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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系数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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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针对属性值和属性权重都用三角模糊数表示的多属性决策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联系数的三角模糊

数多属性决策评价模型。通过运用集对分析的不确定性系统理论 ,利用三角模糊数的中值及上下确界所限定的

取值区间 ,将三角模糊数转化为联系数 ,建立了联系数决策模型 ,并给出决策步骤 ,基于此可以对多属性决策评价

问题进行排序。该模型的建立既考虑了三角模糊数的中值 ,又兼顾了三角模糊数的上下确界 ,即联系数的差异

度 ,更具有客观性。通过对实例的运用和分析表明 ,该方法算理清晰 ,计算简便 ,结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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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w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2making model with triangular
f uzzy numbers based on connection nu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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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To study the fuzzy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2making problem that the attribute weights and the

attribute values are both indicated in the forms of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 a method to solve fuzzy multi2attribute

decision2making problem denoted by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based on connection number is presented. By applying

the uncertainty systems theory in the set2pair2analysis , the median , and the interval of values prescribed by supremum

and infimum of the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 the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are transformed into connection numbers ,

and the program of making is given. The median and the supremum and infimum of the triangular fuzzy numbers are

used in the model , it is more objective. A practical example indicates the method is simple and credible.

Keywords :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2making ; triangular fuzzy number ; connection number ; set pair analysis

0 　引 　言

　　三角模糊数的多属性决策问题是一个新课题 ,已受到

许多研究人员的关注。文献[ 1 ]研究了决策者对方案有偏

好、属性值以三角模糊数形式给出、属性权重信息不能完

全确知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问题 ;文献 [ 2 ]对于带三

角模糊数的多目标决策问题采用格序决策理论方法进行

了研究 ;文献[ 3 ]对区间数按照某种定义方式转化成三参

数模糊数 ,再进行决策评价 ;文献[ 4 ]讨论了部分权重信息

下的三角模糊数型多属性决策问题 ;文献 [ 5 ]研究了属性

权重和属性值均以三角模糊数形式给出的模糊多指标决

策问题 ;文献[ 6 ]针对方案的属性评估信息和属性权重是

模糊语言形式的多属性群决策问题 ,利用三角模糊数的性

质 ,构造了集结决策者权威性和意见一致性的组合一致性

指标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模糊多属性群决策问题的

方法。

基于文献[ 728 ]的集对分析不确定性系统理论 ,文献

[ 9212 ]将联系数引入到区间数多属性决策问题中 ,通过区

间数与联系数之间的转换 ,建立了基于联系数的区间数多

属性决策模型 ,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了新的决策方法。本

文受上述文献的启发 ,并注意到三角模糊数在中值上的取

值相对确定 ,在三角模糊数上下确界中间取中值以外的其

它值相对不确定这一特点 ,试把三角模糊数转换为集对分

析 ( set pair analysis , SPA) 理论中的 a + bi 联系数[ 728 ]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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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建立基于 a + bi 联系数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评

价模型。研究和实例应用表明 ,该模型把决策数据中的相

对确定性信息与相对不确定性信息有机结合 ,算理清晰 ,

操作简便 ,所得结果客观合理。

1 　三角模糊数的转换

1. 1 　三角模糊数及运算

定义 1 　设 R为实数集 ,若

a
～

= [ aL , aM , aN ] (1)

式中 ,0 < aL < aM < aN ∈R,则称 a
～
是一个三角模糊数 ,并

且把 aL 、aN 称为三角模糊数的下确界和上确界 ,称 aM 为

三角模糊数的中值 ,称 aN - aL 为三角模糊数的取值区间。

很显然 ,三角模糊数的中值 aM 是确定的 ,而在三角模

糊数的下确界 aL 与上确界 aN 之间的数是不确定的 , aL 与

aN 给出了取值的范围。从这个角度上说 ,三角模糊数是

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

定义 2 　(三角模糊数的运算) 设有两个三角模糊数

a
～

= [ aL , aM , aN ] , b
～

= [ bL , bM , bN ] ,其中 0 < aL < aM < aN ∈R,

0 < bL < bM < bN ∈R,定义运算如下 :

加法运算

a
～

+ b
～

= [ aL + bL , aM + bM , aN + bN ] (2)

　　乘法运算

a
～

b
～

= [ aL bL , aM bM , aN bN ] (3)

　　除法运算

a
～

b
～ =

aL

bN ,
aM

bM ,
aN

bL (4)

　　数乘运算

λa
～

= [λaL ,λaM ,λa N ] (5)

1. 2 　联系数及其运算

1 . 2 . 1 　a + bi 型联系数

定义 3 　设 R为实数集 ,0 < a , b∈R, i ∈[ - 1 ,1 ] ,则称

a + bi 为联系数。

若 a + b = 1 ,称 a + bi 为归一化联系数 ;若不满足上述

要求 ,可转化为满足 a + b = 1 的形式

μ =
a

a + b
+

b
a + b

i (6)

　　如有一个投票决策问题 :假设 10 人投票 ,其中有 7 人

赞成 ,3 人弃权 ,就可用联系数表示为 u = 7 + 3 i ,也可表示

为μ= 0 . 7 + 0 . 3 i。其中 , i 为不确定量的标记 ,必要的时候 ,

可赋值。i 的取值可以按照特殊值来取 ,如取 i = 0 , i = 0 . 5 ,

i = 0 . 6 等 ,也可以用统计试验和其他方法来确定 ,参见文献

[13214 ]。

1 . 2 . 2 　联系数的运算

定义 4 (加法) 　设 u1 = a1 + b1 i , u2 = a2 + b2 i 是两个联

系数 ,定义两个联系数之和 u1 + u2 为 u = a + bi ,记作

u = u1 + u2 = a1 + a2 + ( b1 + b2 ) i = a + bi (7)

　　可以证明 ,联系数的加法运算满足交换律和结合律。

定义 5 (乘法) 　设 u1 = a1 + b1 i , u2 = a2 + b2 i 是两个联

系数 ,则它们之积 u1 ×u2 是一个联系数 u = a + bi ,记作

u = u1 ×u2 = ( a1 + b1 i) ×( a2 + b2 i) =

a1 a2 + ( a1 b2 + a2 b1 + b1 b2 ) i = a + bi (8)

　　可以证明 ,联系数的乘法运算满足交换律。特别 ,当 u1

为实数时 ,如 u1 = a1 ,则有

u = u1 ×u2 = a1 ( a2 + b2 i) = a1 a2 + a1 b2 i

1. 3 　三角模糊数向联系数的转换

根据三角模糊数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特点 ,在三角模糊

数中 ,将三角模糊数的中值与联系数的确定量相对应 ,即令

a = aM ;将三角模糊数的取值区间 aN - aL 与联系数的不确

定量相对应 ,即有 b = aN - aL ,则三角模糊数 a
～
可以转化为

a + bi 型联系数 ,即

a
～

= aM + ( aN - aL ) i (9)

　　式 (9) 称为三角模糊数向联系数的转换式。b = aN - aL

也称为联系数的差异度 , i 的取值范围为

aL - aM

a N - aL ,
aN - aM

a N - aL

　　式 (9) 建立了三角模糊数与联系数之间的联系 ,有效地

将三角模糊数转化为联系数 ,在联系数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

三角模糊数的多属性问题的决策。

2 　决策方法

2. 1 　问题描述

设方案集 S 由 S1 , S2 , ⋯, S m 共 m 个方案组成 ;每个

方案各有 n个属性 , Q1 , Q2 , ⋯, Qn 组成属性集 Q; n 个属

性的权重向量 w
～

1 , w
～

2 , ⋯, w
～

n 都是三角模糊数 , 如 w
～

t =

[ wL
t , wM

t , wN
t ] ( t = 1 , 2 , ⋯, n) ,权重向量组成权重向量集

W ; P = ( p
～

kt ) m ×n ( k = 1 , 2 , ⋯, m) 表示三角模糊数决策矩

阵 ,其中 p
～

kt 表示第 k 个方案在 t 个属性上的属性值三角

模糊数 ,即 p
～

kt = [ pL
kt , pM

kt , pN
kt ] ( k = 1 , 2 , ⋯, m ; t = 1 , 2 , ⋯,

n) 。为简便起见 ,假定属性值 p
～

kt 已通过规范化处理为越

大越好型。

要求从 m 个方案中决策出最优方案 ,并对这些方案作

出优劣的排序。

2. 2 　决策模型

2 . 2 . 1 　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基本模型

设 w
～

t 和已规范化的 p
～

kt ( t = 1 , 2 , ⋯, n; k = 1 , 2 , ⋯, m)

为方案 S k 的权重三角模糊数和属性值三角模糊数 ,方案 S k

的综合评价结果为 M ( S k ) ,令

M ( S k ) = ∑
n

t = 1

w
～

t p
～

kt (10)

　　式 (10) 为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基本模型 ,简称基本

模型 ,其值称为基本值。基于此模型 ,基本值 M ( S k ) 大的方

案优先于基本值小的方案。

2 . 2 . 2 　联系数决策模型

把式 (10) 中的权重三角模糊数 w
～

t 与属性值三角模糊

数 p
～

kt 分别转换成式 (9) 所示的联系数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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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t = A w
～

t
+ B w

～

t
i (11)

p
～

kt = A p
～

kt + B p
～

kt i (12)

并利用联系数的加法和乘法定义 ,得到

M ( S k ) = ∑
m

t = 1

( A w
～

t
+ B w

～

t
i) ( A p

～

kt
+ B p

～

kt
i) = A k + B k i

(13)

模型 (13) 称为基于联系数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模型 ,

简称联系数决策模型 ,其值称为联系数决策值。

在联系数决策模型 (13) 中 , i 根据“i 的比例取值原理”

取值

i =
A k

A k + B k
(14)

　　计算出最后的综合决策值 ,综合决策值大的方案优先

于决策值小的方案。

2. 3 　决策步骤

步骤 1 　规范化属性三角模糊数。

设规范化后的决策矩阵为 ( p
～

kt′) , 其中 p
～

kt′= [ pL
kt′,

pM
kt′, pN

kt′]。

对效益型属性值 ,规范化公式为

p
～

kt′=
p
～

kt

∑
m

k =1

p
～

kt

(15)

　　对成本型属性值 ,规范化公式为

p
～

kt′=

1
p
～

kt

∑
m

k = 1

1
p
～

kt

(16)

　　对效益型属性值 ,可进一步求得

pL
kt′=

pL
kt

∑
m

k = 1

pN
kt

, pM
kt′=

pM
kt

∑
m

k = 1

pM
kt

, pN
kt′=

pN
kt

∑
m

k = 1

pL
kt

(17)

　　对成本型属性值 ,有

pL
kt′=

1
pN

kt

∑
m

k = 1

1
pL

kt

, pM
kt′=

1
pM

kt

∑
m

k = 1

1
pM

kt

, pN
kt′=

1
pL

kt

∑
m

k = 1

1
pN

kt

(18)

　　步骤 2 　根据式 (9) ,把规范化后得到的各属性三角模

糊数与权重三角模糊数分别转换成属性值联系数 A p
～

kt +

B p
～

kt
i 和权重联系数 A w

～

t
+ B w

～

t
i ,其中

A p
～

kt = pM
kt′, B p

～

kt = pN
kt′- pL

kt′ (19)

A w
～

t
= wM

t , B w
～

t
= w N

t - wL
t (20)

　　步骤 3 　利用联系数决策模型计算各方案的综合决策

值 ,根据综合决策值的大小作出方案的优劣排序 ,综合决策

值大的方案优于决策值小的方案。

步骤 4 　稳定性检验。取 i 在区间 min
i

aL - aM

aN - aL ,

max
i

aN - aM

aN - aL Α[ - 1 , 1 ]内的其他值 ,检验前述排序的稳

定性。

3 　应用分析

为便于比较 ,采用文献[5 ]中的例子说明本文所述决策

方法的应用。

某单位在对干部进行考核选拔时 ,制定了 6 项考核

指标 (属性) :思想品德 ( Q1 ) 、工作态度 ( Q2 ) 、工作作风

( Q3 ) 、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 ( Q4 ) 、领导能力 ( Q5 ) 和开拓

能力 ( Q6 ) ,通过群众推荐和评议 ,对各项指标分别打分 ,

再进行统计处理 ,从中确定了 5 名候选人 S1 、S2 、S3 、S4

和 S5 。由于群众对同一候选人所给出的指标值 (属性

值) 并不完全相同 , 因此经过统计处理后的每个候选人

在各指标 (属性) 下的属性值是以三角模糊数形式给出

的 ,属性值均为越大越好的效益型 ,具体的属性值表示

为决策矩阵 P

P = ( p
～

kt ) 5×6 =

[0. 80 ,0. 85 ,0. 90 ] [0. 90 ,0. 92 ,0. 95 ] [0. 91 ,0. 94 ,0. 95 ] [0. 93 ,0. 96 ,0. 99 ] [0. 90 ,0. 91 ,0. 92 ] [0. 95 ,0. 97 ,0. 99 ]

[0. 90 ,0. 95 ,1. 00 ] [0. 89 ,0. 90 ,0. 93 ] [0. 90 ,0. 92 ,0. 95 ] [0. 90 ,0. 92 ,0. 95 ] [0. 94 ,0. 97 ,0. 98 ] [0. 90 ,0. 93 ,0. 95 ]

[0. 88 ,0. 91 ,0. 95 ] [0. 84 ,0. 86 ,0. 90 ] [0. 91 ,0. 94 ,0. 97 ] [0. 91 ,0. 94 ,0. 96 ] [0. 86 ,0. 89 ,0. 92 ] [0. 91 ,0. 92 ,0. 94 ]

[0. 85 ,0. 87 ,0. 90 ] [0. 91 ,0. 93 ,0. 95 ] [0. 85 ,0. 88 ,0. 90 ] [0. 86 ,0. 89 ,0. 93 ] [0. 87 ,0. 90 ,0. 94 ] [0. 92 ,0. 93 ,0. 96 ]

[0. 86 ,0. 89 ,0. 95 ] [0. 90 ,0. 92 ,0. 95 ] [0. 90 ,0. 95 ,0. 97 ] [0. 91 ,0. 93 ,0. 95 ] [0. 90 ,0. 92 ,0. 96 ] [0. 85 ,0. 87 ,0. 90 ]

权重值也用三角模糊数表示 ,分别为 w
～

1 = [0 . 10 ,0 . 15 ,0 . 20 ] , w
～

2 = [0 . 05 ,0 . 10 ,0 . 15 ] , w
～

3 = [0 . 20 ,0 . 25 ,0 . 30 ] , w
～

4 = [0 . 05 ,

0 . 10 ,0 . 15 ] , w
～

5 = [0 . 15 ,0 . 20 ,0 . 25 ] , w
～

6 = [0 . 10 ,0 . 15 ,0 . 20 ] ,试决策出最优候选人。

步骤 1 　将决策矩阵规范化

P′= ( p
～

kt′) 5×6 =

[0. 17 ,0. 19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1 ,0. 22 ] [0. 19 ,0. 20 ,0. 21 ] [0. 20 ,0. 21 ,0. 22 ]

[0. 19 ,0. 21 ,0. 23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20 ,0. 21 ,0. 22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2 ] [0. 18 ,0. 19 ,0. 20 ] [0. 19 ,0. 20 ,0. 22 ] [0. 19 ,0. 20 ,0. 21 ] [0. 18 ,0. 19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8 ,0. 19 ,0. 21 ] [0. 19 ,0. 21 ,0. 21 ] [0. 18 ,0. 19 ,0. 20 ] [0. 18 ,0. 19 ,0. 21 ] [0. 18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8 ,0. 20 ,0. 22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2 ] [0. 19 ,0. 20 ,0. 21 ] [0. 19 ,0. 20 ,0. 21 ] [0. 18 ,0. 19 ,0.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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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 2 　将规范化后的决策矩阵和权重改写成联系数的形式 ,得到联系数矩阵 A′和 W′如下

A′=

0 . 19 + 0 . 04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2 i 0 . 21 + 0 . 03 i 0 . 20 + 0 . 02 i 0 . 21 + 0 . 02 i

0 . 21 + 0 . 04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2 i 0 . 21 + 0 . 02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3 i 0 . 19 + 0 . 02 i 0 . 20 + 0 . 03 i 0 . 20 + 0 . 02 i 0 . 19 + 0 . 03 i 0 . 20 + 0 . 02 i

0 . 19 + 0 . 03 i 0 . 21 + 0 . 02 i 0 . 19 + 0 . 02 i 0 . 19 + 0 . 03 i 0 . 20 + 0 . 03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4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3 i 0 . 20 + 0 . 02 i 0 . 20 + 0 . 02 i 0 . 19 + 0 . 02 i

W′=

w′1

w′2

w′3

w′4

w′5

w′6

=

0 . 15 + 0 . 10 i

0 . 10 + 0 . 10 i

0 . 25 + 0 . 05 i

0 . 10 + 0 . 10 i

0 . 20 + 0 . 10 i

0 . 15 + 0 . 10 i

　　步骤 3 　根据式 (5) 计算联系数模型决策值

M ( S1 ) = ∑
n

t = 1

( A w
～

t + B w
～

t i) ( A p
～

kt + B p
～

kt i) = 0 . 191 + 0 . 148 i

　　同理 ,可计算出

M ( S2 ) = 0 . 194 + 0 . 147 i , M ( S3 ) = 0 . 187 + 0 . 147 i

M ( S4 ) = 0 . 186 + 0 . 146 i , M ( S5 ) = 0 . 189 + 0 . 147 i

　　根据式 ( 14) , 按照“i 的比例取值原理”取值 , 即 i =

A k

A k + B k
,计算出综合决策值 ,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方案的综合决策值及排序

M ( S k) 决策值 i 取值 综合决策值 排序

M ( S1) 0 . 191 + 0 . 148 i 0 . 563 4 0 . 274 4 2

M ( S2) 0 . 194 + 0 . 147 i 0 . 568 9 0 . 277 6 1

M ( S3) 0 . 187 + 0 . 147 i 0 . 559 9 0 . 269 3 4

M ( S4) 0 . 186 + 0 . 146 i 0 . 560 2 0 . 267 8 5

M ( S5) 0 . 189 + 0 . 147 i 0 . 562 5 0 . 271 7 3

经过比较 , S2 为最优方案 , S4 为最劣方案 ,与文献 [5 ]

所得最优最劣方案相同。

步骤 4 　稳定性检验

当 i = 0 时 ,有

M ( S1 )

M ( S2 )

M ( S3 )

M ( S4 )

M ( S5 )

0 . 191 + 0 . 148 i = 0 . 191

0 . 194 + 0 . 147 i = 0 . 194

0 . 187 + 0 . 147 i = 0 . 187

0 . 186 + 0 . 146 i = 0 . 186

0 . 189 + 0 . 147 i = 0 . 189

　

2

1

4

5

3

　　当 i = 0 . 5 时 ,有

M ( S1 )

M ( S2 )

M ( S3 )

M ( S4 )

M ( S5 )

0 . 191 + 0 . 148 i = 0 . 265

0 . 194 + 0 . 147 i = 0 . 268

0 . 187 + 0 . 147 i = 0 . 261

0 . 186 + 0 . 146 i = 0 . 259

0 . 189 + 0 . 147 i = 0 . 263

　

2

1

4

5

3

　　当 i = 0 . 6 时 ,有

M ( S1 )

M ( S2 )

M ( S3 )

M ( S4 )

M ( S5 )

0 . 191 + 0 . 148 i = 0 . 279 8

0 . 194 + 0 . 147 i = 0 . 282 2

0 . 187 + 0 . 147 i = 0 . 275 2

0 . 186 + 0 . 146 i = 0 . 273 6

0 . 189 + 0 . 147 i = 0 . 277 2

　

2

1

4

5

3

　　可见 ,当 i 取以上不同值时 ,排序结果相同。

需要讨论的是 ,本文得到的排序与文献[5 ]的排序并不

完全一致 ,文献[5 ]的排序是 S2 : S5 : S3 : S1 : S4 ( : 表示

优于) ,本文排序是 S2 : S1 : S5 : S3 : S4 。那么 ,方案 S1

和 S5 究竟哪一个该排序在前 ?

为此 ,观察方案 S1 和 S5 的规范化后的决策矩阵 A′的

各属性值。可以看到 ,在第 2 个属性和第 5 个属性值上 ,两

个方案是相同的 ;第 3 个属性的中值和下确界是相同的 ;其

他 3 个属性值在第 1 个方案中有 2 个 (第 4 个和第 6 个) 的

中值和上下确界都不低于第 5 个方案 ,而且中值均高 ,仅第

1 个属性的中值略低于第 5 个方案 ,但差异度是相同的。

详见表 2 和表 3。

表 2 　方案 S1 与 S5 的各属性的中值、确界与差异度

属性 1 属性 2 属性 3 属性 4 属性 5 属性 6

方案 S1 S5 S1 S5 S1 S5 S1 S5 S1 S5 S1 S5

中值 0. 19 0. 20 0. 20 0. 20 0. 20 0. 20 0. 21 0. 20 0. 20 0. 20 0. 21 0. 19

上确
界

0. 21 0. 22 0. 21 0. 21 0. 21 0. 22 0. 22 0. 21 0. 21 0. 21 0. 22 0. 20

下确
界

0. 17 0. 18 0. 19 0. 19 0. 19 0. 19 0. 19 0. 19 0. 19 0. 19 0. 20 0. 18

差异
度

0. 04 0. 04 0. 02 0. 02 0. 02 0. 03 0. 03 0. 02 0. 02 0. 02 0. 02 0. 02

表 3 　方案 S1 与 S5 的各属性比较

属性 1 属性 2 属性 3 属性 4 属性 5 属性 6

中值 低 0. 01 相同 相同 高 0. 01 相同 高 0. 02

上确界 低 0. 01 相同 低 0. 01 高 0. 01 相同 高 0. 02

下确界 低 0. 01 相同 相同 相同 相同 高 0. 02

差异度 相同 相同 低 0. 01 高 0. 01 相同 相同

从表 2 和表 3 可以看到 ,在中值和上下确界数值中 ,方

案 S1 有 5 项为高 ,有 4 项为低 ,而且高的属性值占优势。

由于都是效益型指标 ,方案 S1 排在 S5 之前也是合理的。

4 　结束语

在文献[12 ]中 ,已利用区间数与联系数 a + bi 的等价

性给出了基于联系数复运算的区间数多属性决策方法。本

文把三角模糊数看成是突出地表示最可能取中值的一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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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数 ,三角模糊数中值的相对确定性与三角模糊数上下确

界中间取中值以外其他值的相对不确定性 ,决定了三角模

糊数这种特殊的区间数也可以与普通区间数一样转换成联

系数 ,从而建立起基于联系数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新

模型。这不仅简化了计算过程 ,而且充分利用了三角模糊

数提供的中值信息 ,又通过 i 在[ - 1 ,1 ]的子区间的不同取

值体现出三角模糊数除中值以外取其他值的相对不确定

性 ,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个决策模型中。

当然 ,在保持联系数决策模型通用性的同时 ,也需要注

意其不同点 ,一是把一个区间数转换成联系数 a + bi 时的 i

在[0 ,1 ]取值 ,把一个三角模糊数转换成联系数 a + bi 时的

i 在[ - 1 ,1 ]的某个子区间取值 ;二是联系数的复运算是否

可以应用于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还需要另行研究。另

外 ,本文给出的决策模型是否适用于对方案有偏好[1 ] 、或决

策信息不完全时的三角模糊数多属性决策 ,也需作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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