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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初值修正的非等距灰色预测模型
!

王 丰 效

（陕西理工学院 数学系，陕西 汉中 C"*###）

摘! 要：对非等间距灰色模型的预测精度进行了分析，表明初值的选取对模型的精度有重要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两

种修正初值的方法来提高模型预测精度，得到了一类改进的灰色预测模型。最后给出了一个应用实例，结果表明，

该改进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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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

统。社会经济、工业、农业、生态等系统中广泛存在

着灰色系统。自 E%U" 年邓聚龙教授创立灰色系统

理论以来，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

显著效果。在灰色系统理论的应用中预报或预测已

成为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最活跃领域。对于等间距

的 VK（E，E）模型已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取得

了丰富的成果。然而，在实际应用时所获取的原始

数据可能是不完备的，可能缺少部分原始数据，因而

出现非等距的情况。文献［E］提出了一种非等距的

灰色预测方法，该方法利用原始数据序列拟合一条

比较理想的逼近曲线，据此建立离散预测模型。文

献［"］通过在对原始数据序列的一次累加生成时将

序列的间距作为乘子，采用和 VK（E，E）模型相同的

方法建立了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由于背景值构

造方法是影响预测精度和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文献

［*］给出了关于背景值的一个新的计算公式，进而

提出了一类改进的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

本文首先对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

进行了分析，说明模型初值的选择对模型的预测精

度也有着重要影响，进而提出了可以提高预测精度

的修正初值的方法。最后，给出了一个应用实例，结

果表明通过初值的修正能够提高预测模型的预测精

度。

E! 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精度分析

假定非 等 间 距 原 始 数 据 序 列 为 .（#）（ /+ ）W

｛*（#）（/E），*（#）（/"），⋯，*（#）（/’）｝，其一次累加生成

序列 .（E）（/+）W｛*（E）（/E），*（E）（/"），⋯，*（E）（/’）｝，

其中 *（E）（/+）W"
+

0 W E
*（#）（/0）#/0，#/0 W /0 X /0 X E（ 0 W E，

"，⋯，’）。

定理 E［"］! 非等间距数据序列 .（#）（/+）的一次

累加生成序列 .（E）（/+）建立白化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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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规定 " $ %" 时，!（"）（%"）$ !（%）（%"），则响应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还原后模型表达式为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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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模型中参数 # 和 $ 可由下式得到，［#，$］+ $
（(+(）’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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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 %*（ %’ # " ）为 !（"）
" （ "）在区间［ %’，%’ # " ］的背景

值。背景值可以采用文献［*］的计算公式，也可以

采用传统的背景值计算公式。

从公式（)）或（*）中可以看出：非等间距灰色预

测模型拟合和预测的精度除了取决于常数 # 和 $ 之

外，初值的选择对该模型的预测精度也有一定影响。

因此，合理选择初值可以提高模型的拟合和预测精

度。传统的初值选用原始数据序列的第一个数据值

没有理论依据，在运用中会降低模型的建模精度和

预测精度。本文在平方误差最小化的原则下提出了

两种修正初值的方法。

), 初值修正方法

), ", 修正方法 "
假定初值为 !!（%）（%"）（! 为待识别参数），代入

（)）可得时间响应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还原后模型表达式为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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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如下指标函数

- $"
+

’ $ "
（ &!（%）（%’）’ !（%）（%’））)

为了确定辩识参数 !，利用指标函数最小化（即误差

平方和达到最小）。令
!-
!!

$ % 可得参数 ! 的估计值，

有了辩识参数的估计值表达式（/），代入（-）和（.）

就得到了改进的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

), ), 修正方法 )
考虑到原始数据序列与时间序列之间具有很强

的相依性，因此在选择初值时，添加时间项 %’，即假

定初值为 !（%）（%"）# !"%" # !)（!" 和 !) 为待识别参

数），代入（)）可得时间响应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 "，)，⋯ （/）

同样利用指标函数 - $"
+

’ $ "
（ &!（%）（%’）’ &!（%）（%’ ））) 达

到最小确定参数 !" 和 !) 的估计值 &!" 和 &!)（具体计

算公式略），从而得到了另外一种改进的非等间距

灰色预测模型（/）。

*, 应用实例

为了说明本文所建立的灰色组合预测模型的预

测精度，进一步检验对原始数据序列的预测特性和

预测精度，这里选择文献［)］中的一个共同例子，算

例中给出了钛合金疲劳强度岁随温度的变化数据见

表 "。

表 ", 钛合金疲劳强度与温度的关系

温度 "%% "*% "0% )"% )-% )0% *"% *-% *1%

疲劳强度 ./%, %% ..0, .- .*/, "% ."/, "% .%., /% -1/, "% -/0, -% -.*, 1% -*/, -%

, , 这是一个非等间距原始数据序列，由［#，$］+ $
（(+(）’ "(+)，利用数学软件 234536 可得计算结果

为 &# $ %, %%% 71，&$ $ .//, %** -。

首先，初值修正方法 "（ 即预测模型（-）），由公

式（/）可得辩识参数 ! 的估计值为 &! $ %, 777 *0.，

代入（-）和（.）可得计算拟合结果见表 )。

利用初值修正方法 )（即预测模型（/）），辩识参

数 !" 和 !) 的估计值 &!" $ %, %") 和 &!) $ ’ ", )"-，代

入（/）可得拟合结果见表 )。

, , 下面讨论模型的检验，假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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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几种方法的拟合估计值

温度 #$$ #%$ #&$ !#$ !’$ !&$ %#$ %’$ %($

原始数据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为模型残差，&（$）（$）的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
#
’"

’

% , #
#（$）（$%）和 (!# ,

#
’ "

’

% , #
（ #（$）（ $% ）- %#）!，而残差的

均值和方差分别为 %) , #
’"

’

% , #
)（$%）和 (!! ,

#
’ "

’

% , #
（)（$%）

-%)）!。称 * ,
(!
(#

为均方差比值，+ , ,（ . )（$）-%) . /

$! *&’ )(#）称为小误差概率。关于模型精度检验等

级见文献［!］的表 !。

为了比较组合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和单项预测

模型之间的好坏，分别计算各种预测方法的平均相

对误差、均方差比值、小误差概率，计算结果为：文献

［!］方法的平均相对误差、均方差比值、小误差概率

为 $! $$% #、$! %)、$! +)，模型（’）方法的平均相对误

差、均方差比值、小误差概率为 $! $$! &、$! %%、$! +*，

模型（&）方法的平均相对误差、均方差比值、小误差

概率为 $! $$! (、$! %’、$! +*，结果表明初值修正方法

能够提高预测精度，这两种修正初值模型的精度检

验等级均为一级。

’" 结论

首先对非等间距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进行

了分析，说明模型初值的选择对模型的预测精度也

有着重要影响，进而提出了可以提高预测精度的修

正初值的方法。最后，给出了一个应用实例，结果表

明通过初值的修正能够提高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

参考文献：

［#］胡斌，曾学贵0 不等时距灰色预测模型［ 1］0 北方交通大

学学报，#++(，!!（#）：%’2%&0
［!］王钟羡，吴春笃，史雪荣0 非等间距序列的灰色模型［ 1］0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
［%］3456 7 80 9:;<=>?:?@A =@ B@?CDEF 9@A?<>EF 6<EG 7=<?2

HEIA J=K?F［ 1］0 L<=H??KM@NI =O AP? Q?H=@K R=@O?<?@H? =@
7DSSG 9@O=<:EAM=@ E@K T@NM@??<M@N，!$$*，*（#）：##(2#!%0

（责任编辑" 游中胜）

%第 % 期" " " " " " " " " " " " " " 王丰效：基于初值修正的非等距灰色预测模型


	F1: 
	F2: 
	F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