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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智能处理的近似评判法及其算法研究 

谈文蓉 杨宪泽 

(西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成都610041) 

摘 要 在 MIS的设计中，智能技术的使用是一大趋势 ’ 。本文围绕关键词的智能检索问题，完威 了三部分工作：】) 

探讨 了近似评判方法在 MIS智能处理中的应用；2)给 出了一个文献检索智能接 口的设计 ；3)提 出了相应 的规则索引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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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系统(MIS)是由人、计算机等组成的能进行信 

息的收集、传递、存储、加工、维护和使用的系统它综合了计算 

机科学、经济管理理论、运筹学，统计学而形成为一门系统性 

边缘性学科，也是一门国内外到目前为止尚不很完善的多元 

目的新兴学科[3]。 

从计算机应用角度看，MIS涉及的行业很多，它在社会 

经济活动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的理论和方法 

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 MIS涉及的数据种类 

多、数据量大且数据分散的情况，我们在 MIS的智能处理方 

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文E4-]探讨了 MIS的检索算法和 

纠错接口，本文则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近似评判方法在MIS智 

能处理中的应用并给出了相应的算法。 

1 近似评判方法 

1．1 构思 

文中涉及的科技成果记载了职工已鉴定或评审的项 目、 

专利，公开出版的专著、编著、译著，国内外正式期刊上发表的 

论文。科技成果的评奖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要保证公正就必需 

有定量的操作方法，尽可能减少人为因素。我们的作法是有一 

部分直接由计算机计分，比如项目来源：国家级10分；省部级8 

分；厅局级6分；自选4分。这些可直接计分的包括如推广项目 

经济效益，鉴定意见的水平，发表论文的杂志级别，单篇与系 

列论文等等。 

这些直接计分项越多，越可操作。此外，这还有一大用途， 

比如，这届评奖预计不超出30项，但上报150项，通过计算机录 

入、排序可劝排在后面的自动放弃，这避免了大工作量。 

对于不能直接计分的，实际上是性能指标量度“模糊”，如 

社会效益、技术难度、重要性等等。假如我们用精确的方法来 

评判这些性能，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精确的综合评判 

就更加困难了。然而，如果运用模糊集的概念，这些同题可以 

基本得到满意的解决。 

1．2 近似评判 

对这些模糊指标进行评判，采用评委填表的方式进行。 

即： 

其它指标 重要性 技术难度 社会效益 

评委意见 

让他们对表格重要性选重要、比较重要、一般、不重要四 

种答案中挑一种填入；而技术难度选难、较难、一般、不难；社 

当对评委表进行统计时，对重要性有50 认为重要，40 

认为较重要，1oH认为一般，没有人认为不重要，那么这个单 

因素评判结果的模糊集 R1一(0．5 0．4 0．1)同样对技术难度 

评判的模糊集R2一(0．4 0．3 0．2 0．1)，对社会效益评判的模 

R
～  

0

。

0 3 0 2 0 1

L 0 0 0 0 

一 f ．4 ． ． ． 1 

． 1 ．3 ．6j 

但由于成果不同，他们对各种性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比 

如，开发项目可能对技术难度要求较高，而理论研究可能要求 

重要性更高。假如，有某一成果，他们对重要性的要求为50 ， 

对技术难度的要求为20 ，对社会效益要求30 ，则构成的模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基金(编号234408)资助项目，西南民大重点资助项目(No．04NZ003)。谈文蓉 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计算机 

网络、多媒体技术和管理信息系统。杨宪泽 教授，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算法与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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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这一项目的近似评判结果为： 

厂0．5 0．4 0．1 0] 

B—A·R一(O．5 0．2 0．3)l 0．4 0．3 0．2 0．1 I=(O．5 

⋯  l o o．1 o．3 o．6J 
0．4 0．3 0．3) 

将近似评判结果归一化，在这里0．5+0．4+0．3+0．3— 

1．5，则将近似评判结果改为： 

l 器鬟黑l一(o．33 o．27 o．z o．z) 
最后得到三项分数(第一项乘1 00，第二项乘8O，第三项乘 

60，第四项乘40)： 

33+21．6+12+8=75．6(分) 

2 智能接口 

本节的工作提出了一种 自然语言检索接口方法，其背景 

是：用户对 MIS检索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希望系统对各种方 

式的提同都能有满意的回答(输出需要的结果) 对于该复杂 

的提同形式，要么训练检索操作人员(并依据他们积累的经 

验)以适应不同环境下的要求；要么让MIS在检索功能方面 

具有求解复杂同题的能力。本节的工作在于后者，为 MIS设 

计了一个子模块，能理解一般检索用语。这是一种自然语言检 

索接口的方法，它提高了自动检索能力。 

计算机如何理解汉语，是我国人工智能研究者探究的一 

个核心同题，难度极大，涉及到一系列语言学和计算机的理论 

同题。首先面临的汉语自动分词就是目前公认的难题。基于此 

考虑到有限范围内可实用原则，把一般检索用语作为汉语集 

合中一个很小的子集来考虑，且在原文分析(输入的检索要求 

语句)，原文转换(转换成计算机能识别的操作任务)阶段，力 

求简化，从而比较成功地满足了检索要求。 

2．1 结构格式分析法 

这种方法来源于 自动翻译 ，它根据词的分布状态把词分 

成若干类别，然后根据所分出来的这些词的类别确定词组类 

型，把语言的各个词组类型构成一份词组类型清单。在进行自 

动翻译时，首先借助于机器词典把词的类别特征记录在文句 

中所有的词上，然后，计算机把所要分析的文句与词组类型清 

单进行比较，从而在文句中找出相应的词组类型。这样，就可 

确定文句中词与词之间的句法关系。词组类型也就是一种结 

构或格式，因此把这种方法叫做结构格式分析法。这实质上是 
一 种模式匹配的方法，本节做了改进然后引用。 

2．2 自然语言检索接口使用的语言库 

关键词库是原有的，检索围绕关键词进行。关键词包括文 

献主题词、作者、单位、学科和获奖情况等。 

检索用语库存储足够数量的单词，它们与关键词组合，最 

后将转换成计算机能识别的操作任务。 

例如， 检索数据结构和人工智能文献” 

这句中， 检索 ，”和 ， 文献 这3个单词存储在检索用语 

库中。单词在子模块逐渐完善中不断增添和修改。语法规则库 

是存放检索用语规则，不合理的规则易于修改或删除，新规则 

可以添加。规则以产生式表达。 

R ： R￡S THEN RR ( 一 1，2，⋯ ，，z) 

其中，R 为规则集中第 条规则；RLS是第 条规则条件部 

分；R尼 是第 i条规则结论部分，是计算机主要完成的检索操 

作。 

条件部分是以结构格式分析法实现的检索用语助记符， 

它们表示了一定的语法关系。 

例如： 

检索 数据结构 和 人工智能 文献 
v 

—

n 0 n nl 

条件部分为：Vn。nn1 检索 计算机系 199o年 获奖 文献 

v

—

n d n nl 

条件部分为：Vndnnl 

2．弓 原文分析 

原文分析系指对检索用语分析 ，包括自动分词和单词助 

记符标注两部分，步骤如下： 

步骤1：一条检索用语分划成单一字符 X1，X2，⋯，Xml， 

2，⋯ ，Xml，X2，⋯ ，Xm 

步骤2：决定关键词中一个关键词最大字符长度 Lmaz， 

最小字符长度 Lmin；检索用语库最大字符长度 Ymax，最小 

字符长度 Yrain(这实际上是分词前预知的)。 

步骤3：逆向匹配，取检索用语句最后的Lmin个字查关 

键词库。若查不到，加入一个字重复此工作，直至字符数为 

Lmax为止。rain个字查关键词库。若查不到，加入一个字重复 

此工作，直至字符数为Lmaz为止。 

步骤4：若实施步骤3查不到关键词，去掉语句中最后一个 

字，再实施步骤3，直至整个语句只剩下Lmin为止。 

步骤5：若实施步骤3直到关键词 Xi，Xi+1，⋯ 则将 Xi， 

Xi+1，⋯ 标注 ，z。且Xi，Xi+1，⋯送一专用词存储区，，z送一 

专用助记符存储区，此外，剩余 X1，X2，⋯，Xi一1再实施步骤 

3。 

步骤6：语句剩余部分查检索用语库，基本形式如步骤3～ 

步骤5，但其中 Lmax这里为 Ymaz，Lmin这里为 Ymin。若查 

到检索用语，不仅要送助记符到存储区(检索用语的助记符事 

先已规定好)，而且依据 X1X2⋯Xm的下标序自动调整助记 

符位置。 

到此为止，原文分析阶段结束。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不 

承认用户输入的不精练检索用语，因此，系统将去掉冗余信 

息。 

例如 ： 

请检索 数据结构 方面的 文献 
v n nl 

原文分析阶段结束时，只留下 Vnnl和检索数据结构文 

献，而“请”和“方面的”无论在关键词库和检索用语库中都查 

不到，就自动去掉了。 

2．4 原文转换 

原文转换将利用助记符存储区存储的助记符串查语法规 

则库，与规划匹配，找到相应规则后，据规则结论部分要求，系 

统将转入相应程序段，再依据词存储区的关键词完成用户检 

索要求。 

5 规则索引算法 

5．1 索引原则 

索引是一种映射关系。本文的工作希望满足： 

(1)能把较大的规则(条件部分)分配到某一特定的地址 

范围。 

(2)能把 Ⅳ 条规则较均匀地分配到不大于2N的不同存 

储单元。 

(3)索引算法所花的代价较小。 

5．2 索引算法思路 

(1)每条规则条件部分可视为一个字符串 ，含有单个 

·22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字符Bil，Bi2，⋯，Bik( 为字符串长度)，可分划 

LEⅣ(B $)；求字符串长度 

do from 1 to 

B $ — D$(Bi$， ，1)；切分字符串成单一字符。 

(2)在计算机 内，每个字符可转换成 ASCII码介于0～ 

225之间的十进制数。 

Ci1一ASC(B$i1)，Ci2一ASC(B$i2)，⋯ ，Cik—ASC(B 

$ik)Ci=Cil+C 2+⋯十Cik( 一1，2，⋯，Ⅳ) 

到此为止，规则 R 对应 C ( 一1，2，⋯，Ⅳ)。C1，C2，⋯， 

Cn中有的数可能相同，但由于规则条件含有字符较多，引起 

Ci=0 (睁 )的条件为： 

①字符串单个字符都相同(例如，abed bacd等) 

②Cil十Ci2⋯十Cik一 1+ 2+⋯+0 。这种情况出 

现的频率不可能太高，而且我们允许有一定的相同，只要相同 

数的个数<<Ⅳ。 

5．5 算法描述 

A1：设有Ⅳ 条规则，规则 R ( 一1，2，⋯，Ⅳ)条件部分视 

为字符串B ，可分划成单个字符Bil，Bi2，⋯，Bik( 为字符 

串长度)。 

A2：(在计算机内，每个字符可能转换成 ASCII码介于0 
～ 255之间的十进制数)，求这一转换： 

C 1一ASC(B$il)，Ci2一ASC(B$i2)，⋯，Cik—ASC(B 

$ik)。 

A3：Ci—a1+C 2+⋯ +C ( 一 1，2，⋯ ，Ⅳ)。 

A4：扫描一遍已转换成数值的集合 c，求 Cmax，Cmin 

(Cmax和 Cmin为集合 C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A5：变换 一 ⅣT(1 (c —Cmin))(式中a为大于或等 

于1的正整数， 一1，2，⋯，Ⅳ)， 

A6：开辟一个数组F，容量为 INT(1／a(Cmax--Cmin))， 

建立规则R 对应 F(M )索引 ( 一1，2，⋯，Ⅳ)，若有规则 Ri 

和彤 (睁 ．，)使F(Mi)=F(̂ )，采用链接方式将它们链接。 

5．4 匹配操作 

匹配操作时，有关事实(假定词组、词组特征等)仍视为字 

符串，利用一专用程序进行如下步骤： 

步骤1：将事实字符串分划成单个字符。 

步骤2：求 Cil，Ci2，⋯，Cik和 c 。 

步骤3：计算Mi一 ⅣT(1 (a—Cmin)) 

步骤4：让 Mi对应F(M )的地址 ，这时若无规则，失败退 

出，若为唯一规则，成功，若为链，按一般方法继续链上的匹配 

操作． 

5．5 算法分析 

索引算法旨在提高系统运行速度，其效率可按编译原 

理[5]进行分析 ：一般的规则匹配实际上是字符串的匹配操 

作，切分成单个字符与索引匹配的方法是共同的。不同的部分 

是：一般匹配将进行两个字符串单个字符的一一比较和传送， 

索引匹配有求字符串长度，求c 和 Mi的操作，按文[6]类似 

的指令流方式计算，这两种匹配方式指令执行时间相差无几。 

但是，—般匹配成功最大次数为 Ⅳ次(Ⅳ 为规则数)，最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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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1，平均次数1／2(1+Ⅳ)；而索引匹配成功最大次数为 次 

( 为 C1，C2，⋯，Cn相同数的个数， 《Ⅳ)最小次数1，平均次 

数1／2(1+ )。 

说明：(1)在规则R 中，可能出现AND条件和OR条件， 

由于所有与条件满足才可以为规则匹配，因此所有 AND条 

件作为一个字符串最后变换成 Mi；对于 OR条件，由于只需 

要其中一个条件满足即可认为规则已匹配，所以每一OR条 

件单独作一个字符串变换成 Mil，Mi2，⋯，Mid( 为OR条 

件个数)，采用链接方式。 

(2) 一 ⅣT(1／a(Cmax--Cmin))公式压缩索引空间， 

Cm 一Cmin首先把索引空间压缩为O～Cm口 —Cmin个。倘 

若还大，取 口>1进一步压缩，但这可能使规则因F( )一F 

( )而采用链接方式。 

结束语 本文的近似评判方法主要辅助评选科技成果 

奖，评委可以对计算机直接计分提出意见，可以采纳或不采纳 

计算机对某一成果作出的建议，也可以输入某些数据干子计 

算机。这就增强了科技成果评奖的可操作性，提高了公正性， 

避免了一些人为因素。 

本文所述的智能接口以子模块的形式与MIS并接。自然 

语言接口目前能满足用户提出的检索用语要求。当然，这种特 

定语言集合下的微机理解和处理相对于自然语言集来说只能 

算作探讨，但它对 自然语言接口的实用提供了途径。 

我们在488条原文分析规则集中进行了实验，附加数组容 

量为500，结果有链23个，均≤7，这些链是由OR条件，F( ) 
一 F(Mj)( ≠ )以及压缩空间引起，这与我们的分析是一致 

的，说明该算法行之有效。 

通过实验 ，已证实本文所述算法具有实用性。这说明在特 

定环境中研究MIS智能化问题是有意义的。智能技术的应用 

是当今软件设计面临的一大课题，如果注意设计环境，就可以 

在待定场合中使用，为普及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总结出经验。 

本文介绍的方法与常规的MIS相比，增加了软件设计难 

度，附加了一定的存储开销。因此，这种方式适合于较大的系 

统，如情报检索、图书管理等。而对仅千人以下的人事档案管 

理系统等，这末必是设计的最佳选择。 

希望本文的算法和方法能视为 MIS在常规检索方面发 

展的一个环节。或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的算法和方法可能为 

MIS在常规检索方面的发展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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