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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区间数判断矩阵的满意一致性和方案的排序.首先,给出区间数判断矩阵满意一致性的一种新的定义;

然后,利用区间数判断矩阵的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是否为标准 0-1型排列矩阵来判断区间数判断矩阵是否为满意

一致性矩阵,若具有满意一致性,则可以直接从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中得出方案的优劣顺序,此种方法适用于对存

在等价方案的区间数判断矩阵满意一致性的判定;最后给出两个例子说明了该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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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satisfying consistency of interval comparison matrix and the ranking of alternatives are

studied. Firstly, a new definition of the satisfying consistency of the interval comparison matrix is proposed. Then, whether

an interval comparison matrix has satisfying consistency is judged according to whether its 0-1 central value permutation

matrix is a standard 0-1 permutation matrix. If the interval comparison matrix has satisfying consistency, the ranking of

alternatives are obtained directly from the 0-1 central value permutation matrix, and thereby the satisfying consistency of an

interval comparison matrix with non-strict pairwise comparison information is judged. Finally, two examples are given to

demonstrate the rationality and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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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引引 言言言

在现代决策中,为了使决策结果具有民主性和合

理性, 往往需要多个决策者参与即群决策, 决策者常

常需要对决策方案进行两两比较得出判断矩阵,最常

见的两种数字判断矩阵是互补判断矩阵和互反判断

矩阵. 然而在实际的决策问题中,由于决策问题的不

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人类思维判断的模糊性、知识结

构和背景的不同,单一准则下决策者在对方案两两比

较时往往不能给出具体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 决策

者用模糊数或者区间数来描述会更加合理,但要利用

各个决策者给出的区间数判断矩阵获得群体偏好信

息,进而得到各个方案的优劣顺序.这就要求各个决

策者提供的区间数判断矩阵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

区间数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

题.

文献 [1]提出了利用区间数判断矩阵表达决策者

对方案比较的判断结果,之后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

的区间数判断矩阵一致性的定义和判定方法[1-11]. 文

献 [2]总结了各种区间数判断矩阵一致性的定义并给

出了新的定义;文献 [3]提出了一种新的可接受一致

性定义.在判断区间数判断矩阵一致性的研究方法中,

文献 [4]给出了求区间数判断矩阵排序权值的线性规

划模型, 并在 [5]中对该方法进行了补充; 文献 [6]给

出了双阶段对数目标规划法; 文献 [7-8]提出了决策

允许偏差的概念, 利用允许偏差求区间数判断矩阵

的排序权值;文献 [10]通过求解优化模型及一致性定

义, 提出了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逼近方法;

文献 [11]在几何一致性指标 (GCI)的基础上, 给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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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数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的概念,通过求解数

学规划模型可以判定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 这些

方法大部分要建立规划模型,计算过程较为复杂.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决策者给

出决策矩阵的目的, 即比较出各个方案的优劣, 给出

一种区间数判断矩阵满意一致性的定义. 在此定义

的基础上, 本文给出区间数判断矩阵的中心值矩阵

和 0-1型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等定义, 利用其 0-1型

中心值排列矩阵是否为标准 0-1型排列矩阵来判断存

在等价方案的区间数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

1 基基基础础础知知知识识识

定定定义义义 1[12] 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 若对

于 ∀ 𝑖, 𝑗, 𝑘均有

�̄�𝑖𝑗 = �̄�𝑖𝑘�̄�𝑘𝑗 , (1)

则称矩阵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

定定定义义义 2[13] 对于模糊判断矩阵𝐵 = (𝑏𝑖𝑗)𝑛× 𝑛,

若𝐵中存在𝑚(𝑚 ⩾ 2)个不小于 1的元素,使得𝑥𝑢1 ર
⋅ ⋅ ⋅ ર 𝑥𝑢𝑖 ર 𝑥𝑢𝑗 ⋅ ⋅ ⋅ ર 𝑥𝑢2 ર 𝑥𝑢1 ,且在这个方案优劣

循环链中至少有一个是优于关系“≻”,则称模糊判断

矩阵𝐵是不一致的,否则称矩阵𝐵具有满意一致性.

定定定义义义 3[14] 设 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是有界闭区间, 如

果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𝑅, 则称 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为区间数. 实数集

𝑅上的全体区间数记为 𝐼𝑅,即

𝐼𝑅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𝑅}.
定定定义义义 4[14] 设有两个区间数 𝑎1 = [𝑙1, 𝑢1], 𝑎2 =

[𝑙2, 𝑢2], 𝑙1 > 0, 𝑙2 > 0,则有

𝑎1 ⋅ 𝑎2 = [𝑙1 ⋅ 𝑙2, 𝑢1 ⋅ 𝑢2], 1/𝑎1 = [1/𝑙1, 1/𝑢1].

定定定义义义 5[6] 称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为区间数判断矩阵,

若对于任意的 𝑖, 𝑗 = 1, 2, ⋅ ⋅ ⋅ , 𝑛,均有

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且 0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𝑎𝑖𝑗 = 1/𝑎𝑖𝑗 .

当对于任意的 𝑖, 𝑗 = 1, 2, ⋅ ⋅ ⋅ , 𝑛, 都有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时,

𝐴为数字判断矩阵.

定定定义义义 6[2] 称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为完全一致性区间

数判断矩阵,若对于任意的 𝑖 < 𝑗 < 𝑘,均有

𝑎𝑖𝑗 = 𝑎𝑖𝑘 ⋅ 𝑎𝑘𝑗 .
定定定义义义 7[2] 称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为强一致性区间数

判断矩阵, 若对于任意的实数 �̄�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 数字判

断矩阵𝐴 = (�̄�𝑘𝑙)𝑛× 𝑛(�̄�𝑘𝑙 ∈ [𝑙𝑘𝑙, 𝑢𝑘𝑙])均存在一致性,

其中当 𝑘 = 𝑖, 𝑙 = 𝑗时, �̄�𝑘𝑙 = �̄�𝑖𝑗 .

定定定义义义 8[2] 称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 具

有一致性, 若存在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具有一致性.

定定定义义义 9[15] 称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

具有满意一致性,若存在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

(�̄�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具有满意一致性.

本文给出一种区间数判断矩阵满意一致性的定

义,并证明该定义与定义 9是等价的. 另外需要强调

的是, 由区间数判断矩阵的定义可知, 给出的区间数

判断矩阵元素满足互反性, 也就是说其元素的取值

是在 Saaty[12]提出的 1-9标度法基础上得到的. 根据

1-9标度法的实际表示意义,本文讨论的区间数取值

要么都在 1之下要么都在 1之上. 这是因为比如用区

间数 [1/2, 4]表示方案 𝑖比方案 𝑗的相对重要程度, [1,

4]表示方案 𝑖比方案 𝑗重要, 而 [1/2, 1]又表示方案 𝑗

比方案 𝑖重要,可以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所以要求区

间数的取值要么都在 1之下要么都在 1之上.

定定定义义义 10[14] 设 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是区间数, 称

𝑚(𝑎𝑖𝑗) =
1

2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为 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的中心.

定定定义义义 11 对于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

若对于 ∀ 𝑖, 𝑗, 𝑘 ,其中 𝑖 ∕= 𝑗 ∕= 𝑘,满足:

1) 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或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 𝑚(𝑎𝑖𝑗) > 1;

2)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 𝑚(𝑎𝑖𝑗) = 1.

则称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

下面证明定义 11与定义 9是等价的.

证证证明明明 若区间数判断矩阵具有满意一致性,则存

在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具有满

意一致性;若𝑚(𝑎𝑖𝑘) > 1,则 �̄�𝑖𝑘 > 1,这说明方案 𝑖比

方案 𝑘重要,同理𝑚(𝑎𝑖𝑘) ⩾ 1可以推出方案 𝑘不差于

方案 𝑗,存在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具有满意一

致性, 即𝑥𝑢1 ર 𝑥𝑢2 ર ⋅ ⋅ ⋅ ર 𝑥𝑢𝑖 ર 𝑥𝑢𝑗 ⋅ ⋅ ⋅ ર 𝑥𝑢𝑛成

立,从优劣链中可以得出方案 𝑖优于方案 𝑗,即 �̄�𝑖𝑗 > 1.

这样便证明了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成立.

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成立和

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成立可类似

证明,在此不再重述.

定义 11的条件是, 对于 ∀ 𝑖, 𝑘, 𝑗, 其中 𝑖 ∕= 𝑘 ∕=
𝑗满足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 当

这些条件满足时, 在比较方案时可以得出方案的优

劣顺序, 且不会出现循环现象; 所以利用不等式关

系, 选择合适的方案比较结果构造出一个具有满意

一致性的数字判断矩阵, 这样当区间数判断矩阵满

足定义 11的条件时, 一定存在数字判断矩阵𝐴 =

(�̄�𝑖𝑗)𝑛× 𝑛(�̄�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具有满意一致性. 当满足

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 表示存在等

价方案.

当𝑚(𝑎𝑖𝑘) ⩾ 1, 𝑚(𝑎𝑘𝑗) > 1时𝑚(𝑎𝑖𝑗) > 1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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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不再重复叙述. 2
2 区区区间间间数数数判判判断断断矩矩矩阵阵阵满满满意意意一一一致致致性性性的的的判判判定定定方方方法法法

及及及方方方案案案的的的排排排序序序

2.1 区区区间间间数数数判判判断断断矩矩矩阵阵阵满满满意意意一一一致致致性性性的的的判判判定定定

定定定义义义 12 称𝑀 = (𝑚(𝑎𝑖𝑗))𝑛× 𝑛为区间数判断

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的中心值矩阵,其

中

𝑚(𝑎𝑖𝑗) =
1

2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2)

定定定义义义 13 称𝑊 = (𝑤𝑖𝑗)𝑛× 𝑛为区间数判断矩

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𝑎𝑖𝑗 = [𝑙𝑖𝑗 , 𝑢𝑖𝑗 ])的中心值偏好关系矩

阵,其中

𝑤𝑖𝑗 =

⎧⎨⎩ 1, 𝑚(𝑎𝑖𝑗) ⩾ 1;

0, 𝑚(𝑎𝑖𝑗) < 1.
(3)

定定定义义义 14 在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𝑊 =

(𝑤𝑖𝑗)𝑛× 𝑛中, 称𝑤′ =

𝑛∑
𝑗=1

(𝑚(𝑎𝑖𝑗))为中心值偏好关

系矩阵的第 𝑖行的行偏好值, 称𝑤′′ =
𝑛∑

𝑖=1

(𝑚(𝑎𝑖𝑗))为

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的第 𝑗列的列偏好值.

定定定义义义 15 设𝑊 = (𝑤𝑖𝑗)𝑛× 𝑛为区间数判断矩

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的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 将𝑊 =

(𝑤𝑖𝑗)𝑛× 𝑛中的元素按照行中 1的多少排列, 为了保

证原来的比较关系不变, 列也作相应的调整; 这

样得到一个新的矩阵, 记作𝑅 = (𝑟𝑖𝑗)𝑛× 𝑛, 称𝑅 =

(𝑟𝑖𝑗)𝑛× 𝑛为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的 0-1型

中心值排列矩阵,例如

𝑊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0 1 0

𝑥2 1 1 1 1

𝑥3 0 0 1 0

𝑥4 1 0 1 1

⎞⎟⎟⎟⎟⎠,

则

𝑅 =

⎛⎜⎜⎜⎜⎝

𝑥2 𝑥4 𝑥1 𝑥3

𝑥2 1 1 1 1

𝑥4 0 1 1 1

𝑥1 0 0 1 1

𝑥3 0 0 0 1

⎞⎟⎟⎟⎟⎠.

定定定义义义 16 称矩阵𝑄 = (𝑞𝑖𝑗)𝑛× 𝑛为标准 0-1型

排列矩阵, 若每行的元素 𝑞𝑖𝑗满足: 𝑖行中 1的个数大

于等于 𝑖 + 1行中 1的个数, 且 𝑞𝑖𝑗 , 𝑞𝑖𝑗+1, ⋅ ⋅ ⋅ , 𝑞𝑖𝑛 = 1,

𝑞𝑖𝑗−1, 𝑞𝑖𝑗−2, ⋅ ⋅ ⋅ , 𝑞𝑖1 = 0. 例如

𝐴 =

⎡⎢⎢⎢⎢⎣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0 0 0 1

⎤⎥⎥⎥⎥⎦ , 𝐵 =

⎡⎢⎢⎢⎢⎣
1 1 1 1

0 1 1 1

0 1 1 1

0 0 0 1

⎤⎥⎥⎥⎥⎦ ,

都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

定定定理理理 1 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 = (𝑎𝑖𝑗)𝑛× 𝑛具有

满意一致性的充要条件为,其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

𝑅 = (𝑟𝑖𝑗)𝑛× 𝑛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

在证明此定理之前先说明一点,由定义 11可知,

由不等式的限制可以得出各个方案的优劣顺序具

有传递性且不会出现循环现象; 用𝑋 = {𝑥1, 𝑥2, ⋅ ⋅ ⋅ ,
𝑥𝑛}表示方案集,循环现象是指出现𝑥1 ≻ 𝑥2 ≻ 𝑥3 ≻
𝑥1的情况. 本文利用这种思想来证明定理 1成立.

证证证明明明 首先证明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的必要条件.

由上面的分析可设各个方案的优劣关系为𝑥(1), 𝑥(2),

⋅ ⋅ ⋅ , 𝑥(𝑛), (𝑥1, 𝑥2, ⋅ ⋅ ⋅ , 𝑥𝑛按优劣关系排列后的顺序),

由定义 15可知, 𝐴的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𝑅满足 𝑖

行中 1的个数大于等于 𝑖 + 1行中 1的个数. 设𝑥(𝑖)为

其中的一个方案, 由优劣关系可设𝑥(𝑗), 𝑥(𝑗+1), ⋅ ⋅ ⋅ ,
𝑥(𝑛)(可能存在等价方案, 所以𝑥(𝑗)不一定就是𝑥(𝑖+1)

方案)为不优于𝑥(𝑖)的方案,则有

𝑚(𝑖)(𝑗),𝑚(𝑖)(𝑗+1), ⋅ ⋅ ⋅ ,𝑚(𝑖)(𝑛) ⩾ 1,

𝑚(𝑖)(𝑗−1),𝑚(𝑖)(𝑗−2), ⋅ ⋅ ⋅ ,𝑚(𝑖)(1) < 1.

由式 (3)可得

𝑤(𝑖)(𝑗), 𝑤(𝑖)(𝑗+1), ⋅ ⋅ ⋅ , 𝑤(𝑖)(𝑛) = 1,

𝑤(𝑖)(𝑗−1), 𝑤(𝑖)(𝑗−2), ⋅ ⋅ ⋅ , 𝑤(𝑖)(1) = 0.

对应的在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𝑅中有

𝑟𝑖𝑗 , 𝑟𝑖𝑗+1, ⋅ ⋅ ⋅ , 𝑟𝑖𝑛 = 1, 𝑟𝑖𝑗−1, 𝑟𝑖𝑗−2, ⋅ ⋅ ⋅ , 𝑟𝑖1 = 0.

综上可知,当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

时, 其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𝑅是标准 0-1型排列矩

阵.

下面证明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的充分条件. 设𝑅

为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且满

足

𝑟𝑖𝑗 , 𝑟𝑖𝑗+1, ⋅ ⋅ ⋅ , 𝑟𝑖𝑛 = 1, 𝑟𝑖𝑗−1, 𝑟𝑖𝑗−2, ⋅ ⋅ ⋅ , 𝑟𝑖1 = 0.

设第 𝑖行对应的方案为𝑥(𝑖),其他行以此类推,由

式 (3)可知𝑥(𝑖)不劣于𝑥(𝑗), 𝑥(𝑗+1), ⋅ ⋅ ⋅ , 𝑥(𝑛)方案, 比

𝑥(𝑗−1), 𝑥(𝑗−2), ⋅ ⋅ ⋅ , 𝑥(1)方案劣,具有一般性且 𝑖行中 1

的个数大于等于 𝑖+ 1行中 1的个数,可以得出各个方

案的优劣关系,同时具有传递性且不会出现循环现象,

因此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 2
由上面的证明可以得出,当𝐴具有严格偏好关系

时,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为上三角矩阵,这样可以得

到一种判断区间数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的

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 根据区间数判断矩阵写出相应的中心值

矩阵;

Step 2: 根据中心值矩阵写出中心值偏好关系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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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

Step 3: 根据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写出 0-1型中

心值排列矩阵;

Step 4: 判断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是否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

Step 5: 如果是上三角矩阵,则𝐴具有严格偏好关

系,否则进行下一步;

Step 6: 如果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 𝐴具有满意

一致性,否则不具有;

Step 7: 判断结束.

2.2 方方方案案案的的的排排排序序序

根据上面的判断方法可以判断一个区间数判断

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同时也可得到一种方案的

排序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Step 1: 判断决策者给出的区间数判断矩阵是否

具有满意一致性;

Step 2: 如果不具有满意一致性,则返回给决策者

进行调整或进行修正,直到具有满意一致性为止;

Step 3: 如果具有满意一致性,则写出区间数判断

矩阵的 0-1型中心值排列矩阵, 即是标准 0-1型排列

矩阵;

Step 4: 根据标准 0-1型排列矩阵判断方案的优

劣;

Step 5: 得出方案的优劣顺序.

3 举举举例例例分分分析析析

例例例 1 假设给出 4个方案的区间数判断矩阵,为

了表示方便,用𝑋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表示这 4个方案,

那么

𝐴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2, 5] [2, 4] [1, 3]

𝑥2 [1/5, 1/2] 1 [1, 3] [1, 2]

𝑥3 [1/4, 1/2] [1/3, 1] 1 [1/2, 1]

𝑥4 [1/3, 1] [1/2, 1] [1, 2] 1

⎞⎟⎟⎟⎟⎠.

判断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满意一致性,若具有满意一

致性,则给出方案的优劣顺序.

由式 (2)给出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中心值矩阵为

𝑀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3.5 3 2

𝑥2 7/10 1 2 1.5

𝑥3 3/8 2/3 1 3/4

𝑥4 2/3 3/4 1.5 1

⎞⎟⎟⎟⎟⎠;

由定义 13得出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中心值偏好关系

矩阵为

𝑊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1 1 1

𝑥2 0 1 1 1

𝑥3 0 0 1 0

𝑥4 0 0 1 1

⎞⎟⎟⎟⎟⎠,

由定义 15得出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 0-1型中心值排

列矩阵为

𝑅 =

⎛⎜⎜⎜⎜⎝

𝑥1 𝑥2 𝑥4 𝑥3

𝑥1 1 1 1 1

𝑥2 0 1 1 1

𝑥4 0 0 1 1

𝑥3 0 0 0 1

⎞⎟⎟⎟⎟⎠.

根据标准 0-1型排列矩阵的定义判断, 得出矩

阵𝑅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因此𝐴具有满意一致性,

并得出方案的排列顺序为𝑥1 ≻ 𝑥2 ≻ 𝑥4 ≻ 𝑥3, 与文

献 [2]中得出的结果一致,但其计算过程比文献 [2]简

单.

例例例 2 给出 4个方案的判断矩阵,仍用𝑋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表示这 4个决策方案,那么

𝐴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2, 4] [3, 5] [3, 5]

𝑥2 [1/4, 1/2] 1 [1/2, 1] [2, 5]

𝑥3 [1/5, 1/3] [1, 2] 1 [1/3, 1]

𝑥4 [1/5, 1/3] [1/5, 1/2] [1, 3] 1

⎞⎟⎟⎟⎟⎠.

判断区间数判断矩阵𝐴的满意一致性,若具有满意一

致性,则给出方案的优劣顺序.

由式 (2)可得中心值矩阵为

𝑀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3 4 4

𝑥2 3/8 1 3/4 3.5

𝑥3 4/15 1.5 1 2/3

𝑥4 4/15 7/20 2 1

⎞⎟⎟⎟⎟⎠;

由定义 13得出𝐴的中心值偏好关系矩阵为

𝑊 =

⎛⎜⎜⎜⎜⎝

𝑥1 𝑥2 𝑥3 𝑥4

𝑥1 1 1 1 1

𝑥2 0 1 0 1

𝑥3 0 1 1 0

𝑥4 0 0 1 1

⎞⎟⎟⎟⎟⎠.

由关系矩阵𝑊 可以看出,不管怎么排列, 𝑊 都不

会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由此可以判断𝐴不具有满

意一致性, 因此无法给出方案的优劣顺序,需返回给

决策者进行调整或进行修正,直到得出满意一致性区

间数判断矩阵为止,这里不再讨论.

4 结结结 论论论

本文提出了用区间数判断矩阵的 0-1型中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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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矩阵是否是标准 0-1型排列矩阵来判断区间数判

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一致性的方法. 该方法避免了建

立规划模型,只需要将区间数判断矩阵进行转换就可

以得出结果;并且在有满意一致性的情况下, 还可以

直接得出方案的优劣顺序,过程简单容易实现. 然而

该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只是得出区间数判断矩阵是

否具有满意一致性,对于强一致性、完全一致性没有

给出判断结果;另外, 对于不具有一致性的区间数判

断矩阵怎样修正,进而得到满意一致性的区间数判断

矩阵,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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