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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对分析的区间概率随机多准则决策方法

王坚强，龚　岚

（中南大学 商学院，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定义了区间概率空间以及区间概率随机变量．针对准则权重确知且准则值为区间概率随机变量的多准则决

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集对分析的决策方法．该方法首先根据离差最大化，确定各随机变量的概率，将区间型概率问

题转化为经典的确定型概率问题；然后利用集对分析建立规划模型，将区间状态值用联系数表示，并根据集对势序准

则对方案进行排序；最后通过实例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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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多准则决策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管理等多个

领域，如投资决策、项目评估、质量评估、方案选优、

经济效益综合评价等问题．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

以及决策者认识的模糊性，不确定型多准则决策问

题已成为现代决策科学的一个研究热点．不确定性

主要表现为模糊性和随机性．关于模糊或随机多准

则决策问题已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１４］．但仅仅模糊

性或随机性还不能完全模拟现实不确定的决策环

境．在决策过程中，常常还会面临一种混合的不确定

环境，即模糊性和随机性同时存在．模糊随机问题主

要分为３类，即模糊事件精确概率、清晰事件模糊

概率和模糊事件模糊概率．目前对于模糊随机问题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１类
［５９］．对于第２，第３类的

模糊随机问题研究，还只见于对其变量的数学特征

的探讨［１０，１１］，而针对其在多准则决策领域方面的研

究则较少．后两类模糊随机问题研究的关键在于对

概率不确定性的探讨．随机多准则决策中的概率是

指在理想条件下，可足够多次重复实验的某随机事

件发生的频度，它刻画了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但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事件

的发生都会受许多不可知因素的影响，任何事件都

不可能在完全一致的条件下多次重复，因此理想实

验条件下概率的精确性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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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复杂和不确定环境的适应，使得人们更习

惯于在判断和决策过程中采用模糊的思维方式．人

们在评估一个事件的概率时，通常会对概率进行一

个主观直觉上的估计，因此用不确定性变量代替精

确数来表示事件的概率更符合现实需求．

本文针对准则权重确知且准则值为区间概率随

机变量的模糊随机多准则决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

集对分析的决策方法．集对分析采取了与某些不确

定性理论不同的处理方法．它将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借助对系统中确定性与不

确定性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在一定条件

下相互转化过程的描述、分析、处理，研究不确定性

在具体条件下的取值规律［１２］．

２　区间概率及区间概率随机变量
本文仅考虑离散概率空间的情况，若无特别说

明，则文中所提到的概率空间均为离散概率空间．

定义１　设Ω为样本空间，犃为事件域，对于任

意随机事件ω∈犃，定义函数Ｐｒ：ω→犐，其中犐是［０，

１］上所有闭区间构成的集合．记Ｐｒ（ω）＝［Ｐｒ－（ω），

Ｐｒ＋ （ω）］．若Ｐｒ（ω）满足０≤Ｐｒ
－ （ω）＜Ｐｒ

＋ （ω）≤

１，Ｐｒ－ （Ω）≤１，Ｐｒ
＋ （Ω）≥１，则称Ｐｒ（ω）为随机事

件ω的区间概率，Ｐｒ为（Ω，犃）上的概率，（Ω，犃，Ｐｒ）

为区间概率空间．

定义２　设ξ是一个从区间概率空间（Ω，犃，Ｐｒ）

到区间数集合的函数，并且对犚上的任何Ｂｏｒｅｌ集

犅，Ｐｏｓ｛ξ（ω）∈犅｝和Ｐｏｓ｛Ｐｒ（ω）∈犅｝都是ω的可

测函数，则称ξ为一个区间概率随机变量．

例如，下式为一个区间概率随机变量：

ξ＝

［ξ
－ （ω１），ξ

＋ （ω１）］，［Ｐｒ
－ （ω１），Ｐｒ

＋ （ω１）］；

［ξ
－ （ω２），ξ

＋ （ω２）］，［Ｐｒ
－ （ω２），Ｐｒ

＋ （ω２）］；

　　　

［ξ
－ （ω狀），ξ

＋ （ω狀）］，［Ｐｒ
－ （ω狀），Ｐｒ

＋ （ω狀）］

烅

烄

烆 ．

（１）

其中：［ξ
－ （ω犻），ξ

＋ （ω犻）］表示第犻个状态的值，

［Ｐｒ－ （ω犻），Ｐｒ
＋ （ω犻）］表示第犻个状态的概率．

定义３　 设ξ为一个区间概率随机变量，Ｐｒ（ω）

表示其区间概率，若：

１）０≤∑Ｐｒ
－ （ω犽）≤∑Ｐｒ

＋ （ω犽）≤１，则称ξ

的信息量不完全；

２）０≤∑Ｐｒ
－ （ω犽）≤１≤∑Ｐｒ

＋ （ω犽），则称ξ

的信息量完全；

３）１≤∑Ｐｒ
－（ω犽）≤∑Ｐｒ

＋（ω犽），则称ξ的概

率Ｐｒ（ω）是不合理的．

３　 一种区间概率随机多准则决策方法
设某多准则决策问题，其方案集为犃＝｛犪１，犪２，

…，犪狊｝，准则集为犝 ＝ ｛狌１，狌２，…，狌犿｝，且各准则相

互独立，准则权重向量为ω＝ （ω１，ω２，…，ω犿）
Ｔ．由

于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该决策问题存在狉种自然

状态，状态集为Θ＝（θ１，θ２，…，θ狉），第犽种状态的概

率为狆犽∈［狆
－
犽，狆

＋
犽］．方案犪犻的准则狌犼在第犽种状态

下的值为狔犻犼犽 ∈ ［狔
－
犻犼犽，狔

＋
犻犼犽］，从而可得决策矩阵犇＝

（狔犻犼犽）狊×犿×狉．现欲确定方案集的一个排序．

上述决策问题的求解步骤如下：

犛狋犲狆１　 对状态值进行规范化处理．为了消除

各准则的不同物理量纲对决策结果的影响，需要对

决策信息中的状态值进行规范化处理．采用比重变

换法［１３］，将决策矩阵犇 ＝ （狔犻犼犽）狊×犿×狉 转化为规范决

策矩阵犇′＝ （狓犻犼犽）狊×犿×狉．

对于效益型准则

狓－犻犼犽 ＝狔
－
犻犼犽／∑

狊

犻＝１

狔
＋
犻犼犽，狓

＋
犻犼犽 ＝狔

＋
犻犼犽／∑

狊

犻＝１

狔
－
犻犼犽； （２）

对于成本型准则

狓－犻犼犽 ＝
１

狔
＋
犻犼犽

／∑
狊

犻＝１

１

狔
－
犻犼犽

，狓＋犻犼犽 ＝
１

狔
－
犻犼犽

／∑
狊

犻＝１

１

狔
＋
犻犼犽

． （３）

犛狋犲狆２　 将区间概率转化为精确概率．本文将采

用离差最大化方法［１４］来获得确定概率．其基本思想

是：若所有决策方案在状态θ犽 下的所有准则值差异

越小，则说明该状态对方案优劣比较的作用越小；反

之，如果在某状态下所有决策方案的准则值有较大

的偏差，则说明该状态对方案优劣比较将起重要作

用．因此从决策角度看，偏差越大，则应在可能的概

率区间中取越大的概率；偏差越小，则应在可能的概

率区间中取越小的概率．

对于状态θ犽，决策方案犪犻与其他所有决策方案

的偏差为

犔犻（θ犽）＝∑
狊

犺＝１
∑
犿

犼＝１

犱（狓犻犼犽，狓犺犼犽）·ω犼． （４）

其中犱（狓犻犼犽，狓犺犼犽）＝ ｛ｍａｘ［（狓－犻犼犽 －狓
－
犺犼犽）

２，（狓＋犻犼犽 －

狓＋犺犼犽）
２］｝１／２ 为欧氏距离．

对于状态θ犽，各决策方案准则值的偏差为

犔（θ犽）＝∑
狊

犻＝１
∑
狊

犺＝１
∑
犿

犼＝１

犱（狓犻犼犽，狓犺犼犽）·ω犼． （５）

根据离差最大化的思想，状态概率狆犽 应使所有

决策方案在各属性下的总偏差之和最大．因此，构造

优化模型为

ｍａｘ犔（θ）＝∑
狉

犽＝１

犔（θ犽）·狆犽；

ｓ．ｔ．∑
狉

犽＝１

狆犽 ＝１，

　　狆
－
犽 ≤狆犽 ≤狆

＋
犽． （６）

通过求解式（６），可得状态的精确概率值狆犽．

８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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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狋犲狆３　 根据集对分析
［１０］的思想，计算每个方

案的加权联系数．设规范化后的区间概率随机变量

ξ的某状态值为［狓
－
犻犼犽，狓

＋
犻犼犽］，且０≤狓

－
犻犼犽 ≤狓

＋
犻犼犽 ≤１，则

基于集对分析的思想，区间数［狓－犻犼犽，狓
＋
犻犼犽］和“１”的关

系便可用集对联系数表示

μ（［狓
－
犻犼犽，狓

＋
犻犼犽］，１）＝犪犻犼犽＋犫犻犼犽^犻＋犮犻犼犽^犼，

犻^∈ （０，１），^犼＝０．

其中 　　犪犻犼犽 ＝
狓－犻犼犽－０

１－０
＝狓

－
犻犼犽，

　　　　　犫犻犼犽 ＝
狓＋犻犼犽－狓

－
犻犼犽

１－０
＝狓

＋
犻犼犽－狓

－
犻犼犽，

　　　　　犮犻犼犽 ＝
１－狓

＋
犻犼犽

１－０
＝１－狓

＋
犻犼犽．

则各方案的加权联系数可表示为

μ（犪犻，犝）＝∑
犿

犼＝１

ω犼∑
狉

犽＝１

犪犻犼犽·狆犽＋

∑
犿

犼＝１

ω犼∑
狉

犽＝１

犫犻犼犽·狆犽^犻＋

∑
犿

犼＝１

ω犼∑
狉

犽＝１

犮犻犼犽·狆犽^犼，

其中犝＝（１，１，…，１）１×犿 为每个准则值都为１的“完

美”方案．

犛狋犲狆４　 根据集对势序准则对方案进行排序，即

　　　ｓｈｉ（μ（犪犻，犝））＝
∑
犿

犼＝１

ω犼∑
狉

犽＝１

犪犻犼犽·狆犽

∑
犿

犼＝１

ω犼∑
狉

犽＝１

犮犻犼犽·狆犽

． （７）

ｓｈｉ（μ（犪犻，犝））越大，则方案越优．根据ｓｈｉ（μ（犪犻，犝））

的大小可得到方案集的排序．

４　 实例分析
设某公司将进行新产品开发，有４种方案供选

择，分别记为犪犻（１≤犻≤４）．选择３个准则对产品开

发前景进行评价：犲１ 为开发成本，犲２ 为产品销售量，

犲３ 为产品利润．准则权重分别为ω１ ＝０．２，ω２ ＝ω３

＝０．４．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各准则在不同

的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为便于研究，将未来宏

观 经济环境分为３种，分别为好、一般和坏．公司决

策者估计其概率分别为［０．３，０．５］，［０．２，０．４］，

［０．２，０．３］．表１～表３分别给出了在不同宏观经济

环境下的评价信息．

表１　 宏观经济环境差时的决策信息

环境差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３，４］ ［３５，４７］ ［５，６］

犪２ ［６，７］ ［７８，８３］ ［９，１０］

犪３ ［９，１０］ ［６６，７４］ ［７，８］

犪４ ［５，６］ ［４３，５７］ ［２，３］

表２　 宏观经济环境一般时的决策信息

环境一般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４，５］ ［５５，６７］ ［８，９］

犪２ ［７，８］ ［８９，１０３］ ［１２，１４］

犪３ ［１０，１１］ ［７７，９４］ ［７，８］

犪４ ［６，７］ ［６２，７１］ ［５，６］

表３　 宏观经济环境好时的决策信息

环境好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６，８］ ［７５，８９］ ［８，９］

犪２ ［１０，１１］ ［８９，１０３］ ［１３，１５］

犪３ ［９，１０］ ［８０，９０］ ［１０，１３］

犪４ ［６，７］ ［６５，７５］ ［９，１０］

１）对初始决策信息进行规范化处理

对表１～表３中的初始决策信息进行规范化处

理，处理后的决策信息如表４～ 表６所示．

表４　 宏观经济环境差时的规范化决策信息

环境差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０．３０８，０．５０５］ ［０．１３４，０．２１２］ ［０．１８５，０．２６１］

犪２ ［０．１６８，０．２５３］ ［０．２９８，０．３７４］ ［０．３３３，０．４３４］

犪３ ［０．１２３，０．１６８］ ［０．２５３，０．３３３］ ［０．２５９，０．３４８］

犪４ ［０．２０５，０．３０３］ ［０．１６４，０．２５７］ ［０．０７４，０．１３０］

表５　 宏观经济环境一般时的规范化决策信息

环境一般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０．３０３，０．４４７］ ［０．１６４，０．２３７］ ［０．２１６，０．２８１］

犪２ ［０．１８９，０．２５６］ ［０．２６６，０．３６４］ ［０．３２４，０．４３８］

犪３ ［０．１３７，０．１７９］ ［０．２２９，０．３３２］ ［０．１８９，０．２５］

犪４ ［０．２１７，０．２９８］ ［０．１８５，０．２５１］ ［０．１３５，０．１８７］

表６　 宏观经济环境好时的规范化决策信息

环境好 犲１ 犲２ 犲３

犪１ ［０．２２９，０．３６３］ ［０．２１０，０．２８８］ ［０．１７０，０．２２５］

犪２ ［０．１６７，０．２１８］ ［０．２４９，０．３３３］ ［０．２７７，０．３７５］

犪３ ［０．１８３，０．２４２］ ［０．２２４，０．２９１］ ［０．２１３，０．３２５］

犪４ ［０．２６２，０．３６３］ ［０．１８２，０．２４３］ ［０．１９１，０．２５］

２）计算确定概率

各方案与其他方案的差异如表７所示．

表７　 各方案间的差异度

θ１ θ２ θ３

犪１ ０．４４７ ０．３３２ ０．２１２

犪２ ０．４４１ ０．４１０ ０．２６９

犪３ ０．３７０ ０．２９０ ０．１９１

犪４ ０．４４５ ０．３１１ ０．２２４

∑犪犻 １．７０３ １．３４３ ０．８９６

９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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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离差最大化，建立优化模型为

　ｍａｘ犔（θ）＝１．７０３狆１＋１．３４３狆２＋０．８９６狆３；

　ｓ．ｔ．狆１＋狆２＋狆３ ＝１，

　　　０．３≤狆１ ≤０．５，

　　　０．２≤狆２ ≤０．４，

　　　０．２≤狆３ ≤０．３．

采用ＬＩＮＤＯ８．０求解，可得

犔（θ）＝１．４３４，狆１ ＝０．５，狆２ ＝０．３，狆３ ＝０．２．

３）计算各方案的集对势序

首先计算出各方案在各准则下的联系数，将其

集成，得到各方案的加权联系数，如表８所示．

表８　 方案的加权联系数

方案 加权联系数

犪１ ０．１９８＋０．０９２^犻＋０．７１０^犼

犪２ ０．２７５＋０．０８８^犻＋０．６３６^犼

犪３ ０．２１６＋０．０７７^犻＋０．７０７^犼

犪４ ０．１６０＋０．０７２^犻＋０．７６８^犼

然后利用式（７）计算各方案的势序分别为

ｓｈｉ（μ１）＝０．２７９，ｓｈｉ（μ２）＝０．４３２，

ｓｈｉ（μ３）＝０．３０５，ｓｈｉ（μ４）＝０．２０９．

有ｓｈｉ（μ４）＜ｓｈｉ（μ１）＜ｓｈｉ（μ３）＜ｓｈｉ（μ２）．因此，方

案集的排序为犪４ 犪１ 犪３ 犪２．

５　 结 　 　论
本文定义了区间概率空间以及区间概率随机变

量，在此基础上，针对准则权重确知且准则值为信息

量完全的区间概率随机变量的多准则决策问题，提

出了一种基于集对分析的决策方法，并详细讨论了

其实现步骤．实例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和

可操作性．该方法可用于区域产业选择、投资效益评

价等相关决策中．

参考文献（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１］徐泽水．部分权重信息下对方案有偏好的多属性决策

法［Ｊ］．控制与决策，２００４，１９（１）：８５８８．

（ＸｕＺ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ｕｎｄｅｒｐａｒｔｉ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９

（１）：８５８８．）

［２］曾玲，曾三云．给出方案优先序的模糊多属性决策方法

［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２７（５）：１１３１１９．

（ＺｅｎｇＬ，ＺｅｎｇＳＹ．Ｆｕｚｚ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Ｊ］．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０７，２７（５）：１１３

１１９．）

［３］罗党，刘思峰．灰色多指标风险型决策方法研究［Ｊ］．系

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４，２６（６）：１０５７１０６０．

（ＬｕｏＤ，ＬｉｕＳ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ｇｒｅｙｍｕｌｔｉ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ｒｉｓｋ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Ｊ］．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４，２６（６）：１０５７１０６０．）

［４］姚升保．基于随机优势与概率优势的风险型多属性决

策方法［Ｊ］．预测，２００７，２６（３）：３３３８．

（ＹａｏＳＢ．Ａｍｅｔｈｏ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ｒｉｓｋ［Ｊ］．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６（３）：３３

３８．）

［５］ＬｉｕＢＤ．Ｆｕｚｚｙｒａｎｄｏｍｃｈａｎ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Ｆｕｚｚ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９（５）：７１３

７２０．

［６］ＬｉｕＹＫ，ＬｉｕＢＤ．Ａｃｌａｓｓｏｆｆｕｚｚｙｒａｎｄｏｍ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３，

１５５（１／２）：８９１０２．

［７］ＬｉｕＹＫ，ＬｉｕＢＤ．Ｏ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ｉｓｋ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ｆｕｚｚｙ

ｒａｎｄｏｍ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３２（２）：２５７２８３．

［８］Ｋａｔａｇｉｒｉ Ｈ． Ａ ｆｕｚｚ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０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ｕｓｉｎｇ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Ｊ］．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４，４０（３／４）：

４１１４２１．

［９］Ｋａｔａｇｉｒｉ Ｈ．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ｕｚｚｙｒａｎｄｏｍ

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１８８（２）：５３０５３９．

［１０］吕恩琳，钟佑明．模糊概率随机变量［Ｊ］．应用数学和

力学，２００３，２４（４）：４３４４４０．

（ＬｖＥＬ，ＺｈｏｎｇＹ Ｍ．Ｒａｎｄｏｍ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３，２４（４）：４３４４４０．）

［１１］柳美，孙玉琴，李安贵．模糊概率随机变量的数学期

望和方差［Ｊ］．包头钢铁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５（３）：２９６

２９８．

（ＬｉｕＭ，ＳｕｎＹＱ，ＬｉＡＧ．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ｆｕｚｚ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Ｊ ｏｆ Ｂａｏｔ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５（３）：２９６２９８．）

［１２］赵克勤．集对分析对不确定性的描述和处理［Ｊ］．信息

与控制，１９９５，２４（３）：１６２１６６．

（ＺｈａｏＫ Ｑ．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ｐａｉ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９５，２４（３）：１６２１６６．）

［１３］尤天慧，樊治平．区间数多指标决策的一种 ＴＯＰＳＩＳ

方法［Ｊ］．东北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２３（９）：８４０８４３．

（ＹｏｕＴ Ｈ，ＦａｎＺＰ．Ｔｏｐ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Ｊ］．Ｊ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２３（９）：８４０８４３．）

［１４］王应明．运用离差最大化方法进行多指标决策与排序

［Ｊ］．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１９９８，２０（７）：２４２６．

（ＷａｎｇＹＭ．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１９９８，２０（７）：２４２６．）

０８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