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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批量计划问题的 RCWW 算法验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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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Wagner-Whitin(WW)算法是经典的、求解生产批量计划(Lot-sizing Planning，LSP)问题的最优启发式算法， 

对于中小规模问题可以有效求得产品的最优生产量。随机累加 ww(Randomized Cumulative ww，RCWW)算法是改 

进了的 ww 算法，适用于求解具有一般生产结构的、多层级 LSP问题。RCWW 算法的求解效果已经得到了验证。根 

据 RCWW 算法的求解思想，通过采用 c语言进行编码实现算法流程。通过对具有一般生产结构 LsP问题的标准算 

例进行求解，验证了RCWW 算法的求解效果，发现了原文献的错误，证明了作者对 RCWW 算法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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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gner-Whitin(WW)algorithm is a classical optimization heuristic algorithm for lot-sizing planning(LSP) 

problem．It can provide the best production volumes of a product effectively for medium-and small-sized problems．Ran— 

domized cumulative WW (RCWW)algorithm is a modified WW algorithm，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solving LSP prob— 

lem with general structure and multiple levels．The performance of RCW W algorithm was proved before．Based on the 

executive idea of RCWW algorithm，this paper adopted C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implement RCWW  algorithm． 

Through computation on I．SP problems with general gtructure。the effects of RCWW algorithm were verified．Also。the 

errors from literature were found out and our understanding on RCWW algorithm was proved to be correct 

Keywords Wagner-Whitin algorithm，Lot—sizing planning problem，Randomized cumulative，General structure，Multiple 

levels，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algorithm 

1 引言 

在企业供应链的生产环节部分，生产批量计划 (LsP)问 

题是物料需求计划(Material Requirements Planning，MRP)／ 

制造资源计划(Manufacturing Resources Planning，MRPII)系 

统的关键 问题。根据产 品的物料清单 (Bill of Materials， 

BOM)及产品的外部需求，LSP能够确定在有限的计划期内 

产品在每个时期的最佳生产数量。虽然在当今社会中，许多 

企业采用功能强大的企业资源计划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ERP)软 件 (如 SAP，BAAN，Oraclegi，Fourth Shift， 

用友及金蝶等软件)来制定企业生产计划，但是其核心部分仍 

然是基 于 MRP和 MRPII系统 (MRP与 MRPII的区别是 

MRP不考虑企业内可用资源的限制和约束，而 MRPII需要 

考虑各种资源对生产活动的限制)。在现有的所有 ERP软件 

中，制定生产批量计划仅仅是基于最简单的或次优的方法， 

MRPII仅仅起到预警作用而不是决策支持作用(因为关于生 

产过程的约束方面的数据是很多企业不愿意花大力气去收集 

的)_]]。生产批量计划的制定在很多企业中仍然是基于 MRP 

和 BOM的，关于无资源约束 LSP问题的求解算法方面的研 

究 ，仍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1 ]。 

根据层级划分，LSP问题可以分为单级和多级问题。多 

级问题需要根据产品的BOM来确定每种物料的最佳生产数 

量。根据复杂性，多级批量计划问题可以分为线性结构问题、 

装配结构问题和一般结构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Harris：。]在 1913年提出的经济订 

购批量(Economic Order Quantity，EOQ)方法是最早提出的 

算法，EOQ平衡了生产准备费用(setup cost)与库存费用(in- 

ventory keeping cost)。文献F4]在 1958年，提出了求解单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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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资源约束 l SP问题的基于动态规划的著名精确解算 

法 ww 算 法 ，其依据 的是 “存在满 足条件 I *X —o的 

最优解”这个基本性质(简称 ww 性质)，这里 — 是 上一个 

时期的期末库存量(假设没有安全库存)， 是当前时期的生 

产数量。在随后的研究 中，有很多学者提出了求解单级 LSP 

问题的启发式和智能优化算法[5 。单级问题只是研究 以独 

立产品为单位的计划问题 ，1968年 ，SchusseI[ 讨论 了产品 

结构更加 复杂的、基 于 BOM 的线 型结构 LSP问题 ，同时 

MRP系统在生产企业中被广泛接受，极大地促进了多级 LSP 

问题的研究。随后很多学者在求解多级 LSP问题方面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 l】]。虽然有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 比无资源 

约束多级 I．SP问题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有资源约束 

多级 I．SP问题的求解要先根据无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的 

求解工具得到结果 ，然后进行各时期的资源约束调整 ，所以关 

于无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的文献多于有资 源约束 多级 

LSP问题的文献。目前 ，关于无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的有 

效求解工具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 

纵观所有求解无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的求解算法 ，文 

献[2]在 2003年提出的 RCWW 算法是一种效果很好的启发 

式算法，它按照一定规则对具有一般产品结构的 BOM 上的 

所有物料逐一采用 ww 算法进行求解 。文献[1]在 2007年 

提出的改进 RCWW算法(RCWW-STVS)是 目前为止效果最 

好的启发式算法，其求解结果已非常接近已知最好解 ，通过与 

一 些智能优化算法相结合 ，可以求得一些中规模和大规模问 

题的最优解 。 

本文通过采用 C语言编程实现 RCWW-STVS算法，对 

文献Eli给出的求解结果进行验证和比对，具有 3个方面的研 

究意义：1)验证了文献[1]结果的正确性 ；2)验证了作者对文 

献Eli算法理解的正确性；3)由于隐私性方面的原因，LSP问 

题的研究学者无法得到文献[1]算法的源代码 ，通过 自主编程 

实现了算法，为进一步开发 LSP问题的有效求解算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和有力保障。 

2 生产批量计划问题数学模型 

无资源约束多级 LSP问题模 型中，假设生产提前期为 

零 ，并且不允许缺货。总成本由生产准备费用和库存费用组 

成。 

参数定义： 

T 计划期的长度； 

在第 t时期物料 i的生产数量； 

J 第 t时期末物料 i的库存量； 

， 如果物料 i在第 t时期进行生产则值为 
～  

1，否则值为 0； 

d 在第 t时期物料 i的需求数量； 

， 、 生产一个单位物料J所需要的物料 i的 

数量 ； 

z 第 i种物料的生产提前期 ； 

S 物料 i的生产准备费用 ； 

1、 

A 一∑d 在第 t时期物料 i的生产量的上限； 
^一 1 

h 物料 i的库存保管费用； 

N 物料总数量 ； 

P( ) 

r一 (i) 

模型： 

物料 的直接后继的集合； 

物料 i的直接前趋的集合。 

MirL Z一∑ ∑( J 十S X ) (1) 

Subject to 

+ l—L —d ，i一1，⋯ ，N，t--1，⋯ ，T (2) 

fd ， if r( )一 
一

弋， 州'else 
≤ ， 一1，⋯，N，t--1，⋯ ，丁 (4) 

∈{0，1)，i一1，⋯ ，N，tm1，⋯ ，T (5) 

X ，j ≥O， —l，⋯ ，N， 一1，⋯ ，丁 (6) 

目标函数式(1)表示总费用包括生产准备费用及库存费 

用；约束(2)表示物流守衡方程；约束 (3)表示需求公式，如果 

物料 i是最终项目，则需求为外部需求，否则需求 由当前物料 

i的所有后继物料的生产量决定；约束(4)表示只有在生产数 

量大于 0时才能进行生产调整；约束 (5)表示二进制决策变 

量，1表示生产 ，0表示不生产；约束(6)表示生产量和库存量 

不能为负数。 

3 无资源约束 LSP问题的3种启发式 

3．1 WW算法[ 

ww 算法是基于动态规划的、求解单级无资源约束 LSP 

问题的最有效算法。为帮助其他学者更好地理解 ww 算法， 

WW 算法的执行过程将以算例形式进行解释和阐述 。表 114] 

给出了某个产品在 12个生产时期内各个时期的外部需求量 ， 

假设产品的生产准备费用在各个时期都是 54，库存费用在各 

个时期都是 0．4，第 1个时期的期初库存量为零。 

表 l 某产品生产计划期和需求量 

月份 1 2 3 4 5 

10 62 12 l3O 154 

6 7 8 9 10 

129 88 52 124 】60 

11 12 

238 41 

需求 量 

月份 

需求量 

月份 

需求量 

定义F(￡)为产品最好生产策略的总成本，定义f(t)是产 

品最好生产策略的二进制决策向量。 

在第 1个时期 ，必然要进行生产才能至少保证满足产品 

需求，所以这个时期的最优生产决策 ．厂(1)一(1)，生产费用 F 

(1)一54。在第 2个时期 ，为了确定 ，1(2)和 F(2)，面临2个选 

择：第 1个选择是在第 1个时期生产 1O个产品，在第 2个时 

期生产 62个产品(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决策 -厂(2)一，(1)十1一 

(1，1)，生产费用F(2)一F(1)+54=108)；第 2个选择是在第 

1个时期生产 72个产品、存储 62个产品，在第 2个时期不生 

产(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决策 -厂(2)-二l厂(1)十0一(1，O)，生产费 

用 F(2)一F(1)十62*1*0．4—78．8)。这里很容易看出，第 

2种选择是最优 的 ，生产费用最小 。 

在第 3个时期，为了确定 厂(3)和 F(3)，面临 3个选择 ：第 

1个选择是在第 1个时期的生产量足够满足 2个月 的需求 

量，在第 3个时期生产 12个产品(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决策 ， 

(3)一 (2)+ 1一 (1，0，1)，生 产 费用 F(3)一 F(2)+ 54— 

132．8)；第 2个选择是在第 1个时期的生产量足够满足 1个 

月的需求量，在第 2个时期生产量足够满足 2个月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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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的生产决策 -厂(3)一 (1)+1+0一(1，1，0)，生 

产费用 F(3)一 F(1)+54+12*1*0．4—112．8)；第 3个选 

择是在第 1个时期的生产量足够满足 3个月的需求量(这种 

情况下的生产决策 _厂(3)一1十o+0一 (1，0，O)，生产费用 _F 

(3)一 54+62*2*0．4+12*1*0．4—88．4)。因此可以看 

出，第 3种选择是最优的，生产费用最小。算法递归进行求 

解，最后得到 12个时期的最小生产成本 F(12)一501．2，最佳 

的生产决策向量 ．厂(12)一(1，0，0，1，1，0，1，0，1，1，1，o)，所有 

计算过程中的中间结果由表 2[4 给出。 

表 2 ww算法的中间结果 

3．2 RCWW算法Lu 

RCWW 算法是改进的 ww 算法 ，适用于求解多级无资 

源约束 LSP问题。图 1 E1]给出了具有一般产品结构的 BOM， 

其中物料左边带下划横线的数字表示产品生产提前期，物料 

右边的数字表示生产准备费用，物料之间的需求关系是 1对 

1的。WW 算法在执行时，需要根据确定的生产准备费用和 

库存费用来制定生产决策和确定生产成本。RCWW 算法是 

基于修改的虚拟生产准备费用和原始库存费用来执行的，具 

体的执行过程分为 5个步骤：1)根据 BOM 来确定一个计算 

物料生产决策的先后顺序；2)确定 当前物料在每个时期修改 

后的虚拟生产准备费用；3)基于当前物料的虚拟生产准备费 

用和库存费，使用 ww 算法逐时期从前到后进行计算，得到 

虚拟修改费用下的最优的 0-1生产决策向量 ；4)采用原始的 

生产准备费用(未被修改的生产准备费用)，根据 0-1生产决 

策向量计算得到生产成本；5)将第 2)--4)步骤循环进行，直 

到所有的BOM 上的物料都被计算过为止，最后输出最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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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矩阵和总生产成本。 

RCww 算法是一种基于修改的虚拟费用的 ww 算法， 

采用修改的虚拟费用的思想是源于“在某个时期的物料生产 

量 ，会导致生产该物料所需的所有物料都必须进行生产的结 

果”。根据图 1来看，如果在某个生产时期 t要生产物料 1，那 

么就需要在第 一1个时期生产物料 3、4和 6(都是物料 1的 

前驱)。因此可以看出，物料 1的生产导致了物料 3、4和 6的 

生产，物料 1需要承担一部分物料 3、4和 6的生产准备的责 

任，责任的体现以累加随机虚拟生产准备费用的方式来实现。 

图 1 一般结构产品 BOM图 

在生产物料 1时，需要考虑 2种情况：1)物料 3、4和 6在 

生产时期 一1已经因其他物料的生产而导致生产准备活动 

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物料 1不需要承担该生产时期其所需 

所有物料的生产准备责任)；2)物料 3、4和 6在生产时期 

t--1没有因其他物料的生产而导致生产准备活动的发生(在 

这种情况下，物料 1需要承担该生产时期其所需所有物料的 

生产准备责任)。物料的虚拟生产准备费用需要根据式(7)来 

计算 。在给出式(7)之前，需要解释几个变量。S表示物料 i 

在时期 t修改后的生产准备费用；T(i，J，f)表示二进制 O一1 

变量 ，当其值为 1表示物料 i在 t—z 时期引发了物料 产生 

准备活动 ，其值为 0表示在 ～ 时期已经有其他物料引发了 

物料 产生准备活动；r表示值为大于等于 0和小于等于 1之 

间一个随机数；I r( )l表示所有需要物料 i来进行生产的物 

料(所有物料 i的后继)的个数 ： 

一  +r
，F ∽T0， 商  (7) ，Fr f’1 I‘、J I 

式中，S，需要按照式(8)来递归求得： 

Si=si+
， 车∽ ) 

式(7)中的 S，是过渡变量；变量 T(i， ，￡)不是事先确定 

好的，而是需要根据物料生产准备费用的修改顺序来确定，比 

如第 1个能够进行生产费用修改的物料只能是物料 1或物料 

2。变量 T(i， ， )的引入就是用来控制某物料引发了其前驱 

物料的生产准备活动后是否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变量 r用来 

控制责任的承担量，也就是说物料不必承担引起其他物料生 

产准备活动的全部责任。对于每种物料，变量 r的值固定不 

变。 

3．3 RCWW-STVS算法_1 

这个方法是 RCWW 算法的一个修改版本，通过对每种 

物料分配不同的 ，一值来计算修改后的生产准备费用。r值根 

据式(9)来确定： 

— R(1+ ) (9) 

式中， 是第 i种物料的生产准备费用累加系数，R表示大于 

等于 O、小于等于 0．5的小数，P表示物料总数， E{1，⋯， 

P}表示物料 i在物料序列中的位置，“表示大于等于一1和小 

于等于 1之间的实数。 



据式(9)可以得到 —R(1+ )；对于物料顺序中的最后一个 一 十一 
∈I备∽̈  ， ， ‘ o’ 

物料(生产材料 ， 一P)，根据式(9)可以得到 --R(1一 )。 根据 “的符号 ，可以区分两种情况： 

冈此，R是 r 的平均值；“确定了斜率，修改的生产准备费用 1)如果 “是正数， 的值随产品序号的增加而减小；2)如 

累加式如式(1O)所示： 果 “是负数， 的值随产品序号的增加而增加。 

表 3 R一0．431183和 “一0．956399时各物料修改后的生产准备费用和牛产量 

l 

2 

皇 
60 0．84 S2．t 

(0．43) 

6 7 8 9 

5 8O 

50 

3 3O 

20 

8 80 

7 

0．74 S5 

(0．43) 

0．64 

(0．43) 

0．53 

(0．43) 

0．43 

(0．43) 

0．33 

(0．43) 

0．22 

(0．43) 

0．】2 s7．t 

(0．43) 

X7t 

0．02 S9．t 

(0．43) 

X9t 

40 

40 

6O 

60 

80 

(80) 

70 

(70) 

40 

(40) 

205 

(175) 

91．1 

(86．5) 

50 

(50) 

44．3 

(41．5) 

10 

(io) 

96．5 

(96．5) 

60 

(60) 

39．7 

(45．9) 

120 

(90) 

80 

(80) 

】95．7 

(129．4) 

60 

(40) 

91．1 

(86．5) 

30 

(30) 

】70．6 

(103．2) 

(】O) 

44，3 

(30) 

12 

(12) 

96．5 

(90) 

62 

(62) 

39．7 

(28．6) 

32 

(32) 

8O 

(80) 

52 

(52) 

io 

(1o) 

30 

(30) 

40 

(40) 

】95．7 

(】29．4) 

3O 

(30) 

91．1 

(86．5) 

l70．6 

(131．6) 

2o 

(20) 

30 

(30) 

96． 

(96． 

26．6 

(28．6) 

80 

(8O) 

l0 

(10) 

40 

(40) 

注：加括号部分是文献E2]的 r值和计算结果。 

3．4 算例 描述【’] 

由于算法的关键部分是修改过的生产准备费用的计算过 

程，为了让其他学者能够更好地理解RCWW-STVS算法进行 

生产准备费用修改的过程 ，这里采用一个算例进行描述。我 

们采用一个与图 1一样的一般结构产品 BOM 图，原始的生 

产准备费用和生产提前期与图 1所示的一致。这里 ，计划期 

的长度为 9；物料 1(产品)在每个时期的需求量为{0，0，0，0， 

l0，i5，l0，12，20}；物料 2(产品)在每个时期的需求量为 (0， 

0，0，0，0，50，40，20，30}；从物料 1至物料 9的库存保管费用 

为{13，8，4，4，3，3，2，1，1}。在修改生产准备费用之前，假设 

费用修改顺序为{2，5，1，3，4，6，8，7，9)(该序列根据 BOM 图 

从上层到下层按先后关系来决定。对于 RCWW 算法，为了确 

定顺序中的第一个物料 ，有物料 1和物料 2可以选择。根据各 

物料的原始生产准备费用，给物料 1分配选择概率为50／(50-i- 

60) 0．45，给物料 2分配选择概率为 60／(50+60)一O．55。在 0 

和 1之间产生一个随机数 0．638，根据类似遗传算法的轮盘赌 

选择方式 ，由于该随机数大于物料 1的选择概率 0．45，因此选 

择物料 2作为序列的第一个元素)，R：0．431183以及 “ 

0．956399(由此得到对应于费用修改顺序的 分别为{o．84， 

o．74，o．64，o．53，o．43，o．33，o．22，o．12，o．02})。 

从物料 2开始进行费用修改，丁( ， ， )的所有取值为 1 

(冈为此时没有任何物料的生产量 已经被确定下来)，物料 8 

和 9(生产材料)的修改后的费用与原始生产准备费用一样 

(因为它们没有前驱物料)。为了计算物料 2修改后的生产准 

备费用，需要根据式(8)从产品 BOM 的最底层到最顶层来计 

算物料 2的所有前驱物料的过渡变量值(为了使用式(10)而 

需要根据式(8)计算临时修改的生产准备费用)。因此根据图 

1先计算 S8一s8=80及 S9一s9—40，再计算 S6—56十58／2十 

S。／2=80及 S 一s +S。／2—30，然后计算 S4一s + S。／3+ 

ŝ／2=131．7及 S—s5+ ／2—95，最后计算 S2 -二 z+0．84* 

(s4／2+S )一195．1(这个值与图 1给出的值有点差别 ，因为 

图 1中的 rz实际上大于 0．84)。表 3列出了所有物料修改后 

的生产准备费用的值以及根据这些值而计算出来的每种物料 

的生产罱，根据不同的 值而计算出来的总费用为 221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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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2]的固定 r值为 0．431183的 RCWW 算法的结果 

为 2257。为了证明R和“能够对总费用产生影响，这里采用 

了不同的R=O．36898和 “一一O．87656重新进行了计算，总 

生产成本为 2257，如表 4所列。 

表 4 R=0．36898和“一一0．87656时各物料修改后的生产准备费用和生产量 

80 0．13 Ss．t 

X5t 

0．21 S1．t 

X1t 

0．29 S3，t 

X3t 

81．9 81．9 81．9 81．9 81．9 81．9 

50 60 30 

37．7 

10 

95．5 

60 

47 

80 

75．6 75．6 75．6 75．6 89．2 

10 15 1O 12 2O 

3O 

15 

90 

55 

29 

55 

现在考虑 T(i，J， )的修改过程。假设已经确定了物料 2 

和物料 5的各时段的生产量，接着要确定物料 1的生产量。 

物料 3、6和8是物料 1的前驱物料，但它们都不是物料 2和 5 

的前驱物料，所以 T(1，3，￡)、T(1，6，￡)和 丁(1，8， )在所有时 

期都为 1。物料 4既是物料 1的前驱物料又是物料 2的前驱 

物料。物料 2在第 6、7和 9个时期有生产量安排，它有 2个 

时期的生产提前期，物料 2的生产导致物料 4在第 4、5和 7 

个时期要进行生产准备活动，因此，如果物料 1也需要物料 4 

在第 4、5和 7个时期进行生产准备，物料 1不用承担任何责 

任。则 T(I，4，5)、T(i，4，6)和T(1，4，8)的值都为0，对于其 

他时期 T(1，4， )等于 1(也就是说，物料 1的修改后的生产准 

备费用在第 5、6和 8个时期不加人物料 4的部分过渡性的修 

改后费用，而在其他时期物料 1的修改后的生产准备费用需 

要加入物料 4的部分过渡性的修改后费用)。 

4 算例验证 

为验证文献E1]算法的正确性和作者对该文算法理解的 

正确性，采用 C语言对 RCWW-STVS算法进行了验证。本 

文的编程环境为：电脑采用 IBM Thinkpad R4O0；编程工具采 

用 VC十十6．o；操作系统是 Window XP；内存大小为 lOB； 

CPU为酷睿 2双核 P8700、主频 2．53GHz。 

本文具体的实现细节是采用结构体来记录、表达和存储 

BOM 图，具体代码如下： 

struet MATERIAl ／／物料结构 

{ 

int info；／／当前节点信息 

int level；／／当前节点所处层级 

int proeessable；／／当前节点是否可以处理 

float s；／／Setup cost 

float S1；／／过渡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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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at h；／／库存保管费用 

int leadtime；／／物料生产提前期 

float r； 

int predecessor
— number；／／前驱节点个数 

int successor number；／／后继节点个数 

int predecessorEM+1]；／／当前节点前驱 

int successor[M+1]；／／当前节点后继 

}； 

本文算例来 自文献[1]中的 3个算例，产品 B0M 图与图 

1相同。算法的具体执行结果由图 2、图 3和图 4给出，图 2 

对应文献[1]的R=0．431183以及u=0．956399的计算结果； 

图3对应文献[2]的r=O．431183的计算结果；图4对应文献 

E1]的R=0．36898和 “一一0．87656的计算结果。通过与表 

3和表4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本文算法对文献[2]的计算结 

果与文献[1]的结果在生产量方面不一致，对于其他两个算例 

的结果与文献f1]的结果完全一致。这是因为文献[1]给出的 

计算结果不正确，从而导致生产量的计算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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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学者可以发现本文物料 3的库存保管费用为 4， 

物料 3的需求量为{]0，15，10，12，10}。如果按照文献[1]的 

结果，在第 5个时期生产 25个 ，而在第 6个时期不生产，则需 

要在第 5个时期存储 1O个单位物料 3，其库存保管费用为 

4O。由于物料 3的生产准备费用在第 6个时期为 3O，可以很 

容易地发现第 6个时期生产 1O个单位物料 3的费用要 比在 

第 5个时期存储 1O个单位物料 3的费用要低。因此，本文算 

法的计算结果是完全正确的。 

结束语 本文基于 C语言，采用 VC++6．0对 RCWW— 

STVS算法进行编程实现 ，验证了其正确性和作者对该算法 

理解的正确性，发现了原文献的错误。本文成果为进一步开 

发有效的、基于智能优化算法的 LSP问题求解工具，提供 了 

有力的代码保障和基础支撑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研究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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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B一{b}下可以发生合并，其中 ∈Ei，xj∈E，满足 (z ) 

(zi)一一1。故 p(x ，6)≠p(∞，6)且 V b ∈(B一{b})，均有 

p( ，b )一fD( ，，，b )。依 据式 (9)，有 b∈ 且 Vb ∈(B一 

{b})，均有 b f 故(B一{b})n —D。从而说明V b∈B， 

，c ≠O，使得(B一{6})nf 一0。 

定理 3说明，对于二值决策问题 ，基于全局相对增益函数 

和基于期望绝对增益函数构建 的 Bayesian粗糙集属性约简 

模型可通过统一的形式予以描述，其实质是将各决策类关于 

条件属性集 C的 *一正域与 *负域 中的对象进行分辨，即保 

持各决策类关于条件属性集 C的 *一正域与 *一负域在属性约 

简过程中均不减小 ，从而使得各决策类关于 U／C各原子集的 

后验概率在属性约简前后保持不变。 

结束语 Bayesian粗 糙集模 型综 合了粗糙集 理论 与 

Bayesian推理的优点，对现实问题处理所得结论的可解释性 

更强。在分析 目前二值决策问题中两种 Bayesian粗糙集属 

性约简模型的基础上，证明了基于全局增益函数及期望绝对 

增益函数建立的二值决策问题属性约简模型等价。作为重要 

的知识表示形式，分辨矩阵在粗糙集理论知识约简研究中具 

有重要地位。对于二值决策问题 Bayesian粗糙集属性约简 

模型给出 相应的分辨矩阵表示，从而 Pawlak经典粗糙集模 

型中已有基于分辨矩阵的知识约简策略及算法可直接平移应 

用于 Bayesian粗糙集模型。现实应用中，人们往往面对多值 

决策问题，如何在二值决策 Bayesian粗糙集理论基础上 ，构 

建多值决策问题下 Bayesian粗糙集近似度量指标及属性约 

简模型将是下一步的主要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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