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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的部分一致约简

林 冰 雁 徐 伟 华 杨 倩

(重 庆 理 工 大 学 理 学 院 重 庆 400054)

摘 要 现实生活中，不同的需求导致许多信息系统的属性值是基于直觉模糊数的。针对这一现象，在加权得分函数 

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直觉模糊序关系，并给出了不协调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进一步，在该复杂系 

统中引入了部分一致函数，并通过部分一致可辨识矩阵研究求解部分一致约简的方法。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该 

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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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a c t In  rea l l i f e , th e a t t r ib u te  values o f m a ny in fo rm a t io n system s are based o n in tu it io n is t ic fu zzy n u m bers be

cause o f d if fe re n t needs. I n  v ie w  o f th is ph en o m e n o n, an in tu it io n is t ic fu zzy o rd e r re la t io n w as es ta b lished o n th e basis o f 

th e w e ig h te d score fu n c tio n and an in c o n s is te n t in tu it io n is t ic fu zzy o rde re d de c is io n in fo rm a t io n sys tem  w ith  pre fe rence 

m easure w as propose d. F u r th e rm o re , th e p a rt ia l co n s is te n t fu n c tio n w as in tro d u c e d in to th e co m p le x s y s te m , and the

m e th o d o f s o lv in g p a r t ia l ly co n s is te n t re d u c tio n w as s tu d ie d b y th e p a r t ia l ly co n s is te n t d is c e rn ib il ity m a tr ix . F in a l ly , the  

fe a s ib il ity and e ffec tiveness o f th e propose d m e th o d w e re v e r if ie d b y a case.

K eyw ords R o u g h s e t, In tu it io n is t ic fu zzy s e t,O rd e re d in fo rm a t io n s y s te m , W e ig h te d score fu n c t io n ,P a r t ia l ly  co n s is te n t 

re d u c tio n

1 引言

许多学科领域都普遍存在不确定性，而模糊性是不确定 

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自 1965年美国控制论专家 Z a d e h根据 

元素的隶属度提出了模糊集1 的概念以来，该理论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同时，直觉模糊集是模糊集的一种延拓，由保 

加利亚学者A ta n a s o v 于 1986年提出。相较于模糊集，直觉 

模糊集在处理模糊性等方面更方便、有效，能够考虑到隶属 

度、非隶属度以及犹豫度这3个方面的信息。自被提出以来， 

直觉模糊集理论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极大的关注。此 

外，该研究也已被应用于决策、市场预测、逻辑规划和医疗诊 

断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 1982年，粗糙集理论由波兰科学院院士、华沙理工 

大学教授P a w la k提出。该理论是一种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 

信息的新型数学工具。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粗糙集是研究集 

合的;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粗糙集是研究信息系统的。经 

过 30多年的发展，粗糙集理论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

属性约简810+是粗糙集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要求在知识 

库分类和决策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删除其中不相关或不重要的 

属性。通过属性约简去掉冗余的属性，既不会丢失必要信息， 

又可以使知识得以简化，降低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

由于各种原因，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基于优势关系的信息 

系统，同时也有许多信息系统的属性值是直觉模糊数。本文 

对隶属度、非隶属度和犹豫度进行加权，根据加权得分函数， 

给出了直觉模糊序关系的一种新定义，并将其应用于决策信 

息系统，从而建立不协调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 

息系统。在此基础上，在不协调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 

决策信息系统中引人了部分一致函数、部分一致可辨识属性 

集以及部分一致可辨识矩阵，得到了求解部分一致约简的方 

法，并通过案例分析比较了求解部分一致约简的两种方法的 

优劣性。

2 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

本文用表格来表示收到的信息与知识，其中行表示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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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列表示对象的属性，这样的表格叫作信息系统。在信 

息系统中，若既有条件属性又有决策属性，则该信息系统称为 

决策信息系统(决策表$ 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先给出一些 

基本概念。

定 义 1[8] 称一个五元组 I = ( U ，A T U  D U ，G )为一个 

决策信息系统，三元组1 =  (U , A T ,F )是信息系统，A T 为条 

件属性集，D T 为决策属性集。其中U 是非空有限对象集，U =  

{■I #，：z：2 , ;  A T 是有限条件属性集，A T  =  {a#, a2，…， 

知 7 D T 是有限决策属性集，0 了={4 ,必，…，式};F 是 U 与 

羞 了 的 关 系 集 ^爿 /:^^/^此 羞 乃 ^为 条 件 属 性 ^的 有  

限值域；G 是 U  Q  D T 的 关 系 集 ，G  =  U : U  "  % ， 

D T }，％ 为决策属性d 的有限值域。

定义2[8] 设 = ( U , A T U W }，F ，G )为决策信息系 

统，对任意的/ % F u % G ,a % A T 和 i % U ,都有：

/(.x ，a) = ('x ，a()4(.i ))，g (.x ，d)%R (.R 为实 〇集) 

其中，函数 /a  U "[0,1]和函数 4  :U " [ 0 , 1 ]分别表示U 中 

元素 i 在条件属性a 下的隶属度和非隶属度，并且满足0 <  

/a (i )十 i a (i )— 1 ，称 /( i ，a )是直觉模糊数。记 /(a ) =  {〈i ， 

/a (i )4 (i )>|a % A T }则 称 /(a )为 U 上的直觉模糊集。称 

I , = ( U , A T , F )是 直 觉 模 糊 信 息 系 统 = ( U ，A T U {d }，F ， 

G )为直觉模糊决策信息系统。

定义3[11] 设 I , =  (U ,A T ,F )为一个直觉模糊信息系 

统，V i % U , V a % A T ,定义对象 i 对属性 a 的加权得分 

函数：

S a (l ) =0J1/a (l ) —〇KVa (l ) —M3'a (l )

其中，/a  (i )和 4  (i )分 别 表 对 象 i 在条件属性a 下的隶属 

度和非隶属度，且满足 0 — /a  ( i )十 4 (i ) — 1 ; ' (  i ) =  1 — 

/a  (i ) — 4  (i )表示对象 i 对属性 a 的犹豫度;加权系数满足 

M1十M2 十"3 =  1 (〇— CM — 1 ，̂= 1，2 ，3)。

需要注意M 1 为隶属度的权重，当得分评价越看重隶属 

度时，M 1的取值越大M 2 为非隶属度的权重，当得分评价越看 

重非隶属度时，M 2的取值越大;M3 U = 1 —M1—M2)为犹豫度 

的权重，当得分评价越看重犹豫度时，" 3 的取值越大。因此 

在进行得分评价时，根据实际需求给出相应的权重。由于 

M1十 M2十 M3 =  1， 因此在取值时只需给出权重M 1和 M2,并保证

M1十 M2—1。

下面定义直觉模糊决策信息系统中条件属性值的序关系 

和决策属性值的序关系。

定义4 设 I , = 0 7 3了 9 { ^ , ^ '，〇)为直觉模糊决策信 

息系统，针对V / % F , V g % G , V a % A T 和 V i  ,i % U ,都有：

/(x，̂a) /(i j  ，a)G—'S o, (i ，）1 ?Sa (i .)

g (x i，d )1g (.X j，d)

其中，根据加权得分函数，在条件属性a 的值域上存在着递增 

偏序关系“1 ”;相反，也存在递减偏序关系“—”。在直觉模糊 

决策信息系统中，如果某个属性的值域存在递增的偏序关系 

或递减的偏序关系，那么称该属性是直觉模糊决策信息系统 

中的一个准则。由若干准则组成的集合叫作准则集。

本文只讨论由递增偏序关系获得的优势关系的情况，而 

由递减偏序关系获得的优势关系的情形可以类似地得到相应 

的结论。

定义5 设 I , = ( U ，A T U {d }，F ，G )为一个直觉模糊决 

策信息系统，若 A T 是准则集则 l j称 I ,为一个直觉模糊序决

信 。

定义6 设 I , = ( U ，A T U {d }，F ，G )为一个直觉模糊序 

决策信息系统，若 M=  (M1 M 2 )为偏好向量，则称 I 1 为一个带 

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记为 I , =  (U ，A T  U 

{d }，F ，G m )。其中，M 1为隶属度的权重，M 2为非隶属度的

。

在带偏好度量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中，设 a %  A T ， 

对于 V x  , ：y % U  ,存在优势关系“ > V ‘x > / ’表示 x 关于准则 

a 优于 y 。

在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中，设 A .  

A T , A 2 0 ，属性集A 的优势关系：

= { ( x  , y)%U X U \i 1 y ，V a % A }

= { (x , y ) % U X U | S2 (x ) 1 S。（y ) , V a % A } 

称为带偏好 量 模 。

由带偏好度量直觉模糊优势关系R 1 诱导的 [ x ]1 :

[ x ]3f  = { y % U |(y ,x ) % R 3f }

=  {y % U  | Sa{y)1S a i x ) ,V  a % A }

称为带偏好度量直觉模糊优势类。其中民（x ) = M1 /a (x )— 

M2 4  (x ) —M3'  D 是对象 x 对属性 a 的加权得分，并且 M1十

M2十 M3 =  1。

用 U /R 1  =  {[ x ]1 | x  %  U }表示论域 U 上由带偏好度量 

直觉模糊优势关系R 1 诱导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势类 

全体。一般地 ,U /R 1 中的优势类不一定枸成U 上的一个划 

分，而仅仅枸成U 上的一个覆盖。

3 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的部分 

一致约简

本节给出不协调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 

中的部分一致函数以及部分一致约简的定义。

定义7 设 I ? =  (U ,A T U {d } ,F ,G ，m )为带偏好度量直 

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对于 V A . A T , V x % U ,记 

U /R l =  {[x ]1 | x % U }

U / R ? =  {A ，D 2 ,…，D 0}

Sa (x) =  {D ,- | [ x ] j f  . D ,- ,x % U ,j = 1,2, ■■■,(}

-a (x )称为论域U 上的关于属性子集A 的部分一致函数。

分一致 数的 义可 到 下 理。

定理1 设 I ? =  (U ,A T U {d }, F ,G m )为带偏好度量直 

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对于 V A . A T ,有：

(1) 对于 V x % U ,如果 B G A ,那么有 Sb (x ) . Sa (x );

(2) 对于 V x ,y % U ,如果[y + f . H ,那么有 Sa (x ) .  

Sa (y)。

证明：已 知 ，…，A }。

(1) 设对于V y % SB(x ),由部分一致函数的定义得[y ] ? .  

D , 。又因为对于V x % U , 有 B . A , 所以[y ] 1 . [ y ] 1 , 从而

[y ] f . D ,，％Sa (x ),故 Sb (x ) . Sa (x )。

(2) 设对于V D _ %  Sa (x ),由部分一致函数的定义得[ x ] 1 .  

D , 。又因为对于 V x , y % U , 有 [ y ] ? .  [ x ] ? , 所以 [ y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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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j, ' D j %  3a (y )，故 &1 (尤). 5 a (y ) %

定义8 设 1& =  0 7，乂了11{必，̂'，〇，(《)为带偏好度量的 

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a . a t ,若对任意的^ e u ,有 &  

( X ) = & T ( X ),则称 a 是 I ?中关于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 

势关系尺备的部分一致协调集。若 A 的任何真子集均不是部 

分一致协调集则 Ij A 是 I ?中关于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 

势关系R 3T 的部分一致约简。

下面具体给出在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 

中的部分一致约简的判定定理。

定理2 设 I ? =  ( U ,A T U  W } 为带偏好度量的

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a . a t 则Ij A 是部分一致协调集 

当且仅当对于V X , y  %  u 若 & T  ( X )门& T  ( y ) 2 5at (X ),则

[x + f n  [y + f —y + f 。

证明:D 。反证法。假设当^ T W r i K y ) 2 & t (x )时 

有 [ X ]i n  [ y ]l 2 [ y ]1 不成立，那么 [ X ]i n  [ y ]1 =  [ y ] 1 ,即 

[ y ]1 . [ X ] 1。由定理 1(2)可知 5a (X ).<5A (y )。已知 A  是 

部分一致协调集，那 么 有 (x ) . 5 at (y ),因此& T  X ) 8  & T  

(y ) =  5at X ),与假设条件 5at (x ) 8  5at (y ) 2 5 at (x )矛盾。 

因此必要性成立。

u 。已知A . A T ,由定理1(1)可知 5a (x ) . 5 a t (x ),现 

在只需证5at (x ).5 a (X )即可。

对 V x ，y  %  U ，如果 5at ( x  ) 门 5at ( y ) 2  5at ( x  )，那么有

[x ] 1 n E y ^  — M 1 。也即对 V x ,y % U ,如果[x ]1 8  [ y ]f  =

[y ] 1 ，那么有 5at X ) 8  5at (y ) =  5at ( x ),即[y ] f  . [X ]1  成 

立，则可以推出5AT(x ).5AT(y )也成立。

如果任取A  %  5at X )则1』需要证明以％51(2)，即证明 

[X]1 . ^ 。不妨设任意 y  %  [X ]1 ,则有 [ y ^ . X ]1 ,又因 

5at (x ).5 at (y )，那么 D ； %  5at (y )，即 [ y ]j T . D ；,于是 y  %  

D i。由 y 的任意性可得[x ^ . A  ,从 而 cat (x ) . cta (x )成 

。 分 。

4 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的部分 

一致约简方法

第 3 节给出了不协调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 

息系统的部分一致协调集的定义以及判定定理，这将是判断 

准则集是否是部分一致约简的理论基础。下面介绍部分一致 

约简的方法，首先给出部分一致可辨识属性集和部分一致可 

的 。

定义9 设1? =  0 7 1 了 9 { ^ ，̂',0,〇)为带偏好度量的 

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记！

D ât = i ( x% ,X j) I Sat ( x} ) C 5at ( x% ) }

D is Âj- (Xi ,x/) =

* {a %  A T  | S a (X i ) / S a ( x j)}， ( x% ,x j) % D1at

+  0 ， ( x% ,x/)( D >at

称 D &1 at (x , ,Xj )为 I ? 中 x , , X j关于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 

优势关系R A J的部分一致相对可辨识属性集，简称部分一致 

可辨识属性集。记！

D &1 aT =  (D &1 aT ( X,. X  ) ) lu l X |u|

称 D &1 a t为 I ? 中 X,,X j关于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势关

系 R A J的部分一致相对可辨识矩阵，简称部分一致可辨识

。

特别地，对任意X,,X, % U 有：

DisS1AT (x% ,X i) = 0

定理3 设 I ? =  (U ,A T U  W }，F ,G ,〇)为带偏好度量的 

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A . A J A 是部分一致协调集当 

且仅当对任意X ,y ) % D a t都有A  8  D &1 at X ,y )2 0 。

证明:D 。对任意的（X , y ) %  D A T，都 有 cat (y ) C cat

(x ) ,故 cat (X) 8(1^ (y ) 2 cat (X )。又因为 A 是部分一致协 

调集，由定理2 可以得到[X ]1 8卜 ] 1 2卜 ] 1 ,故 [X ] 1 与

[y ] 1 之间的关系有3 种情况！

;

O x ]1 门卜:貪二⑦；

O X ]1  8[7]1 ^ [ 2 ] 1 且[X]1  8[7]1 ^[7 ] 1 。

下面证明在这3 种情况下A 8 D &1AT (x ,y ) 2 0 均成立。

(1)当[x ]1 c [y ]1 时,SA(y )C S A X ),至少存在一个 Z %  

[y ] 1 ,并 且 满 足 [x ] 1。由 [x ] 1 可得，至少存在一个 

a % A ,使得 S J x j / S^ z )。又因为 z % [ y ]1 

S^ y )。于是可以得到S J x ) ^ 。。）。由此可知 a % D &1AT 

(x ,y ),即有 A 8  D &1AT(x ,y )2 0 。

⑵如果[x ]1 8  M 1 =  0 ,那么必然至少存在一个a %  A  

使得 Sa X )> S2 (y ),即 A  8  D & - at X ,y ) 2 0 。否则，若对于 

所有的 a % A  都有 Sa (x ) < S2 (y )则IJ y  %  [x ] 1 ,这与[x ]1 8  

矛盾。

(3)当[2]1 8[7]1 ^ [ 2 ] 1  且[尤]1 8[ 7 ] 1 ^ [ 7 ] 1  时， 

证明过程与（1)相同。因为此时也至少存在一个z % [ y ]1,并 

且满足 z ^ X ]1 。

综上:必要性可证。

e 。如果对任意的（X , y ) %  D &1AT都有 A  8  D &1AT (X ， 

y ) 2  0 成立，那么必然存在一个 a ,使 得 a %  A 并 且 a %  

D &1AT (x ，y ),故有 S。（x ’/ S。（y ),因此 y ^ X ]1 。又有 y %  

[y ]1 ,因此[x ]1 8  [y ]1 2 [ y ]1 。此外，又由（x ,y ) %  D & at 

可知SAT(y )C S A T(x ),显然可以得到 Sa t (x ) 8511〇 )251『

(x ) 。从而当 Sat (X ) 8 Sat (y ) 2 SAT(x )时，有[X]1 8  [y ]1 2

[y ] 1 。由定理2 可知A 是部分一致协调集。充分性得证。

定 义 * 设 I ? =  (U ,A J U W },F ,G ,〇)为带偏好度量 

的 模 序 决 信 ， 分 一 致 可 为

D &1 a t 。称：

M 1at =  F  { V {a |a % D &1AT X  x )} | V x ,. x  % U }

为该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的部分一致可辨 

识公式。

定理4 设 I ? =  (u ,A J U  W }，F ，G ,〇)为带偏好度量的 

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部分一致可辨识公式M 1a t 的极

m Rk
小析取范式为M 1 _ =  V ( F a )。若记战 =  {a ,&=1,2,…，

k = 1 s = 1
R  } 则{Bk , k =  1,2,…，m }是所有部分一致约简形式的集合。

5 实例分析

某公司在考察风险投资项目的过程中，将考察影响所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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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项目的4个因素的实际情况，即管理方法、技术水平、资金 

供给和市场潜力。该公司邀请了 10名公司领导对其进行评 

判，评判结果为低、中、高，具体如表1所列。

表1 一个关于风险投资项目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 

决策信息系统

Table 1 A n in tu ition is tic fuzzy ordered decision in form ation system 

w ith preference measure on the venture 〇£ the investment projects

U 1̂ a2 23 24 d
G1 <G1, 0.1,0 . 6) G 1，0. 2,0. 8) G 1，0. 3，0. 7) G 1，0. 2,0. 7) 3
g2 {%2，0. 3,0 . 5) {%2，0. 4,0. 6) G2，0. 6，0. 3) G2，0■ 5，0■ 5) 2
G3 <G3,0. 2 0  8) <G3,0. 2,0. 7) G3，0■0,0■ 9) G3，0. 1，0. 8) 1
G4 G4，0. 3，0. 6) G4，0. 4，0. 5) Cg4,0.2,0.8) G4，0■ 4，0. 5) 2
G" G"，0. 4，0. 4) G5，0. 4，0. 6) ，0. 7，0. 3) <g5，0. 6 0  2) 3

工6 <G6，0. 3，0. 5) <G6，0. 5，0. 4) Cg6,0.6,0.2) <g6 , 0 . 4,0. 3) 1
G7 G7，0■ 4，0. 4) G7，0. 3，0. 5) G7，0■ 5，0■ 4) (x7，0 . 3,0. 6) 3

工8 〈工8，0. 5，0. 3) <G8，0. 6，0. 4) Cg8,0.7,0.2) <G8，0. 6，0. 2) 2

表 1 列出了一个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 

统，其中直觉模糊数可通过公司领导对项目因素的满意情况 

来获取。例如，可通过以下方法来确定项目^对于资金供给 

&的隶属度与非隶属度！0 位领导对项目^进行投票，关于 

资金供给屯有 6 个人满意,3个人不满意,1个人弃权，即有1 

位领导在满意与不满意之间持犹豫意见。这时我们认为项目 

■x 2 对资金供给& 的隶属度为〇. 6 ,非隶属度为0. 3,而犹豫度 

为 0. 1,记 /(a ，〇. 6 ,0. 3 5。类似地,可以得到其他 

的直觉模糊数。这里，隶属度权重M 和非隶属度权重™ S  

别表示满意程度与不满意程度的权重，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设 

置〇«和〇$。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更看中满意程度，对于不满 

意程度和犹豫度不太看重。本文设置〇«=0. 5，〇$=0. 3,则 

犹豫度_ = 0. 2 。

令表 1 给出的某公司关于风险投资项目的一个带偏好度 

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为矜= (U ,A T U  W } ,F ,G ， 

一 。设偏好向量w =  (0. 5,0. 3$，其中论域 U =  {幻，而，工;， 

G4，G"，G6，G9，G& }，G% 表示第％个项目％%=1 ，…，8 )。A T =  

{ 1，2，3，4 }分别表示管理方法、技术水平、资金供给和市 

场潜力。g (G，W) %  {1,2,3}，1，2和 3 分别表示项目风险低、 

、 。

根据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势类的定义，可得到：

*G1 +T = {.G1，G$，G"，G6，G7 ̂ G8 }

[G 2 + T =  {G 2，G 5，G&}

[G3 ]3T  =  { G2 , G3 , G4 , G5 , G6 , G7 , G& }

[G4 + T  =  { G4 , G6 , G8 }

[G5 =  { G5 , G& }

[G6 ]3T  =  { G 6，G& }

[G7 + T  =  { G 5，G 6，G7，G& }

[G& + T  =  {g& }

[G1 =  [G5 =  [g 7 =  {G1 , G5 , G7 }

[G 2 ]1  =  [G4] J  =  [G & ]J =  G 1 ，G 2，G 4，G 5，G7 ，G& }

[G3 ], =  [G6 ], =  { G 1，G 2，G 3，G 4，G 5，G 6，G 7，G8 }

显然，由分类结果得尺备広尺1 。由此可知，该带偏好度 

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是不协调的。

下面计算表1 的部分一致约简。

方法 1 利用定义 8 求解。

容易看出L V■辟=  {A , D 2 , A },其中：

D l=  [G1 =  [G5 =  [G7

D$ =  [G2 =  [G4 =  [G8

D3 =  [G3 =  [g 6

根据部分一致函数的定义有：

—AT G 1 ) = —：t G 3 ) = —AT (G4 ) = —T  (工6 ) = —：T (G7 ) =  {D3 }

-：T G 2 ) = —T  G 5 ) = - ：t (G8 ) =  {D$ }

如果 A = U $,句，心},可以计算得到：对于 V g % U ,有 

[g ] T =  [G ] f ，那么-A (G) = —a t (G)。因此 A = { $ ，3 ,4 }是 

部分一致协调集。

如果 A  =  { 1，<22，3 }，那么有：

[G1 1]N = {G 1，G$，G 5，G6，G7 ̂ G8 }

[G2]1  =  G 2 ，G 5，G6，G8 }

[G3 =  { G2 , G3 , G4 , G5 , G6 , G7 , G8 }

[G4 ]穿= {  G4 ，G6 ，G8 }

[G5 ]1  =  {G5 ，G8 }

[G6]1  =  {G6，G8 }

[G7]P =  G 5 ，G 6，G7 ，G8 }

[G8]1  =  {工8 }

：

-N (G1 ) = - N (G2 ) = - N (G3 ) = —N (G4 ) = —N (G6 ) = - N (G7 )

=  {D 3}

-N (G5 $ = —N (G8 $ =  {D$ ，D3 }

因为—N G 2 ) 2 - AT G 2 )，所以 A  =  { 1，2$，23 }不是部分 

一致协 集。

同理，可以进一步计算出{ 1，3，4 }，{ 4 }，{ 2，24 }，{ 1， 

2$ ，4 }，{ 3，4 }，{ 1，24 }均是部分一■致协调集，但是{<2，22 }， 

{<21，23 }，{ 1 }，{ 2 ，23 }，{ 2 }，{ 3 }不是部分一•致协调集。因 

此根据定义8 可以求得该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 

系统的部分一致约简为{ 4}。

方法2 利用定理4 求解。

根据表1列出的带偏好度量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 

可以计算该信息系统的部分一致可辨识矩阵，如表2 所列。

表2 部分一致可辨识矩阵 

Table 2 The partia lly consistent d iscern ib ility m a trix

D&1AT G1 G2 G3 G4 G5 G6 G9 G8
G1 f f f f f f f f
g2 AT f AT 21 23 24 f 24 22，23，24 f

G3 f f f f f f f f
G4 f f f f f f f f

G5 AT f AT 21 23 24 f 23 ̂ CL4 22 >23 , 2 4 f
Gg f f f f f f f f
G7 f f f f f f f f

G8 AT f AT AT AT AT AT f

可 ：

1"1at = A T  F  ( 1 V 23 V 24 $ F  ( 2 V 23 V 24) F  ( 3 V 24 $ F

(24 $ — 24

因此,{ 4}是该带偏好度量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的

(下转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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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一致约简。易见，由方法 2 所求得的部分一致约简与方 

法一所求得的结果一致。

综上可知，在该决策问题中，市场潜力是使对象的决策不 

变的属性。该案例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求解方法，所用的时间 

也不同。从计算的过程来看，方法一的过程较复杂，总共需要 

计算 15(2 — 1)次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优势类，相对而言， 

方法 2 所用的时间较少。因此在求部分一致约简时，利用方 

法 2 求解具有明显的时间优势。

结 束 语 本文在直觉模糊序决策信息系统下，通过考虑 

隶属度、非隶属度和犹豫度在评价机制中的重要性，并对其赋 

以一定的权重，建立了一个不协调的带偏好度量的直觉模糊 

序决策信息系统，并通过加权得分函数引人新的直觉模糊序 

关系，通过分析部分一致约简的性质得到了对应的判定定理， 

建立了获取这种约简的具体方法；同时通过实例证明了这种 

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且提高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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