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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麻纤维回潮率测试的不确定性系统模型 ≥2

罗佑新 李晓峰
湖南文理学院 机械工程系 湖南 常德  

摘  要  运用泛灰色不确定性系统理论 建立了苎麻纤维回潮率测试的不确定性系统模型 ≥2 ∀该模型不需要

累加和累减生成 适合于等间距及非等间距建模 具有精度高 !使用简便等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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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灰信息是一类外延最广的不确定性信息 它

涵盖了随机性 !模糊性和未确知性 种不确定性信

息 泛灰数学就是实现综合处理不确定性信息的数

学 可称之为不确定性数学≈ ∀本文以泛灰数学≈ 

为基础 研究苎麻纤维半制品回潮率电测值 Ξ与烘

箱值 Ψ的泛灰不确定性系统模型 给出了较高精度

的检验方法 ∀

1  不确定性系统数据处理模型(ΥΣΜ21)

由于泛灰集合 Γ是包含一切不确定信息随机

的 !模糊的 !未确知的和灰色的等的广义不确定信

息的集合 ∀因此 以泛灰数学为基础建立 ≥线图

数据处理模型≈  ∀

当系统信息可用泛灰数据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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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灰律 且单一泛灰序列 Ξ
 的观测部与信息部的

模型总称为 ≥2 ∀

在灰色系统模型中 序列一阶线性微分方程模

型  是应用最广泛的模型 ∀以双非齐次指数

泛灰律给出 ≥2的建模步骤如下 

 构造描述观测部变化规律及对应时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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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 为泛灰系统的双非齐次指数泛灰线

图数据处理模型 ∀

2  模型精度检验

对于 ≥模型的数据处理模型的精度 除了要

检验观测部的精度外 还应检验信息部的模型精度 

个模型精度要综合考虑 得出系统的泛灰模型精

度 ∀对 ≥2模型同样可以用  模型检验

的方法进行检验 常用的有 种≈
残差检验 !关联

度检验及后验差检验 ∀还有一种 ≤ 型关联度的检

验方法≈
本文所建模型用此方法检验 ∀

3  建模实例

以文献≈的电测法与烘箱值测试结果为依据 

考虑到灰色系统建模可以依据少信息或贫信息的原

理 假设检测中只进行了 次测定 ∀试验数据如表

所示 ∀
表 1  电测法与烘箱值测试结果 

试验编号 电测值 Ξ 烘箱值 Ψ
烘箱值

模型值计算值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直接以回潮率电测值 Ξ与烘箱值 Ψ建模型 估

计烘箱值 ⊥Ψ按本文的方法建立 ≥2 输出结果

如下 

α  1 χ  1 β  1

  综合关联度 ⁄  1 1 1 

1 1 1 1 1   1 

1 整体综合关联度为 1 ∀模型检验为

/好0 ∀随后计算观测部模型为 ⊥Ψξ ∀
⊥Ψξ  1 ≅ ¬1 ≅ Ξ  1



平均绝对值相对误差为 1  ∀

而文献≈用灰色预测的等时距  模型

必须用时间序列 κ与烘箱值 Ψ建模 不能用回潮率

测量 Ξ直接建模 当 Ξ为不等间距时 就不好用时

间序列 κ与烘箱值 Ψ建模 即使转换后建模也不方

便 ∀由此 可以看到本文方法的适应性与科学性 ∀

本模型的精度相当于文献≈的模型 ≤ 该模型的平

均绝对误差为 1  是优化  的 个参数

ΑΒ精度高 又能与拟合计算相符 是文献≈的最

佳模型 由此看出本文方法的适应性 ∀同时 运用基

于泛灰的不确定性模型 考虑了多种不确定性 因而

更具有科学性 ∀

4  结  论

本文运用泛灰色不确定性系统理论 建立了回

潮率测试的研究不确定性系统模型 ≥2 给出了

精度检验方法 并编制了 ×程序≈ ∀该模型

不需要累加和累减生成 不仅用于等间距建模 也适

合非等间距建模 具有精度高 !使用简便等特点 为

回潮率测试与工程试验数据处理与试验在线提供了

一种通用泛灰不确定性系统模型与方法 ∀计算实例

说明了本模型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

参考文献 

≈    •  ±∏≈ ≥≥ 

    

≈    王清印 灰色数学基础 ≈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    王清印 预测与决策的不确定性数学模型≈  北京 冶金工

业出版社  

≈    薛定宇 科学运算语言  ×1程序设计与应用≈  北

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李晓峰 罗佑新 苎麻纤维回潮率  模型研究≈ 纺

织学报      

≈    李晓峰 罗佑新 灰色系统在工程测试数据处理中的应用研

究≈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  第 期 纺织学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