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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模糊集属性信息系统的知识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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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糊集属性信息系统的知识获取是一个新的研完领域，与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苯文提出了一 

种新的概念 F一模糊集，给 出了一种在 F一模糊集属性信息 系统 中进行知识获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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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acquisi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 fuzzy sets attributes is a newly developed research 

area，for which the related theory and method are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In this paper．a new concept F—fuzzy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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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属性数据具有经典(crisp)形式的信息系统应用粗糙 

集已有丰富的理论与方法 ]。对于连续属性数据的处理也有 
一 些有效的方法[6] 当信息系统的属性为模糊集时，就要关联 

到模糊集与粗糙集结合的问题，这方面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目 

前还很少，有待进一步的发展[2 ]。de Korvin在文[2]中给出 

了一种对属性具有类似模糊集形式的信息系统知识获取的方 

法，其属性的数据具有模糊集的表示形式，但隶属度是由模糊 

方式导出的经典集合元素形式。这种数据形式在模糊集理论 

应用的很多领域都存在，因此对有关这类数据信息系统知识 

处理的研究具有实际意义。为了更好地处理此类数据本文提 

出了一种 F一模糊集的概念，作为对模糊集的一种补充．给出 

了相关的运算。同时，给出了一种对属性为F一模糊集形式的 

信息系统知识获取的方法。 

2 F一模糊集 

文[2]中处理的是一个医学诊断的信息表(文[2]的表1)， 

在表中的条件属性数据(c ，f2)和决策属性数据( )有如下表 

示 ： 

f1=not likely／L + likely／S 

f2一not likely／H + very likely／P 

d~not likely／DA + somewhat likely／DB 

其中，L，S，H，P表示一些特征，DA，DB表示病症的类型。 

not likely，likely等表示又由多项真实因素与可信因素对确 

定 ，如 ： 

not likely一0．9／0、2+0．8／0 3+0．2／0、4 

likely=0．9／0．8+O．8／0．9+O、2／0、6 

式中符号“／”两侧的数据表示真实因素与可信因素的隶属度 

值(在[O，1]范围取值)，加号“+”模糊集表示的加号具有同样 

意义。 

这种类型的数据具有模糊集合的表示结构，但相应的隶 

属度表示为经典集合形式而不是在[0，1]范围取实数值的模 

糊集合隶属度形式。 

对实际应用而言，这样的表示形式有两方面的不足。一个 

不足是数据丢失很多信息，如“not likely”等元素的确定是在 

主观性认定下的结论，而不是原始数据本身。另一个不足是导 

致在对信息系统处理时部分地采用对经典集合数据处理的方 

法，不能准确体现数据问的关系。 

文[2]中要处理的数据实际是模糊集中隶属度为模糊集 

的情况。该文之所以对数据采取那样的表示形式是由于在现 

有的模糊集合理论与方法中没有述及关于此类数据的工具和 

方法。针对这样的问题，下面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概念：F一模糊 

集，作为对模糊集的补充。 

定义1 在论域 上给定映射 ： —F，F为论域 上 

的模糊集合族，称 为 F一模糊集。 

例如对于论域 U一{z ，zz，⋯，z }，和论域 V一{Y ，Y ， 
⋯ ，Y }，一个F一模糊集 可表示为A—A ／x +A ／x +⋯+ 

／z 。其中， ．= ．(y1)／y +A．( )／y2+⋯+ ．( )／y ( 

一1，2，⋯，n)。即每个 为论域 上的模糊集。下面即是一个 

F一模糊集合的具体例子： 
一 (0 2／y +0、9／y2+0．3／y3)／x +(0．81y +0．6／y2+ 

0·5／ya)／xa+(0．5／y +0．6／y2+0．7／y3)／x3+(0．3／ 

j，1+0-2／ya+0 8／y3)／zt 

F一模糊集 A也可形式地写为 

A一厶 厶 ( ．(Y，)／Y，)／x． 
ix 1 』兰 1 

记F一模糊集合的全体为F(U，V)，对于 F( ，V)中的F一 

模糊集合的写法在本文以下内容中采用与相应模糊集合一致 

的方式。如F一模糊集 ，对应的诸模糊集为 ，B所对应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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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集为等 B 。其表示式为： 

A—A1／z1+A2 zz+⋯ +A ／z 

B—B LjI B ⋯ B ?z 

C—C L C t ⋯ C 

● ● ● ● 一

。 

以下对F一模糊集定义几种基本的运算。 

定义2 设 A，B∈F( 。 )，若对每一个 i部有 A B 

则称 A包含 B，记作 A B。 

定义5 设 A，B∈F( ，V)，若对每一个 i都有 A 一B ， 

则A称与 B相等，记作 A—B。 

定义4 设 A，B，C∈F(U， )，若V Y∈V对每一个 i都 

有 C ( )一A，( )V B ( )即C，( )一max(A ( )，B ( ))，则称 

c为A与 B的并，记作c—AUB。 

定义5 设 A，B，c∈F( ， )，若V Y∈V对每一个 i都 

有 C，( )一A( )̂ B ( )即 C ( )一rain(A ( )，B ( ))．则称 

c为 A与B的交，记作 c—AnB。 

定义6 设 A，B∈F( ， )，若对每一个 i都有 B，一A ， 

则称 B为 A的补集，记作 B—A 。 

定义7 设 A，B∈F( ， )，称 A—B—An 为A与B 

的差集。 

可见，关于 F一模糊集的运算都可转化为相应的模糊集的 

运算。因此，在这种定义下有关模糊集的其它一些运算都适应 

于F一模糊集，以下给出关于 F一模糊集的几种运算性质，利用 

模糊集的运算性质可以推出，这里证明从略。 

幂等律：AUA=A，AnA—A 

交换律：AUB—BUA，AnB—BnA 

结合律 ：(AUB)UC—AU(BUC) 

(AnB)nC—An(BNC) 

分配律：(AUB)nc一(Anc)U(Bnc) 

(AnB)UC一(AUC)n(BUC) 

吸收律 ：(AUB)nA—A 

(AnB)UA—A 

对偶律：(AUB) 一A n 

(AnB)‘一A U 

研究集合的距离度量与相似度量对于理论发展和实际应 

用具有意义。这里以模糊集间的距离度量与相似度量为基础 

给出F一模糊集间的距离度量与相似度量。 

设 A，B∈F( ， )，其距离可表示为： 

1 1  

D(A，B)一 厶 D(A ，B ) 
一 1 

其相似度可表示为： 

1 

S(A，B)一 2_JS(A ，B ) 
l一 1 

其 中，D(A ，B，)、S(A，B )分别表示相应模糊集的距离和相 

似度。 

5 F一模糊集属性信息系统的知识获取 

模糊集合问确定的包含和可能的包含反映着知识的关 

系。计算包含度的以下公式被应用于文[2]，在其它文中也有 

应用： 

I(ACB)一rain max{1一A(z)，B(z)} (1) 

(A#B)一max rain{A(z)，B(z)} (2) 
f 

其中，A，B为模糊集合，A(z)，B(z)分别为 A，B的隶属度函 

数。I(ACB)表示 B对 A的确定的包含程度。J(A#B)表示 

B对A可能的包含程度。 

对于F一模糊集而言，相当于把模糊集的隶属度函数用另 

·】32 · 

一 个模糊集代替，所以集合间确定的包含度和可能的包含度 

对应于(1)式和(2)式应是一种模糊集表示。为此，对于 F一模 

糊集这里给出如下的确定的包含度和可能的包含度算式： 

rain IIlax{1一A ( ，)，B (Yj)} 

FI( 1CB)一 厶 —— ——————————————一  (3) 
，：1 Y 

F (广1#B)一∑ 
，： 1 

其中，以，B为 F一模糊集合，(3)、(4)式的等号右端为模糊集表 

不 。 

如果把F一模糊集中的模糊集写为向量形式，则对于一个 

F一模糊集合 A有： 

A一∑∑(A，( ，)／yj) ， 
⋯ 1 1 

一 ∑(A，(y1)，A ( 2)，⋯，A，( )) ， 
一 (A1( 1)，A1( 2)，⋯ ，Al( ))／z1+ 

(A2( 1)，A2( 2)⋯ ，A2( ))／z2+ 

(A ( 1)，A ( 2)，⋯，A ( ))／z (5) 

若把上式(即(5)式)进一步省略去 z，，则 F一模糊集合 A可写 

为 × 阶矩阵式： 

A1( 1) A1( 2) ⋯ A1( ) 

A2( 1) A2( 2) ⋯ A2( ) 

A ( 1) A ( 2) ⋯ A ( ) 

有了矩阵表示，F一模糊集合 A也可写为矩阵与向量的积的形 

式 ： 

A— X lr 

其中，x一(z1，z2，⋯，z )，】，=( 1，y2，⋯，y )。Y 为 y的转置 

向量。 

例1 设 F一模糊集合为： 

A一(0．8／y1+0．5／y2+0．3／y3)／xI+ 

(O．7／y1+0．6／y2+0．5／y 3)／x2+ 

(0．9／y1+0．6／y2+0．7／y3)／x3+ 

(0．1 1+0．Z／y2+0．8／y3)／xt+ 

(0．Z／y1+0．9／y2+0．7／y3)／x5 

则其向量形式为： 

A一(0．8，0．5，0．3)／z1+(0．7，0．6，0．5)z2 

+(0．9，0，6，0．7)／z3+ (0．1，0．2，0．8)／z +(0．2， 

o．9，0．7)／z5 

对应的矩阵为： 

0．8 

0．7 

0．9 

0．1 

0．2 

0．5 

0．6 

0．6 

0．2 

0．9 

0．3 

0．5 

0．7 

0．8 

0．7 

F一模糊集合的矩阵表示相当于把模糊集合向量表示的一 

维扩展到二维。在一定意义上，F一模糊集合即是二维模糊集 

合。 

另一方面，在给出一定的运算法则下，利用矩阵运算可进 
一

步研究与 F一模糊集合相关的理论和应用。 

表1给出的是一个医疗分析信息表，，J，S和 H，P分别表 

示病例的特征，A和 B分别表示病症。其中的模糊集表示依 

照一定的衡量方式所得到的关于病例z，( 一1，2，⋯，5)对于 

有关特征和病症的一种模糊确定。这种模糊确定比结论性的 

指标更充分利用客观数据。 

(下 转第 】4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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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P)，基本处所短语(BNS)，基本名词短语(BNP)和基本动 

词短语(BVP) 一种组块类型有两种边界标记，加上不属于任 

何组块类型的边界标记 O，一共定义了1 5种汉语组块类型边 

界标记。 

本文仅使用了词、词性信息。在将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 

将结合语义、搭配、共现的知识，以取得更好的汉语组块识别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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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F一模糊集属性信息系统表，在这个表中 Condi— 

tion 1和Condition2为条件属性．Decision为决策属性。 

本文以考察有关特征和病症的关系来说明关于 F一模糊 

集属性信息系统的知识获取方法。 

由表1可以得到 ： 

L一(0．2，0．3，0．2)／x +(0．3，0． 

(0．9，0．6，0．7)／x3+(0．9．0． 

(0．2，0．3．0．3)／x 

S一(0．8，0．8，0．2)／x1+(0．9，0． 

(0．3，0．2，0．2)／z +(0．9，0． 

(0．9，0．6，0．8)／z 

H一(0．4，0．3，0．2)／x +(0．4，0 

(0．9，0．7，0．5)／x3+(0．1，0 
(0．1．0．3，0．2)／x 

3，0．2)／x2+ 

6．0．7)／x + 

7，0．7)／x2+ 

8，0．5)／x‘+ 

3，0．1)／x2+ 

3，0．2)／x‘+ 

8，0．2)／x2+ 

6，0．8)／x‘+ 

8，0．2)／x2+ 

7，0．6)／x‘+ 

B一(0．9，0．7，0．6)／x1+(0．9，0．7，0．6)／z + 

(0．8，0．8，0．3)／x3+(0．3，0．2，0．2)／x + 

(O．4，0．1，0．2)／x5 

这是一种病例对诸特征和病症的支持度的F一模糊集合 

表示。若要考察某些特征对病症的必然或可能的关联程度用 

式(3)和(4)即可得到。下面仅就特征 和 H对于病症 必 

然和可能的关联程度进行计算。 

nH一(O．2，0．3，0．2)／xl+(O．3，0．3，0．1)／z + 

(0．9，0．6，0．5)／x3+(0．1，0．3，0．2)／x + 

·146 · 

(0．1，0．3，0．2)／x5 

表示同时具有特征 和 H 的 F一模糊集。利用式(3)和(4)可 

以得到： 

FI(( nH)c )一(O．8．0．7，0．5) 

FJ(( nH)# )一(O．9，0．8，0．6) 

结论 本文提出了F一模糊集的概念，给出了利用F一模糊 

集在信息系统中进行知识获取的方法。模糊集合是对经典集 

合的补充，解决了由经典集合难以表示和解决的问题。F一模糊 

集是对模糊集的补充，以解决在实际应用中直接利用模糊集 

难以解决的问题 文中对 F一模糊集导出的矩阵表示对于理论 

研究及应用具有一定意义。利用矩阵表示和运算对 F一模糊集 

属性信息系统规则约简和属性约简是本项目进一步研究的一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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