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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在工业 ?B" 排放量中的应用
!

王 艳 玲

（重庆师范大学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重庆 %###%C）

摘! 要：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是将灰色系统理论和马尔可夫链理论相结合建立的预测模型，它不仅充分发挥了灰

色预测模型和马尔可夫预测模型的优点，而且因为马尔可夫链理论的引入，有效地解决了灰色预测模型对于随机波

动性较大的数列预测精度低问题。首先建立 DE（F，F）灰色动态拟合模型，并以此作为工业 ?B" 排放量发展变化的

动态基准线模型，在此基础上应用马尔可夫链确定系统状态转移概率矩阵，通过系统状态的划分、样本值与模型拟

合值之间的残差等指标的分析计算，最终以概率形式分析和预测工业 ?B" 排放量的发展变化区间。理论分析和实

践都表明，该法不但预测结果更可靠，而且能够对工业 ?B" 排放量的发展趋势进行宏观的把握，有利于决策者的决

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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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学者邓聚龙［F］提出灰色理论以来，灰色预

测已广泛地应用于许多科学领域，如农业、经济、运

输、气象等。灰色预测［"JC］的优势在于短期预测，缺

点在于对长期预测和波动性较大数据列的拟合较

差。马尔可夫链预测［$JF#］适用于随机波动性大的动

态过程，在这一点上恰好可以弥补灰色预测的局限。

但马尔可夫链预测对象要求具有马氏性和平稳性。

而客观世界中的预测问题大多是随时间变化或呈某

种变化趋势的非平稳过程，因此把 DE（F，F）（ 灰色

预测）与马尔可夫链预测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灰色马

尔可夫链预测模型，两者的结合可以避免考虑其他

多种影响因素，同时又可以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变

化，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我国 ?B" 的排放量逐年提高，?B" 对人体、动植

物、金属和生态环境都有很大的危害。它的大量排

放使城市的空气污染不断加重，致使我国出现大面

积的酸雨，并不断发展。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控制

和治理 ?B" 污染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紧

迫的任务。而 ?B" 的排放量受能源结构、环保政策

和环保技术等多方面原因影响，是一个随机波动性

很大的动态过程，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工业

?B" 排放量是一个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

系统，即工业 ?B" 排放量作为系统行为的主要特征

量是一个灰色量，把灰色预测和马尔可夫链预测两

种方法结合为一，取长补短，用 DE（F，F）模型来揭

示其长期发展变化的某种总趋势，用马尔可夫模型

来确定现象状态之间的转移，建立灰色马尔可夫预

测模型，对工业 ?B" 排放量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对

研究控制和治理 ?B" 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F 灰色马尔可夫链预测过程

F) F 建立 DE（F，F）模型［*JI，FF］

将 FHH%—"##% 年工业 ?B" 排放量视为原始灰

色序列 !（#），则

!（#） "（#（#）（F），#（#）（"），⋯，#（#）（FF））"

（F$"*，F%#*，FKI%，FKIK，F*H%，F%I#，FIF"，

F*II，F*I"，FCH"，F$HF）

弱化 !（#） 的随机性作一次累加生成得到

!（F） "（#（F）（F），#（F）（"），⋯，#（F）（FF））

作 !（F） 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F） "（ %（F）（"），%（F）（K），⋯，%（F）（F#）），

则一次累加生成序列 !（F）的规律可用最小二乘法求

解 DE（F，F）模型

#（#）（&）’ (%（F）（&）"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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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 !""，#$%#& &’）

其中，$ 称为发展系数，% 称为灰色作用量。则模型

（#）的时间响应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由（$）式算得的数据为累加生

成序列+（#）的拟合值，当 ( , #! 时算得的是预测值。

然后再用累减生成还原得到原始数据序列 +（!）的一

次拟合值

, !’（!）（( ) #）# !’（#）（( ) #）* !’（#）（(）#

（# * ($）（’（!）（#）* %
$ ）( *$(，( # !，#，$，⋯，#!（"）

#& $ 马尔可夫链预测模型

#& $& # 状态划分 , 对于一个符合 - 阶马尔可夫非平

稳随机序列 .（ /）（ / # #，$，⋯，-），其任一状态 01 可

表述为01"［##2，#$2］其中，##2 # !.（/）) 31，#$2 #
!.（ /）)41，!.（ /）# !’（!）（( ) #），31 # $1$.，41 # %1$.，1，
2 # #，$，⋯，5，( # !，#，$，⋯，-，/ # #，$，⋯，-，$. 为

原始数据的均值。

根据工业 -.$ 排放量的数据分布状况和一次拟

合值的残差，将残差序列可划分为 " 个，% 个或 * 个

状态，经代入计算，" 个和 * 个状态时二次拟合值误

差较大，故本文选取划分为 % 个状态，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 !.（ /）是一个时间函数，因而灰元## 2，#$ 2

也随时序发生变化，即状态#1 具有动态性。

#& $& $ 确定转移概率矩阵 , 马尔可夫过程［)］ 是一

种“无后效性”的随机过程，即一个时间序列，它在

未来是什么状态，将取什么数值只与它现在的状态、

现在取什么数值有关，而与以前状态和数值无关。所

以，状态划分好后，就可以利用5 步状态转移概率的

计算公式

61，2
（5） #

712
（5）

71
（%）

其中，61，2
（5），712

（5）为工业 -.$ 排放量从状态 01 经过

5 步转移到状态 02 的概率和次数，71 为状态 01 出现

的年数。针对本文的状态划分，可得各年份所处的状

态（表 #）。

由于 $!!% 年的下一步状态未知，在求状态转移

概率矩阵时不考虑该年的状态转移。依（%）式 8##
（#）

是由状态 0# 经一步转移到 0# 的概率，表 # 中处于状

态 0# 的有% 年，经一步转移后状态仍为 0# 的有# 年。

表 #, 各年份所属状态

年份 #))% #))* #))’ #))& #))+ #)))

状态 0" 0% 0$ 0# 0% 0#

年份 $!!! $!!# $!!$ $!!" $!!%

状态 0" 0# 0# 0" 0%

即 8##
（#） # #

% ，同理可求 812
（#），1，2 # #，$，"，%，得到

一步转移概率矩阵

8（#） #

# 9 % ! # 9 $ # 9 %
# ! ! !

# 9 " ! ! $ 9 "
# 9 $ # 9











$ ! !

确定了预测对象未来的状态转移后，即确定了

预测值变动的区间［#2#，#2$］，得到序列的模拟值

%.0（(） %.0（(）# !& * :（#2# )#2$）#
!’（!）（(）) !& * :（31 ) 41）

（( # #，$，⋯，##；2 # #，$，"，%） （*）

由（*）得二次拟合值，见表 $。

由表 $ 可知，马尔可夫链模型的相对误差要比

12（#，#）模型小得多。

#& " 确定预测值

为了预测 $!!* 年的工业 -.$ 排放量，需考虑

$!!% 年的排放量 6%2
（#），2 # #，$，"，%，该年处于状态

0%，若345
(

6（#）
%( # 6（#）

%2 （(，2 # #，$，"，%）。则认为序列

的下一状态将处于 02，因第 % 行中有两个概率相近，

需要考虑多步转移概率 6%2
（$） #（# 9 $，!，# 9 $，!），

6%2
（"） #（# 9 $，!，!，# 9 $），6%2

（%） #（#，!，!，!），［#!］ 此

时有345
(

6（%）
%( # 6（%）

%# ，则 $!!* 年的工业 -.$ 排放量将

处于状态 0# "［###，##$］，得 $!!* 年的工业 -.$

排放量为 #&)*& ) 万 6。

$ 模型精度检验［##］

只有通过检验的模型才能用来预测。通常，一个

模型要经过多种检验才能判定其是否合理。这里用

残差和均方差比值来检验模型。

$7 # 残差检验

根据表 $ 中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计算出的模

拟序列 !+（!） 的残差序列和相对误差序列，得到平均

相对误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9 !7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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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我国工业 #$! 排放量的拟合值、预测值比较

项目

年份 实际值 % 万 &

’(（)，)）模型

一次拟合值 % 万 & 残差 相对误差

灰色马尔可夫模型

二次拟合值 % 万 & 残差 相对误差

)**+ ),!- ),!- . . ),!- . .

)**- )+.- )//01 + 0,1 0 +1 * )+/)1 - 2 !01 - 2 )1 *

)**0 )/0+ )/,)1 , 2 )31 , 2 )1 / )/-.1 ) )/1 * )1 .

)**3 )/0/ )+!,1 , 2 0-1 , 2 +1 , )///1 3 !*1 / !1 )

)**, )-*+ )+331 / ))01 3 31 / )-3!1 + !)1 0 )1 +

)*** )+0. )-!31 - 2 031 - 2 +1 0 )+/!1 + !31 0 )1 *

!... )0)! )-3*1 + /!1 0 !1 . )0))1 ) .1 * .1 .-

!..) )-00 )0//1 ) 2 031 ) 2 +1 / )-/,1 . !, )1 ,

!..! )-0! )0,01 0 2 )!+1 0 2 ,1 . )-*)1 - 2 !*1 - 2 )1 *

!../ )3*! )3+01 . +01 . !1 0 )3331 3 )+1 / .1 ,

!..+ ),*) ),.-1 0 ,-1 + +1 - )*..1 3 2 *1 3 2 .1 -

" " 注：表中实际值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年

" " 给定!，当&! ! !且!" ! !时，称模型为残差合

格模型。

!# ! 均方差比值检验

设 $$ % )
"’

"

& % )
$（.）（&），’!

) % )
"’

"

& % )
［$（.）（&）(

$$］!，分别为 )（.） 的均值和方差；)" % )
"’

"

& %)
"（&），’!

! %

)
"’

"

& % )
［"（&）( )"］! 分别为残差序列 "（.）的均值和

方差；* % ’! + ’) 为均方差比值，代入表 ! 中数据得

* % .# ... .+。

对于给定的 *. , .，当 * ! *. 时模型为均方差

比合格模型。

表 / 给出了精度检验的等级参照表。经验证，该

模型的预测精度达到一级，可用来预测。

表 /" 精度检验等级参照表［))］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平均相对误差&! .1 .) .1 .- .1 ). .1 !.

均方差比值 *. .1 /- .1 -. .1 0- .1 ,.

/ 结语

把 ’(（)，)）（ 灰色预测）与马尔可夫链预测两

者结合 起 来 形 成 灰 色 马 尔 可 夫 链 预 测 模 型，用

’(（)，)）揭示工业 #$! 排放量数据列的发展变化

总趋势，用马尔可夫链预测来确定其状态的变化规

律。两者结合可以避免考虑其他多种影响因素，能

充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给予的信息进行分析预测，

从而比较准确地预测未来几年的工业 #$! 排放量，

提高了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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