Ø,则 PＧ集合

被还原成有限普通元素集合X,或者:

(XF－ ,XF)F－＝F＝Ø＝X (１３)
定理２(PＧ集合第二还原定理)　若F＝F＝Ø,则 PＧ集合

族被还原成有限普通集合X,或者:

{(XF－
i ,XF

j )|i∈I,j∈J}F－＝F＝Ø＝X (１４)

特别说明:１)在式(１)－式(７)与式(１２)中,U 是有限元素

论域,X 是U 上的有限普通元素集合(有限普通经典集合);V

是有限属性论域.２)F＝{f１,f２,,fn},F＝{f
－

１,f
－

２,,

f
－

m}是元素(属性)迁移族,f∈F,f
－
∈F 是元素(属性)迁移.

f∈F 的特征是:对于元素xi∈U,xi⋷X,f∈F 把xi 变成

f(xi)＝xi′∈X;对于属性β∈V,β⋷α,f∈F把β变成f(β)＝

α′∈α;f
－
∈F 的特征是:对于元素xi∈X,f

－
∈F 把xi 变成

f
－ (xi)＝ui′⋷X,对于属性αi∈α,f

－
∈F 把αi 变成f

－ (αi)＝

βi⋷α.元素(属性)迁移是变换(函数)的概念.

PＧ集合的属性合取特征如下.

给定有限普通元素集合X＝{x１,x２,,xq}⊂U,α＝{α１,

α２,,αk}⊂V 是X 的属性集合,∀xi∈X 的属性αi 满足属性

合取范式:

αi＝α１∧α２∧∧αk (１５)

给定内 PＧ集 合 XF－ ＝ {x１,x２,,xp}⊂U,αF ＝ {α１,

α２,,αk,αk＋１,,αm}⊂V 是XF－ 的属性集合,∀xi∈XF－ 的属

性αi 满足属性合取范式扩展:

αi＝(α１∧α２∧∧αk)∧αk＋１∧αk＋２∧∧αm (１６)

给定外 PＧ集 合 XF ＝ {x１,x２,,xr}⊂U,αF－ ＝ {α１,

α２,,αλ}⊂V 是XF 的属性集合,∀xj∈XF 的属性αj 满足

属性合取范式萎缩:

αj ＝(α１∧α２∧∧αn∧αn＋１∧∧αk)－(αn＋１∧

αn＋２∧∧αk)

＝α１∧α２∧∧αn (１７)

给定PＧ集合(XF－ ,XF),(αF,αF－ )是(XF－ ,XF)的属性集

合,∀xi∈XF－ 的属性αi,∀xj∈XF 的属性αj 满足:

(αi,αj)＝((∧
k

t＝１
αt)∧

m

t＝k＋１
αt,∧

k

t＝１
αt－ ∧

k

t＝λ＋１
αt) (１８)

其中,αi＝(∧
k

t＝１
αt)∧

m

t＝k＋１
αt,αj＝∧

k

t＝１
αt－ ∧

k

t＝λ＋１
αt.

约定:在第３－４节中,用Y,YF－ ,YF 分别代替第２节中的

元素集 合 X、内 PＧ集 合 XF－ 、外 PＧ集 合 XF,或 者,Y＝X,

YF－ ＝XF－ ,YF ＝XF;用yi,yf
－

j ,yf
λ 分别代替第２节中的元素

xi∈X,xj∈XF－ ,xλ∈XF,或者,yi＝xi,yf
－

j ＝xj,yf
λ ＝xλ.Y,

YF－ ,YF 分别具有属性集合α,αF,αF－ .把第２节中的 PＧ集合

理论模型(１)－(７)改进为能被应用的PＧ数据模型.利用第２
节中的式(１)－式(７)、式(１２)、式(１５)－式(１８),在第３节中

给出PＧ数据模型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扩展Ｇ萎缩生成.

３　PＧ数据模型与它的属性合取范式扩展Ｇ萎缩生成

定义１　称Y 是元素集合X＝{x１,x２,,xq}生成的数

据集合,α＝{α１,α２,,αk}是Y 的属性集合.

Y ＝{y１,y２,,yn}

＝{∑
q

i＝１
yi,１,∑

q

i＝１
yi,２,,∑

q

i＝１
yi,n} (１９)

其中,针对Y 内的每一个yi,yi＝{yi,１,yi,２,,yi,n},yi 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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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xi∈X 具有的n 维数值,i＝１,２,,q;∀yλ,t∈yi,yλ,t∈

R＋ .

定义２　称YF－ 是内PＧ集合XF－ ＝{x１,x２,,xp}生成的

内PＧ数据,αF＝{α１,α２,,αm}是YF－ 的属性集合.

YF－ ＝{yf
－

１ ,yf
－

２ ,,yf
－

n }

＝{∑
p

i＝１
yi,１,∑

p

i＝１
yi,２,,∑

p

i＝１
yi,n} (２０)

式(１９)、式(２０)中,p≤q,p,q∈N＋ .

定义３　称YF 是外 PＧ集合 XF＝{x１,x２,,xr}生成的

外PＧ数据,αF－ ＝{α１,α２,,αn}是YF 的属性集合.

YF ＝{yf
１,yf

２,,yf
n}＝ {∑

r

i＝１
yi,１,∑

r

i＝１
yi,２,,∑

r

i＝１
yi,n}(２１)

式(１９)和式(２１)中,q≤r,r,q∈N＋ .

式(１９)－式(２１)表明:根据第２节中的式(１)－式(３),

YF－ 是在Y 内删除了数据yp＋１,yp＋２,,yq 后得到的.根据

第２节中的式(４)－式(６),YF 是在Y 内补充了数据yq＋１,

yq＋２,,yr 后得到的.

定义４　 由YF－ 和YF 构成的数据集合对称作 PＧ集合

(XF－ ,XF)生成的PＧ数据:

(YF－ ,YF) (２２)

式(１９)－式(２２)称作PＧ集合生成的PＧ数据模型.

定理３(内PＧ数据生成与属性合取范式扩展定理)　内PＧ

数据YF－ 被数据Y 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yf
－

i ∈YF－ 的属性

αi∈αF 是yλ∈Y 的属性合取范式扩展,或者:

αi＝(∧
k

t＝１
αt)∧

m

t＝k＋１
αt (２３)

其中,αλ＝∧
k

t＝１
αt 是yλ∈Y 的属性合取范式,α＝{α１,α２,,αk}

是Y 的属性集合.

证明:因为Y 代替X,Y 与X 具有相同的属性集合α;类

似地,YF－ 与XF－ 具有相同的属性集合αF.１)给定数据集合Y,

α＝{α１,α２,,αk}是Y 的属性集合;给定数据集合YF－ ,αF ＝

{α１,α２,,αm}是YF－ 的属性集合.由式(１５)得:∀yj∈Y,yj

的属性集合αj＝α１∧α２∧∧αk＝∧
k

t＝１
αt;由式(１６)得:∀yf

－

i ∈

YF－ 的属性集合αi＝(α１∧α２∧∧αk)∧αk＋１∧∧αm ＝(∧
k

t＝１

αt)∧
m

t＝k＋１
αt,从而得到式(２３).２)∀yf

－

i ∈YF－ 的属性集合αi 满

足式(２３),或者αi＝(∧
k

t＝１
αt)∧

m

t＝k＋１
αt,或者αi＝α１∧α２∧∧αk∧

αk＋１∧∧αm＝{α１,α２,,αk,αk＋１,,αm};由定义２可知YF－

是内PＧ集合XF－ 生成的内 PＧ数据,或者YF－ 是Y 生成的内 PＧ
数据.由１)、２)得到定理３成立.

定理４(外PＧ数据生成与属性合取范式萎缩定理)　外PＧ
数据YF 被数据Y 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是yf

j ∈YF 的属性

αj∈αF－ 是yλ∈Y 的属性合取范式萎缩,或者:

αj＝∧
k

t＝１
αt－ ∧

k

t＝n＋１
αt (２４)

证明:与定理３类似,略.

推论１　PＧ数据(YF－ ,YF)被数据Y 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

是yf
－

i ∈YF－ 的属性αi∈αF 是yλ∈Y 的属性合取范式扩展,同

时yf
j∈YF 的属性αj∈αF－ 是yλ∈Y 的属性合取范式萎缩,

或者:

(αi,αj)＝(((∧
k

t＝１
αt)∧

m

t＝k＋１
αt),(∧

k

t＝１
αt－ ∧

k

t＝n＋１
αt)) (２５)

式(２５)中αi＝(∧
k

t＝１
αt)∧

m

t＝k＋１
αt,αj＝∧

k

t＝１
αt－ ∧

k

t＝n＋１
αt.

推论２　数据Y 生成的所有 PＧ数据(YF－
i ,YF

j ),(YF－
i ,YF

j )
构成PＧ数据族,或者:

{(YF－
i ,YF

j )|i∈I,j∈J} (２６)
利用第２节中的PＧ集合结构与第３节中的PＧ数据模型,

在第４节中给出PＧ数据的动态智能获取与应用.

４　PＧ数据的动态智能获取与应用

４．１　PＧ数据推理与推理结构

定义５　称:

ifαF
k ⇒αF

k＋１,thenYF－
k＋１⇒YF－

k (２７)

是内 PＧ数据生成的内 PＧ数据推理.αF
k ⇒αF

k＋１称作内 PＧ数据

推理条件,YF－
k＋１⇒YF－

k 为内PＧ数据推理结论.

式(２７)中,αF
k 和αF

k＋１分别是内 PＧ数据YF－
k 和YF－

k＋１的属性

集合;αF
k ⇒αF

k＋１与αF
k ⊆αF

k＋１等价;YF－
k＋１⇒YF－

k 与YF－
k＋１⊆YF－

k 等价.
定义６　称:

ifαF－
k＋１⇒αF－

k ,thenYF
k ⇒YF

k＋１ (２８)

是外PＧ数据生成的外 PＧ数据推理.αF－
k＋１⇒αF－

k 称作外 PＧ数据

推理条件,YF
k ⇒YF

k＋１为外PＧ数据推理结论.

式(２８)中,αF－
k 和αF－

k＋１分别是外 PＧ数据YF
k 和YF

k＋１的属性

集合;αF－
k＋１⇒αF－

k 与αF－
k＋１⊆αF－

k 等价;YF
k ⇒YF

k＋１与YF
k ⊆YF

k＋１等价.
定义７　称:

if(αF
k ,αF－

k＋１)⇒(αF
k＋１,αF－

k ),then(YF－
k＋１,YF

k)⇒(YF－
k ,YF

k＋１)
(２９)

是PＧ数据生成的PＧ数据推理.(αF
k ,αF－

k＋１)⇒(αF
k＋１,αF－

k )称作外

PＧ数据推理条件,(YF－
k＋１,YF

k)⇒(YF－
k ,YF

k＋１)称作外PＧ数据推理

结论.式(２９)中,(αF
k ,αF－

k＋１)和(αF
k＋１,αF－

k )分别是 PＧ数据(YF－
k ,

YF
k＋１)和(YF－

k＋１,YF
k)的属性集合;(αF

k ,αF－
k＋１)⇒(αF

k＋１,αF－
k )与αF

k ⊆

αF
k＋１,αF－

k＋１⊆αF－
k 等价;(YF－

k＋１,YF
k )⇒(YF－

k ,YF
k＋１)与YF

k ⊆YF
k＋１,

YF－
k＋１⊆YF－

k 等价.
由定义５－定义７得到以下３个结论,这些结论在数据

智能获取中得到应用.

结论１　若给定属性集合αF
k ,αF

k＋１与内P 数据YF－
k ,则满

足αF
k ⇒αF

k＋１的未知内PＧ数据YF－
k＋１在内PＧ数据YF－

k 内被智能获

取,YF－
k＋１⊆YF－

k .

结论２　若给定属性集合αF－
k ,αF－

k＋１与外 PＧ数据YF
k ,则满

足αF－
k＋１⇒αF－

k 的未知外 PＧ数据YF
k＋１在外 PＧ数据YF

k 外被智能

获取,YF
k ⊆YF

k＋１.

结论３　若给定属性集合(αF
k ,αF－

k＋１),(αF
k＋１,αF－

k )与PＧ数据

(YF－
k ,YF

k ),则 满 足 (αF
k ,αF－

k＋１)⇒ (αF
k＋１,αF－

k )的 未 知 PＧ数 据

８７１ 计 算 机 科 学 　２０１８年



(YF－
k＋１,YF

k＋１)在 PＧ数据推理中被智能获取,YF－
k＋１⊆YF－

k ,YF
k ⊆

YF
k＋１.

内PＧ数据推理、外PＧ数据推理与PＧ数据推理是分别通过

改进内PＧ推理[５]、外PＧ推理[５]与PＧ推理[５]得到的.

４．２　PＧ数据推理模型与数据智能获取Ｇ风险识别的应用

约定:为了简单而又不失应用的一般性,本节只给出内

PＧ数据模型与数据智能获取Ｇ风险识别的应用;外PＧ数据模型

与数据智能获取Ｇ风险识别的应用、PＧ数据模型与数据智能获

取Ｇ风险识别的应用省略.Q 是生产石油Ｇ化学产品的集团公

司,Q＝{Q１,Q２,Q３,Q４,Q５},Qi∈Q 是Q 的子公司,i＝１,２,

３,４,５;α＝{α１,α２,α３}是Q的属性集合(Q 的产品市场特征集

合).鉴于商业秘密,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分别用 Q 和Qi 表

示;Q和Qi 的名称从略.属性(市场特征)分别用α１,α２,α３ 表

示;α１,α２,α３ 的名称从略.Y 和Yi 分别是Q 和Qi 在２０１０年

１月－６月的利润构成的利润离散数据分布数据集合:Y＝
{Y１,Y２,Y３,Y４,Y５},Yi＝{yi,１,yi,２,yi,３,yi,４,yi,５,yi,６},i＝１,

２,３,４,５.Y 和Yi 中的数值是真实利润值经过技术方法处理

后得到的,但不影响例子的介绍与分析.
表１给出了Q和Qi 的利润离散分布数据Y 和Yi.

表１　集团公司Q、子公司Qi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月的利润Y 和Yi

的离散分布

Table１　DiscratedistributionsofprofitsY,Yiofgroupcompany

QanditssubsidiaryQifromJanuarytoJunein２０１０

k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Y１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６２ ０．１８ ０．５４ ０．４４
Y２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３６ ０．６６ ０．５３
Y３ ０．４５ ０．２６ ０．７０ ０．４０ ０．１８ ０．２４
Y４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７７ ０．１６
Y５ ０．２８ ０．４９ ０．３３ ０．５９ ０．８０ ０．４２
Y １．５４ １．６８ ２．５６ ２．２１ ２．９５ １．７９

表１中,Q的利润离散分布数据集合Y＝{y１,y２,y３,y４,

y５,y６}＝{∑
５

i＝１
yi,１,∑

５

i＝１
yi,２,,∑

５

i＝１
yi,６},表１生成的Q 的利润离

散分布矩阵为:

A＝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４５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３５ ０．４９
０．６２ ０．４５ ０．７０ ０．４６ ０．３３
０．１８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６８ ０．５９
０．５４ ０．６６ ０．１８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４４ 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４２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３０)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由于子公司Q３ 的石油管道原油泄漏

而引起火灾,Q３ 的生产厂房变成一片废墟,生产设备损坏.

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子公司Q５ 的煤气(瓦斯)容器因压力超过极

限值而发生爆炸,导致煤气泄漏,６２名工人中毒死亡.风险

属性α４ 与风险属性α５ 入侵属性集合α内,α变成αF:

αF＝α∪{α４,α５}＝{α１,α２,α３,α４,α５} (３１)
其中,α４ 和α５ 分别表示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４日子公司Q３ 的火灾

与２０１１年５月３日子公司Q３ 的爆炸.

在属性集合α变成αF 的条件下,子公司Q３ 与Q５ 停产;

Q的利润离散分布表由表１变成表２;Q的利润离散分布数据

集合:

Y＝{Y１,Y２,Y３,Y４,Y５} (３２)
变成内PＧ数据集合:

YF－ ＝{Y１,Y２,Y４} (３３)

表２　属性集合α４ 和α５ 入侵属性集合α内后集团公司Q 和子公司Qi

在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２月的利润YF－ 和Yf
－
i

Table２　DiscratedistributionsofprofitsYF－ ,Yf
－
i ofgroup

companyQanditssubsidiaryQifromJulytoDecemberin

２０１１withattributesetsα４,α５transformedintoα

k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Y１ ０．４１ ０．３０ ０．６２ ０．１８ ０．５４ ０．４４
Y２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３６ ０．６６ ０．５３
Y４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４６ ０．６８ ０．７７ ０．１６
Y ０．８１ ０．９３ １．５３ １．２２ １．９７ １．１３

在α４ 和α５ 存在的条件下,Q的利润离散分布矩阵为:

AF－ ＝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１９
０．３０ ０．２８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３６ ０．６８
０．５４ ０．６６ ０．７７
０．４４ ０．５３ ０．１６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３４)

数据集合YF－ 的智能获取分析如下:

在属性集合α内补充属性α４ 和α５ 后α变成αF 的条件

下,利用第２节中的式(１)－式(３)、内 PＧ数据推理式(２７)、属

性集合α和αF,由数据集合Y 得到YF－ ;或者:

ifα⇒αF,thenYF－ ⇒Y (３５)

数据YF－ 在满足内PＧ数据推理时被智能获取.如果属性

α４ 和α５ 未出现,则数据YF－ 不被人们知道.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１)在α与αF 满足关系α⊆αF 的条件下,数据集合YF－ 被

内PＧ数据推理从数据集合Y 内智能分离Ｇ挖掘,YF－ ⊆Y.在

YF－ 存在的条件下,Q３ 和Q５ 被智能地从Q内分离到Q 外.

(２)在α与αF 满足关系α⊆αF 的条件下,利润分布矩阵

AF－ 被利润离散分布矩阵 A 智能生成;A 是AF－ 的增广矩阵

(augmentedmatrix).
(３)把α４ 和α５ 定义为“风险属性”;α４ 和α５ 入侵到属性集

合α内,式(３３)中的数据YF－ 被式(３２)中的数据Y 智能生成,

或者,YF－ 是满足内PＧ数据模型即式(２７)的Y 生成.
(４)在“风险属性”α４ 和α５ 入侵到α内后,集团公司Q 的

利润离散数据分布集合Y 变成YF－ ,使得Q的利润产生损失.
这个结论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Q 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中得到

证明.

５　讨论

PＧ集合是通过把动态特征引入到有限普通元素集合 X
(静态元素集合X)内,改进有限普通元素集合 X 而提出的.

文献[１８Ｇ１９]通过改进PＧ集合提出了函数 PＧ集合,或者,称函

数PＧ集合是把动态特征引入有限普通函数集合S(静态函数

集合S)内,改进有限普通函数集合S而得到的.PＧ集合在动

态数据(信息)挖掘、动态数据(信息)识别方面获得了应用;

　　　 (下转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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