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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语言值直觉模糊的金融决策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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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处理金融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信息，采用直觉格值的方法来表达语言值。基于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系统，改 

进了一个个人金融决策辅助系统模型。该系统的推理方法是将直觉模糊逻辑近似推理方法进行扩展 ，通过使 用相似 

度的方法来处理模糊问题，实现了一种较为理想的不确定性推理方法。最后给出了一个实例，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方法 

可以灵活有效地处理金融决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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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Reasoning Method of 6-element Linguistic Truth。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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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cess the information with uncertainty in the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the present work uses 

the intuitionistic lattice implication algebra which can deal with the linguistic truth-valued．Based on the linguistic truth- 

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logic，a new model of personal financia1 decision auxiliary system was established．Reasoning 

mechanism of the system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intuitionistic fuzzy logic and approximate reasoning method with the 

similarity method．To deal with the fuzzy problem，an uncertainty reasoning method was achieved．An example was gi- 

ven，which illu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is flexible and effective when handling the financial decision-mak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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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对不确定性信息的表示和处理上，经典逻辑以及带一 

种否定的逻辑已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求。对此，研究者们 

提出了直觉模糊集理论I1]。与经典的模糊集理论相比，直觉 

模糊集增加了非隶属度和犹豫度，这样就可以相对全面地刻 

画客观世界的模糊性本质。 

知识的表示以及处理等是知识工程的基础。在知识表示 

方面，许多研究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年志 

刚等提出了混合知识表示和神经网路知识表示，并做了推理 

研究 ]；张传宏、傅秀芬等提出了产生式结合关系数据库的方 

法表示知识[3]，把专家系统理论知识应用于成绩分析系统中； 

郑宏亮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十元格蕴涵代数 的知识表示方 

法[4]。在直觉模糊推理方面，雷英杰、王宝树等人基于模糊推 

理提出了直觉模糊近似推理_5 ；夏佩伦等人对基于直觉模糊 

相似度量的近似推理方法做了许多研究[6 ]；林娟等人基于集 

合的上下近似给出了一种粗糙集间的相似度量方法l_9 ；范成 

礼等将直觉模糊粗糙集应用于多属性决策问题，提出了基于 

改进的直觉模糊粗糙集相似度的多属性决策方法[1 。 

然而，用数值运算处理带有不确定性信息问题的模糊集 

理论具有局限性，因此，出现了基于文字计算的语言值信息的 

处理方法。为了建立一种既能处理不可比信息，又能同时处 

理命题的支持证据和反对证据的不确定性自动推理系统，邹 

丽等学者在格值逻辑系统的框架下建立了 2 元语言真值直 

觉模糊代数，以及基于 2 元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的直觉模糊 

命题逻辑系统，基于该逻辑代数系统做了大量的有关于不确 

定性推理与 自动推理方法的研究l_1 J。刘德山等研究了语 

言真值直觉模糊命题逻辑系统的性质Ⅱ ，得到了其公理及推 

理规则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知识表示，使现实生活中一些不确定 

或犹豫的知识在计算机中能表示、运行，并推理出相应的结果 ， 

更加精确地进行推理、更加方便地解决许多生活中的问题。 

本文基于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系统，研究了在一个金融投 

资决策具体实例中的语言值模糊知识表示及推理，最后改进 

了一个小型的金融决策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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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元语言真值直觉模糊代数 

2．1 直觉模糊集 

在直觉模糊集中，Atanassov[1 采用隶属度和非隶属度表 

示对象隶属于某一集合的程度。形式地，直觉模糊集定义为： 

定义 1_l 设 X是一个给定论域，则 X上的～个直觉模 

糊集 A为A一{( ，M(-z)， ( ))【xEX}，其中 “( )：x[o，1] 

和 (z)：x[o，1]分别代表 A的隶属函数“(z)和非隶属函数 

u( )，且对于A上的所有 ．72∈X，O≤“(z)+ (z)≤1成立。 

在直觉模糊集A中，hA(x)=1一 ( )一vA(x)(z∈U) 

称为 z隶属于A的怀疑度。在 Zadeh的模糊集中，若 uA(x)是 

z隶属于A的隶属度，则 1一 ( )是非隶属度，即 ( z)+ 

i～uA(x)一1。从这个角度来看，直觉模糊集是模糊集的推 

广。 

定义2[ ] 设 A和B是给定论域 X上的直觉模糊子集， 

即 A一{( ， (32)，耽4(z))【 ∈U}和 B一{( ，uB(-z)，vB 

( ))I-z∈U}，则有 

1)AnB一{( ， 4( )A uB( )， (z)V vB( )>} ∈ 

X}； 

2)AUB一 {<32，m (z)V uB(z)，uA(z)八vB(z)>lzE 

X}； 

3)A 一{( ，“A(z)，vA(x))【z∈U}。 

论域 上的所有直觉模糊集的全体记为 JFS(∽ ，且直 

觉模糊集之间有如下序关系：A，B∈，Fs(∽ ，A≤B，当且仅 

当T∈U，uA( )≤uB(x)且 vA(z)≥vB(x)；自然地，A：B当 

且仅当A≤B且 B≥A。 

2．2 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 

LI2 一(V／2 ，U，n)是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l1 。图 1可 

以理解为：{(矗 厂)，( ：， )，⋯，( ，_厂))构成的直线为横轴 ， 

{( l， )，(̂2， )，⋯，(̂ ， )}构成的直线为纵轴 ，则 LJ。 的结 

构图是该坐标系中的图。 

fh ，t) 
(1ln-1 9t) 

(112,0 

(bh0 

(hi，f](h2，0 (hn f)(hn，0 

图 1 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LJz 的结构图 

定义 3E ] 对任意(̂ ， )，( ，厂)∈Lv( ×2】，(( ，￡)，( ， 

_厂))是一个语言值直觉模糊对当且仅当 ≤ 。 

定理 对任意((̂ ， )，( ， ))，(( ， )，( ，．，’))∈ 

LI ，((̂ ，f)，(hi，_厂))≤(( ，f)，( ，厂))当且仅当( ，￡)≤ 

(hk，￡)，且( ，／’)≥( ， )当且仅当 ≤ 且 ≤Z。 

定义 4E 4] 对任意(( ，f)，(̂ ，厂))，((hk， )，(hi， ))∈ 

LI2 ，(( ，f)，(hi，厂))≤ (( ，￡)，(̂ ，厂))当且仅 当 ≤k且 

J≤￡有 

1) ((h ，t)， (hj， ．，’))一 ((hk，t)，(hz，f))一 

((hmin(n,n i+k,n j+f)， )，( (n,n--汁f)，厂))； 

2)(( ，f)，(̂ ，厂))U((hk，￡)，(̂ ，_厂)) ((矗⋯( ， )，t)， 

(̂—|(IⅢ，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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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 ))n((h ，￡)，(A ，_厂))一((矗⋯( ， )， )， 

( i (， ，厂))； 

4)(( ，￡)，(hi，厂)) (( 一 +l，￡)，( 一}1， )。 

定义5 在六元语言真值格蕴涵代数 L 。 一{A，B， 

C，．，，K，S}中，对任意 ((h ，￡)，(hj，_厂))∈Lv(。y2J，((h ， )， 

( ，-厂))称为一个六元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 ，若((矗 ， )，( ， 

_厂))满足( ， ) ≥(hi，_厂)，其中，运算“ ’为L 中的逆序对 

合。 

例 1 在六元语言真值格蕴含代数 c 中(见图2)，对 

于(B，J)，有 B 一K，在图 2中 K≥J，因此，(B，J)是一个六 

元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同理可得，(A，J)，(B，K)，(C，J)， 

(C，K)，(C，S)也是一个六元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因此可得 

出六元语言真值格蕴含代数 Lm 一共有 6个语言真值直 

觉模糊对。 

A 

B 

C 

S 

K 

图2 Lv(3×2)的结构图 

推论 “ 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 LIs一(VI ，U，n)是 

一 个有界分配格(见图 3)，其中，(( ，￡)，( ， ))一(A，J)和 

(( ，f)，( ，，))一(C，S)分别为 Lj 的最大元和最小元。 

(A，J) 

(B，K) 

(C，s) 

(c，J) 

图 3 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 LI6的结构图 

3 基于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的金融决策系统 

下面以一个简单的金融投资辅助决策实际问题为例，来 

说明如何运用六元语言真值直觉格值表达处理模糊知识。这 

个辅助决策程序的作用是根据用户的收入和 目前 的银行存 

款，帮助用户决定是把钱存入银行还是投资到股票市场，一些 

投资者也许会把他们的钱用在这两方面。依据以下原则Ⅲl ： 

(1)投资者如果存款少 ，则不管他们的收入有多少都应该 

存入银行； 

(2)投资者如果存款多且拥有高收入，有可能考虑股票投 

资； 

(3)投资者如果有较多存款且收入不低，则把多余的钱大 

部分用于买股票，少部分用于存款； 

(4)投资者如果有较少存款且收入不低 ，则把多余的钱大 

部分用于存款，少部分用于买股票。 

注：如果投资者的收入低或收入很少，则视其为无多余的 

钱。 

谓词符号采用大写字母，函词符号采用小写字母。以个 

人为论域，对于任意 X 属于论域，引入必要的函词和谓词。 

规定： 

MUCH(savings(X))：表示 X的存款 ； 

MUCH(income(X))：表示 X的收入； 



 

INVEsTMENT(X，stocks)：表示用于买股票； 

INVESTMENT(X，savings)：表示用于存款； 

M0RE(mf stocks(X)，mf savings(X))：表示用于股票的 

钱多于用于存款的钱； 

MORE(mf savings(X)，mf stocks(X))：表示用于存款的 

钱多于买股票的钱。 

(1)X的存款多的真值表示：(( 3，T)，( ，F))MUCH 

(savings(X))； 

(2)X的存款较多的真值表示：(( z，T)，(̂s，F))MUCH 

(savings(X))； 

(3)X的存款较少的真值表示 ：((矗 ，T)，( z，F))MUCH 

(savings(X))； 

(4)X的存款少的真值表示：(( ，T)，( ，F))MUCH 

(savings(X))； 

(5)X的收入多的真值表示：((矗。，T)，(h。，F))MUCH 

(income(X))； 

(6)X的收入较多的真值表示 ：((矗z，T)，( s，F))MUCH 

(income(X))； 

(7)X的收入较少的真值表示 ：(( 1，丁)，( 2，F))MUCH 

(income(X))； 

(8)X的收入很少的真值表示 ：(( ，T)，( 1，F))MUCH 

(income(X))。 

将不同的投资策略用逻辑表达式来表示，规则(1)可表示 

为： 

((hi，丁)，(hl，F))MUCH (savings(X))一 INVEST 

MENT(X，savings)。 

同样，规则(2)可表示为： 

((̂3，T)，(h3，F))MUCH(savings(X))八(((h3，丁)， 

(̂3，F))MUCH(income(X))— INVESTM ENT(X，stocks)。 

规则(3)可表示为： 

((h2，T)，( ，F))MUCH(savings(X))八((h2，丁)，( 3， 

F))MUCH(income(X))— INVEsTMENT(X，stocks)A IN— 

VESTMENT(X，savings)八M0RE(mf stocks(X)，mf sa_ 

vings(X))。 

规则(4)可表示为： 

((hi，T)，(h2，F))MUCH(savings(X))八((h2，T)，(ha， 

F))MUCH(income(X))— INVESTMENT(X，stocks)^IN— 

VEsTMENT(X，savings)^ M0RE (mf savings(X)，mf 

stocks(X))。 

3．1 基于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的金融决策知识推理 

3．1．1 语 言真值 直觉模 糊相似性测度 的公理化 定义 

定义 6 在语言真值模糊格 LJz 中，对于任意直觉格值 

A一((hi， )，(hi，厂))，B一((hk，t)，(hf，_厂))∈LI2 ，距离 

d(A，B)一l i— k l+ l — z f，相 似 度 S(A，B) 一 

f((h1 一 j，￡)，( ，厂))， O≤ d≤ 扎一1 

【((hl，￡)，(hi2 1 J，，))， 一1< ≤ 2( ～1) 

性质 1 在语言真值直觉模糊格上(如图 3所示)，语言 

真值直觉模糊格值 A一(( ， )，( ，_厂))，B一(( ，￡)，( ， 

厂))∈LIz 有如下性质： 

(1)((hi， )，(̂l，厂))≤S(A，_B)≤(( ，￡)，(h ，，))； 

(2)若 (̂ ，￡)一( ， )，(hi，，)一( ，_厂)，贝0 S(A，B)一 

(( ， )，( ，，))当且仅当A=B； 

(3)S(A ，B)一 S(B，A)； 

(4)S(A，B)一((h1，f)，( 1，厂))当且仅当 A=(( 】，￡)， 

(̂1，厂))，B一(( ，￡)，( ，厂))或 A一((̂ ，￡)，( ，_厂))，B一 

((九1， )，(hi，，))； 

(5)若 A≤B≤c，则 s(A，C)≤minVS(A，B)，S(B，c)]。 

证明：(1)根据定义 6，相似度 

sc 一 -al

，

,t),

(hi ， 三 1 1 【(( 
1 ， )， 2 一d一1，

．，))， 一 <d≤，、2( 一 ) 

当 d=0时，S(A，B)最大，为 ((h ，￡)，(h ，厂))；当 d一 

2(n一1)时，S(A，B)最小 ，为((̂1，￡)，(hi，_厂))。 

(2)当A=B，有( ， )一( ， )，(hi，_厂)一( ，_厂)时，距离 

d(A，B)一j 一 +l —zl一0。根据定义 6，S(A，B)一(( ， 

￡)，(h ，厂))；当 S(A，B)一 ((h ，t)，(h ，厂))时，距 离 

d(A，B)一{ 一 『+l —zI一0，有 (h ， )一(hk， )，( ，，)一 

( ，厂)即A—B。 

(3)根据定义 6，距离 d(A，B)一l 一 I+l —zl，而 d(B， 

A)一l k—i l+ I z— I，则 d(A，B)一d(B，A)，相似度 

s(A，B)一』 ” {' ， ̂”，f ， 。≤ ≤ 一 。 
l(( 1，￡)，(hi 2 d_l，厂))， 一1< ≤2( 一1)。 

d相同，所以 S(A，B)一S(B，A)。 

(4)((̂l，￡)，( 1，_厂))和(( ， )，( ，-厂))分别为 Lj2 中的 

最小元和最大元，距离最大，所以相似度最小。 

(5)对任意直觉格值 A一(( ，f)，( I，_厂))，B一(( ，￡)， 

( ，_厂))，C一(( ，￡)，(矗 ， ))∈LI2 ，当A≤B≤C时，则有 i 

+ ≤尼+z≤77z+ ，d(A，B)一fi--k f+ l —zI—l + 一( + 

z)l， (A，C)一l 十j一(m+ )}，d(B，C)一l k+l--(m十 )l， 

(A，C)≥ (A，B)，d(A，C)≥d(B，c)。由于距离越大，相似 

度越小，因此有 S(A，C)≤S(A，B)，S(A，C)≤S(B，C)，即 S 

(A，C)≤minrS(A，B)，S(B，C)]。 

3．1．2 语言真值直觉格值近似推理方法 

首先量化观测事实与规则前件的接近程度，然后利用模 

式匹配选择哪些规则是否被激活，其次利用基于相似度量构 

建的修正函数，在推理阶段修正规则的后件得到推理结 

果_1 。在新提出的方法中，相似度 由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的 

距离得到，应用领域为基于规则的推理系统。 

例如一条简单的规则 R：P—Q，其基本推理模型为： 

规则：P—Q 

输入：P 

输出：Q 

其中P与P 是论域 x上的语言值直觉模糊对，Q与Q 

是论域y上的语言值直觉模糊对 ，X，YELI。 。则语言真值 

直觉格值近似推理方法： 

(1)计算观测事实 P(即推理的输入部分)与规则前件 P 

的相似度S(P，P )。 

(2)对每条规则预先设定 阈值 ，比较 S(P，P )与 的 

大小，如果 S(P，P )≥ ，则应的规则被激活。同一观测事实 

可能有一条或多条规则被激活。 

(3)基于修正函数的推理规则输出。 

如果规则被激活，则以 S(尸，P )为参数构造修 正函数 

V一厂(s(P，P ))(赋值函数)，并用 来修正被激活规则后件 

Q的隶属度sQ，如此可得到近似推理的结果Q，，即VQ。 

值得注意的是 ：S(P，P，)、V与 r 的选择是与应用领域密 

切相关的，因此系统进行实际运作之前需要进行实例研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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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不同相似度和修正函数的实验绝对有必要。如果出现令 

人不满意的结果，可以选择不同的S(P，P，)、V与r 。进一步 

的工作仍需对相似度和修正函数进行研究。 

(4)对多条推理规则结果的集结。 

如果有多条规则被同时激活，需要对每条规则推出的结 

论进行集结。 

3．1．3 金融决策算法 

定义 7 设 为表 1中对于模糊谓词 MUCH被视为最 

真的调查数据，e丁为此数据的弹性幅度。 为对于模糊谓词 

MUCH被视为最真的调查数据 ，印 为此数据的弹性幅度。 

对于任意调查数据 ．Tg，V(M( ))为 对于模糊谓词 MUCH 

的真值程度赋值函数 ，使得 

f((̂1，r，)，( 2，F))， z≤ F+eF 

V(M ( ))一 ((hi，T)，( 3，F))， dF+eF< z< aT一￡T 

【((h2，T)，( 3，F))， z≥ T——￡T 

表 1 收入和存款调查结果 

地区 高 存 

江苏 11000以上 1340以下 16．0以上 8．2以下 

上海 14400以上 2000以下 21．0以上 10．0以下 

安徽 5000以上 920以下 10．0以上 5．6以下 

山东 7000以上 1100以下 12．4以上 6．8以下 

例 2 对于高收入观念来说 ，上海对应综合数据最高，为 

14400，我们视为对于“MUCH”最真，500为其弹性幅度 ￡̈ 对 

于低收入观念，安徽综合调查数据最低，为 920，我们视为对 

于“～ MUCH”最真 ，100为其弹性幅度 eF。因而，对于收入 

来讲： 

r((̂l，T)，( 2，F))， T≤ 1020 

(M(z)一 (( 1，T)，(̂3，F))， 1020< z< 13900 

l((̂2，丁)，( ，F))， z≥ 13900 

根据以上的推理和分析，给出六元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的 

金融决策算法如下 ： 

1)根据用户收入与存款计算相应的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 

(( ，f)，(矗，，厂))。 

2)根据语言值直觉模糊相似度计算事实(( ， )，(hi， 

，))与每一条规则前件(( ， )，( ，厂))的相似度 。 

3)比较相似度 与阈值 r 一((̂ ， )，( ，_厂))的大小， 

当 Sx— 时，则该规则被激活，选择执行被激活的规则。 

4)对多条推理规则结果的集结。如果只有一条规则被激 

活，则选择该规则为最优方案；如果有多条规则被同时激活， 

需要对每条规则推出的结论进行集结。 

3．2 具体实现 

将这些逻辑公式转化为模糊产生式规则。 

例 3 假设现在有一人在江苏无锡生活，月薪 5000元， 

家庭银行存款 12万元，问其投资方案如何。根据对应真值程 

度函数，可分别得出： 

V(M UCH(savings(X)))一 V(MUCH(savings(12)))一 

(( 1，T)，(̂3，F)) 

V(M【『( H(income(X)))一V(MUCH(income(5000)))一 

((h1，T)，( ，F)) 

V(MUCH(．savings(12)))  ̂ (MUCH(income(5000)))一 

((̂ l，T)，( 3，F)) 

首先规定阈值r一( ，T)，( ，F)，事实与规则前件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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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为 0，即事实与规则前件完全匹配。根据金融决策系统模 

型 ： 

规则 1：((h1，T)，(h1，F))MUCH(savings(X))一 1N— 

VESTMENT(X，savings)。 

前提条件的匹配程度： 一2，s】一(( ，，f)，(ha，F))<r， 

说明此人存款较多，所以规则无法执行。 

规贝0 2：(( 3，Jr)，(̂3，F))MUCH(savings(X))八((( 3， 

丁)，(h3，F))MUCH (income(X))— INVESTM ENT (X， 

stocks)。 

前提条件的匹配程度 ：dz一2，Sz<r，说明此人不属于多 

存款、高收入，所以规则无法执行。 

规则 3：((he，丁)，( ，F))MUCH(savings(X))A((h2， 

T)，(h3，F))MUCH (income(X)))— INVESTMENT(X， 

stocks)^INVESTMENT(X，savings)八MORE(mf stocks 

(X)，mf savings(X))。 

前提条件的匹配程度：d3—1，S一((矗。 ， ，( ，F))<r， 

说明此人不属于较多存款、较高收入，所以规则无法执行。 

规则 4：((̂l，T)，(̂2，F))MUCH(savings(x))A(( 2， 

T)，(h ，F))MUCH (income(X))— INVESTMENT(X， 

stocks)̂ INVEsTMENT(X，savings)八MORE(mf savings 

(X)，mf stocks(X))。 

前提条件的匹配程度：d4一O，s4一((hi-卜oI，T)，(̂。，F))一 

r，说明此人属于较少存款、较高收入 ，满足前提条件 ，所以执 

行规则 4。 

综上，此人可采取规则 4进行理财。 

在基于六元语言值直觉模糊模糊逻辑的推理中，个体之 

间可以出现不可比的现象，这符合人类的直觉思维。该例子 

属于一个具体实例，说明语言真值直觉模糊对在金融投资系 

统中的用法。由于其考虑了正反两方面信息，知识表示更全 

面，因此决策结果会更有效。 

结束语 基于直觉模糊逻辑 ，本文提出一种利用相似度 

的语言值直觉模糊推理方法，给出了相关的性质和推理方法。 

进一步改进一个小型金融决策辅助系统，以具体算例验证了 

该方法的有效性。 

知识表示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知识表 

示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本文基于语言真值直觉格值，给出 

一 种拓展了的知识表示方法，并讨论其应用，其很多性质及推 

理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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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为数据集中的准确的聚类数 目，P，表示数据集中第 

个标记簇。因此 ，k和P，都是预先就知道的。聚类熵是一个 

0到 1的值，0表示微簇 G 由一个P，完整包含了；1则表示 

微簇 G均匀地包括了所有的人工标记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 

很差的结果 。因此，聚类熵的值应该越接近于 0越好。不同 

聚类算法的聚类熵值如表 3所列。 

表 3 不同聚类算法的聚类熵值 

数据集 

从表 3可以看出，3个聚类算法的聚类熵值有所不同，本 

文提出的 APDA算法的聚类熵值相比 K-Modes和 K-Proto— 

types算法在 ZOO数据集上提升了5O 以上，在 Heart Disease 

数据集上提升了 1o 以上，因此，APAD算法更好地完成 了 

数据聚类的任务。由于 K-Modes和 K-Prototypes算法在不 

同程度上忽略了分类属性值的整体分布情况，使得前两个算 

法的聚类结果没有本文的算法好。 

另一方面，仿真实验对比了不同算法的运行时间。由于 

K—Prototypes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kt)，其聚类速度较 

快 ，能够快速处理大型数据集，而且在执行效率方面，相对于 

许多目前的混合属性数据聚类算法有优势。因此，本文的算 

法选择K—Prototypes算法进行对 比。两个算法的执行时间如 

表 4所列。 

表 4 不同算法的执行时间对比(单位：s) 

、 量 K-Pmt。 APDAYP 数据集 、、＼  。 。 
ZOO 2 1．5 

HeartDisease 5．8 5 7 

从表 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对于 ZOO数据集，APDA算法 

在执行效率方面 比 K-Prototypes算法稍快 ，但是在 Heart 

Disease数据集上两者的效率几乎一致 ，其稍稍好于 K—Proto— 

types算法，这是由于 K-Prototypes算法需要随机地选择 k个 

数据点作为初始中心点 ，这个过程对于聚类算法的正确率和 

效率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属性距离的混合属性近邻 

传播聚类算法，它改进了传统混合属性数据点之间的距离公 

式，消除了虚拟中心点对聚类结果带来的影响，提高了聚类分 

辨率，同时将近邻传播聚类算法由原来仅适用于数值属性聚 

类的数据集 ，扩展到了适用于混合属性数据集的聚类问题中。 

将本文算法与经典的混合属性聚类算法进行仿真对比，对不 

同聚类算法的聚类熵这一指标值进行比较 ，证明了基于维度 

属性距离的混合属性近邻传播算法确实较传统的混合属性聚 

类算法在聚类效果方面有了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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