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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86T0集存在未知度!表明了存在不确定性的原因% 指出了现有<86T0集相似度量方法存在的不足% 在充分

考虑了<86T0集不确定性和对_TF8G/0̀/.L蕴涵算子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基于 _TF8G/0̀/.L蕴涵算子的 <86T0集相似度量

新方法#并证明该方法满足相似度量基本准则% 通过与现有相似度量方法的比较!说明新的相似度量方法克服了现有相似度

量方法的不足!考虑了未知度因素对相似度量的影响!能够有效合理地区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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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T和 [T03;0;

(!)在 !$$' 年提出了 <86T0集的

概念$将ITLL7集理论(%)进行了发展和推广' 利用

<86T0集可以更加精确地描述模糊信息$对不确定

信息的处理也更灵活' <86T0集已经成功应用于信

息融合*智能信息处理和模糊控制等领域' <86T0

集相似度量在这些应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献对 <86T0集相似度量方

法进行了研究$从是否考虑到存在未知度就存在不

确定性角度来看$可以把这些相似度量方法分为两

类&一类方法忽视了存在未知度就对相似度量的影

响$使用这类方法得到的度量结果必然是不合理的%

另一类方法考虑了存在未知度会对相似度量的影

响$得到的相似度量结果比较合理%但是对于一些数

据相似性的区分度不准确$需要进一步提高相似度

量的准确性'

在研究相似度量的过程中$一些文献试图通过

蕴涵算子来研究相似度$这对研究 <86T0集的相似

度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现有的从蕴涵算子角度研究

相似度量的文献较少$而且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未知

度因素对<86T0集相似度量的影响$导致看了度量

结果不合理$本文针对现有相似度量方法的不足$以

未知度为研究的出发点$利用 _TF8G/0̀/.L蕴涵算子

研究<86T0集相似度$并提出了一个新的相似度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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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P0@7.集相似度量方法的

不足

##由于 <86T0集从支持度$反对度和未知度三个

方面刻画数据$未知度表明了数据的不确定性$在判

定两个数据的相似度时$如果存在未知度$则说明两

个数据之间存在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会影响数

据的相似性$而且随着未知度的增加$这种影响相似

性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所以在存在未知的情况下$

即使两个数据的支持度$反对度和未知度相同$也不

能说明两个数据是完全相似的'

#$!"没有考虑不确定因素的P0@7.集相似度量

现有的两类<86T0集相似度量方法中$有一类

方法由于没有考虑存在未知度就存在不确定性$所

以该类方法的度量结果必然是不合理的' 这些方

法有&

刘庆等(')考虑了未知度距离并提出的相似度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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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军(")利用处理确定不确定信息的联系数理论

提 出 的 相 似 度 量 方 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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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

个方法都考虑了支持度*反对度和未知度因素对相

似度量的影响$但是都认为只要未知度相同$不同数

据之间不确定性就可以抵消$因而没有考虑存在未

知度会对相似度产生的影响$造成一些数据的度量

结果不合理'

江伟等(+) 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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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彭祖明等(() 提出

的相似度量方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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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基于包含度的相似度量

方法$该方法试图通过研究包含度的关系来提高相

似度量的区分度$但是由于涉及的包含关系较少$导

致丢失了未知度信息$造成对有些数据无法进行有

效区分'

赵宜兵等())通过研究包含度和蕴涵算子的关

系$提出了三个相似度量方法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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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算法试图通过研究蕴涵算子来提高

相似度量的区分能力$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未知度对

相似度的影响$三个相似度量方法对一些数据的相

似度无法有效区分'

A0/等(*)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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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仅考虑了支持度距离和反对度距离之间的关

系$丢失了未知度信息$导致度量结果不合理'

_/QT1K/1等($)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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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只考虑了核距离*支持度距离和反对度距离$没

有考虑未知度对相似度量的影响$其度量结果是不

合理的'

#$#"考虑不确定因素的P0@7.集相似度量

另一类相似度量方法考虑存在未知度就存在不

确定性$并围绕未知度研究相似度量方法$这类方法

在度量结果比较合理$但是还不能够做到对所有数

据进行有效区分$这类方法有&

王伟平等(!&)在分析了未知度增加对相似度的

影响后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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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考虑了未知度存在会对相似度产生影响$但

是没有考虑未知度距离因素$造成一些数据无法有

效区分'

马冯等(!!)提出的<86T0集相似度量方法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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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虽然考虑了未知度距离和未知

度增加对相似度量的影响$但是方法设置不合理并

且没有考虑核距离因素$导致度量结果没有体现出

未知度对相似度的影响$缺乏合理性'

周孟等(!%)对未知度最终会成为支持度还是反

对度的角度研究相似度量$考虑了未知存在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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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该

方法考虑的因素太少$在实际度量中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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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7Q0/:.D:2R蕴涵算子的

P0@7.集相似度方法

($!"P0@7.集相似度量基本准则

王伟平等(!&)给出了在 <86T0值之间的相似度

量的基本准则是目前评价相似度是否合理的较为全

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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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宜兵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相似度量的区分

度$使用了蕴涵算子$由于忽视了对<86T0集未知度

的研究$度量结果存在一定问题$但是对研究 <86T0

集相似度量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文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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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86T0值@和A仅有的两种组合 @/

(&$&)$ A/(!$!)%或@/(!$!)$ A/(&$&)'

定理 *"设 L是论域 P上的一个 <86T0集$

R"@$A# 是<86T0值@和A的相似度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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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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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同理可证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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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7Q0/:.D:2R蕴涵算子的 P0@7.集相似

度量方法

定义 S"设L和M是论域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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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上

的两个<86T0集$其中L/

'

8

&/!

(:

L

"@

&

#$! ,I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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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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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86T0集L和M的

相似度量定义为&R"L$M# /

!

8

'

8

&/!

R(L"@

&

#$M"@

&

#)'

定理 +" R"L$M# 满足准则 ! l准则 +'

容易证明R"L$M# 满足<86T0的基本准则'

)"实例分析

下面通过表 ! 中的数据说明与现有相似度量方

法相比$本文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能够合理有效地

区分数据'

第 ! 组和第 ' 组中$由于有未知度存在$表明存

在不确定性$ @和 A的相似度显然是不同的$但是

R

_

"@$A#*R

CCQ

"@$A#*R

Q

"@$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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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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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A0/

"@$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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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

"@$A# 和R

e

"@$A# 都认为两组数据完全相似$无

法合理区分两组数据的相似度$只有R

C

"@$A# 和本

文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R"@$A# 能够合理有效的区

分两组数据'

表 !"与现有相似度量方法的比较

! % ' " +

@ (&$!) (&=%$&=+) (&=%$&=+) (&=%$&=() (&="$&=*)

A (&$!) (&='$&=+) (&="$&=") (&=%$&=() (&='$&=))

R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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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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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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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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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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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 &=)

R

?

"@$A#

! &=$'+ ) &=*!" * ! &=*$' "

R

e

"@$A#

! &=$%& $ &=*$" $ ! &=*(

R"@$A# &=+ &=)%$ % &=(*) + &=)+ &=(!+ "

##对于第 % 组和第 ' 组中@和A的相似度应该是

不同的$但是R

C

"@$A# 认为第 % 组和第 ' 组中@和

A的相似度相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 % 组和第 + 组中 @和 A的相似度是不同的$

R

CCQ

"@$A# 和R

e!

"@$A# 无法有效区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考虑未知存

在的情况$相似度量方法是无法得到合理的度量结

果$此外$在考虑未知度的前提下$还应该考虑其他

影响相似度的因素$只有本文提出的相似度量方法

能够合理有效地区分所有数据'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_TF8G/0̀/.L蕴涵算子的<86T0

集相似度量方法在使用 _TF8G/0̀/.L蕴涵算子的同

时$考虑了未知度以及其他因素对相似度的影响$通

过与现有<86T0集相似度量方法的比较$说明新方

法能够有效合理地区分数据$进一步提高了区分度$

同时也为利用蕴涵算子研究<86T0集相似度提供了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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