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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 ＯＷＡ算子的区间值模糊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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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区间值模糊集近差的双阈值多重多维模糊推理方法．通过基于组合数的ＯＷＡ
算子赋权方法计算出区间值模糊规则前件的各个权值，并且在计算区间值模糊集近差的时候，考虑

区间值的上限和下限对计算近差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论域中各因素或属性对于结论的重要性不尽

相同的情况，从而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规则．算例分析表明，该方法更接近实际推理，结果便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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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模糊推理在控制系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用闭区间和模糊集来表示不确
定的数据有相似的功效，因此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波兰学
派提出了区间分析学，作为与模糊集方法并用的工

具［１－２］．由于区间分析与模糊集方法结合使用有更
好的效果，因此区间值模糊集（简称 ＩＶＦＳ）的概念
提出后被用于模糊推理．

在实际应用中，特别是在决策、评价等过程中，

动态事物很难把握其本质，一个对象的单值隶属度

往往不容易确定，而区间值隶属度相对而言较易确

定，并且区间值模糊推理方法可以减少推理过程中

的信息丢失．文献［３］在区间值模糊关系的基础上
研究了简单区间值模糊推理和多重区间值模糊推

理这２种推理形式，但没有考虑推理中带有确定性
因子或者权值等参数的情况．在推理过程中，由于
不同的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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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分配的权重大一些，次要因素分配的权重小

一些，这是一种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想法．Ｒ．Ｒ．Ｙａ
ｇｅｒ［４］给出的 ＯＷＡ算子（ｏｒｄｅｒｅｄ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理论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想法．本文拟基于
ＯＷＡ算子，研究区间值模糊推理方法．

１　区间值模糊集的近差定义及计算
方法

　　２个区间值模糊集在某种特性方面进行比较
时，需要用一些数量指标表示比较结果，常用的指

标有区间值模糊集的距离和近差［５］，前者表示２个
模糊集差别的程度，后者则表示２个模糊集相似的
程度．

定义１　取Ａ（Ａ∈ＩＦ（Ｘ））（其中ＩｖＦ（Ｕ）表示
论域 Ｕ上所有区间值模糊集合）的隶属度函数
Ａ（ｘ）＝［Ａ－（ｘ），Ａ＋（ｘ）］，假设有映射Ｎ：ＩＦ（Ｘ）×
ＩＦ（Ｘ）→ Ｉ，Ａ，Ｂ∈ ＩＦ（Ｘ），若满足下列条件，则称
Ｎ（Ａ，Ｂ）是Ａ和Ｂ的近差：
１）Ｎ（Ａ，Ａ）＝１；
２）Ｎ（Ｘ，）＝０，Ｘ＝（１，１），＝（０，０）；
３）Ｎ（Ａ，Ｂ）＝Ｎ（Ｂ，Ａ）；
４）Ａ Ｂ  ＣＮ（Ａ，Ｃ） ≤ Ｎ（Ｂ，Ｃ） ∧

Ｎ（Ａ，Ｂ）．
考虑到区间值的上限和下限对计算近差的影

响程度不尽相同，而且论域中各因素或属性对于结

论的重要性也不一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赋予它们

不同的权重，得到如下近差计算公式．
定理１　如果Ａ，Ｂ∈ＩＦ（Ｘ），当Ｘ＝｛ｘ１，ｘ２，…，

ｘｎ｝是有限集时，ｐ∈Ｎ，取λｉ，μｉ∈［０，１］且λｉ＋
μｉ＝１，ω＝（ω１，ω２，…，ωｎ）是与论域Ｘ相关的加权

向量，其中 ωｉ∈ ［０，１］，∑
ｎ

ｉ＝１
ωｉ ＝１，ｉ＝１，２，…，

ｎ，定义

Ｎ（Ａ，Ｂ）＝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 Ａ－（ｘｉ）－Ｂ

－（ｘｉ）
ｐ＋

μｉ Ａ＋（ｘｉ）－Ｂ
＋（ｘｉ）

ｐ）｝
１
ｐ

则Ｎ（Ａ，Ｂ）就是区间值模糊集Ａ和Ｂ的近差．
证明

１）Ｎ（Ａ，Ａ）＝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 Ａ－（ｘｉ）－

Ａ－（ｘｉ）
ｐ＋μｉ Ａ＋（ｘｉ）－Ａ

＋（ｘｉ）
ｐ）｝

１
ｐ ＝１

２）若Ａ（ｘｉ）＝［１，１］，则Ａ
Ｃ（ｘｉ）＝［０，０］，ｉ＝

１，２，…，ｎ，于是有

Ｎ（Ａ，ＡＣ）＝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１－０｜

ｐ＋

μｉ｜１－０｜
ｐ）｝

１
ｐ ＝１－１＝０

同理可得：若Ａ（ｘｉ）＝［０，０］，则Ａ
Ｃ（ｘｉ）＝［１，

１］，ｉ＝１，２，…，ｎ，则Ｎ（Ａ，ＡＣ）＝０；
３）Ｎ（Ａ，Ｂ）＝Ｎ（Ｂ，Ａ）显然成立．
４）因为ＡＢＣ，所以

Ａ－（ｘｉ）≤Ｂ
－（ｘｉ）≤Ｃ

－（ｘｉ）
Ａ＋（ｘｉ）≤Ｂ

＋（ｘｉ）≤Ｃ
＋（ｘｉ）

ｉ＝１，２，…，ｎ
则

｜Ａ－（ｘｉ）－Ｃ
－（ｘ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Ａ＋（ｘｉ）－Ｃ
＋（ｘｉ）｜≥｜Ａ

＋（ｘｉ）－Ｂ
＋（ｘｉ）｜

那么

λｉ｜Ａ
－（ｘｉ）－Ｃ

－（ｘｉ）｜
ｐ≥λ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ｐ

μｉ｜Ａ
＋（ｘｉ）－Ｃ

＋（ｘｉ）｜
ｐ≥μ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ｐ

∑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Ｃ
－（ｘｉ）｜

ｐ＋μｉ｜Ａ
＋（ｘｉ）－

Ｃ＋（ｘｉ）｜
ｐ）≥∑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

Ｂ－（ｘｉ）｜
ｐ＋μ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ｐ）

所以

Ｎ（Ａ，Ｃ）＝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Ｃ
－（ｘｉ）｜

ｐ＋

μｉ｜Ａ
＋（ｘｉ）－Ｃ

＋（ｘｉ）｜
ｐ）｝

１
ｐ≤

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ｐ＋

μ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ｐ）｝

１
ｐ ＝Ｎ（Ａ，Ｂ）

同理可得Ｎ（Ａ，Ｃ）≤Ｎ（Ｂ，Ｃ）．
因为Ｎ（Ａ，Ｂ）是区间值模糊集 Ａ和 Ｂ的近差，

所以取ｐ＝１或２时，由上述定理可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１　如果Ａ，Ｂ∈ＩＦ（Ｘ），当Ｘ＝｛ｘ１，ｘ２，…，

ｘｎ｝是有限集时，λｉ，μｉ∈［０，１］且λｉ＋μｉ＝１，ω＝
（ω１，ω２，…，ωｎ）是与论域 Ｘ相关的加权向量，其中

ωｉ∈［０，１］，∑
ｎ

ｉ＝１
ωｉ＝１，ｉ＝１，２，…，ｎ，定义

Ｎ１（Ａ，Ｂ）＝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

Ｂ－（ｘｉ）｜＋μｉ｜Ａ
＋（ｘｉ）－Ｂ

＋（ｘｉ）｜） ①
则Ｎ１（Ａ，Ｂ）就是区间值模糊集Ａ和Ｂ的近差．

推论２　如果Ａ，Ｂ∈ＩＦ（Ｘ），当Ｘ＝｛ｘ１，ｘ２，…，
ｘｎ｝是有限集时，λｉ，μｉ∈［０，１］且λｉ＋μｉ＝１，ω＝

·０６· 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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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１，ω２，…，ωｎ）是与论域 Ｘ相关的加权向量，其中

ωｉ∈［０，１］，∑
ｎ

ｉ＝１
ωｉ＝１，ｉ＝１，２，…，ｎ，定义

Ｎ２（Ａ，Ｂ）＝１－｛∑
ｎ

ｉ＝１
ωｉ（λｉ｜Ａ

－（ｘｉ）－

Ｂ－（ｘｉ）｜
２＋μｉ｜Ａ

＋（ｘｉ）－Ｂ
＋（ｘｉ）｜

２）｝
１
２

则Ｎ２（Ａ，Ｂ）就是区间值模糊集Ａ和Ｂ的近差．

２　ＯＷＡ算子及其赋权方法

定义２［６］　设Ｆ：Ｒｎ→Ｒ，若

Ｆ（ａ１，ａ２，…ａｎ）＝∑
ｎ

ｊ＝１
ωｊｂｊ，

其中，ω＝（ω１，ω２，…，ωｎ）是与函数 Ｆ相关联的 ｎ
维加 权 向 量，ωｊ∈ ［０，１］，ｊ∈ ｛１，２，…，ｎ｝，

∑
ｎ

ｊ＝１
ωｊ＝１且ｂｊ是一组数据（ａ１，ａ２，…，ａｎ）中第ｊ大

的元素，Ｒ是实数集，则称函数Ｆ是ｎ维有序加权平
均算子（ＯＷＡ算子）．

ＯＷＡ算子明显的特点［７］就是先按照由大到小

的顺序对给出的决策数据（ａ１，ａ２，…，ａｎ）重新排
序，得到新的数据（ｂ１，ｂ２，…，ｂｎ），并用给出的加权
向量对新的数据进行集结．权值ωｊ与元素ａｊ没有任
何关系，它只与集结过程中第ｊ个位置有关．

在决策或者推理过程中，一些专家可能会根据

自己的喜好对研究对象作出不客观的评价．所以，
在试验数据的集结过程中，要尽量减少这种感情因

素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使评价结果尽量公平公正．
从这个角度出发，给出的权重相对来说较为合理，

因为无论是专家由于喜好而给出的高分，还是由于

憎恶而给出的低分，都被安排在权重较小的位置，

能够较好地削弱感情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这
种考虑，本文给出一种基于组合数的 ＯＷＡ算子赋
权方法［８］．

定义３　有序加权向量ω＝（ω１，ω２，…，ωｎ）可
由下列公式确定：

ωｊ＝
Ｃｊ－１ｎ－１

∑
ｎ－１

ｋ＝０
Ｃｋｎ－１
　　ｊ＝１，２，…，ｎ

显然，∑
ｎ

ｊ＝１
ωｊ＝１成立．

由组合数的性质可知∑
ｎ－１

ｋ＝０
Ｃｋｎ－１ ＝２

ｎ－１，则

ωｊ＝
Ｃｊ－１ｎ－１
２ｎ－１
　　ｊ＝１，２，…，ｎ

３　基于区间值模糊集近差的双阈值多
重多维模糊推理

３．１　推理方法
以多重多维推理为例，给出一种基于加权近差

的区间值模糊推理方法，为了使讨论更贴近实际和

更具一般性，设定如下３个条件成立．
１）给第ｉ规则配备１个适当的阈值τｉ∈［０，１］，

ｉ＝１，２…，ｎ，用来判断此条规则是否能用，如果能
用，则激活此规则；否则不激活．
２）给第ｉ规则的前件配备１个适当的阈值向量

γｉ＝（γｉ１，γｉ２，…，γｉｍ），其中γｉｊ是配备给第ｉ条规则
的前件Ａｉｊ的阈值，γｉｊ∈［０，１］，ｉ＝１，２，…，ｎ，ｊ＝
１，２，…，ｍ，当给定的事实 Ａｊ 与 Ａｉｊ的近差 Ｎ（Ａｊ，
Ａｉｊ）≥ γｉｊ时，按照此近差值做进一步计算：如果
Ｎ（Ａｊ，Ａｉｊ）＜γｉｊ，则取 Ｎ（Ａｊ，Ａｉｊ）＝０，然后再做进
一步计算．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因为当 Ａｊ
和Ａｉｊ的近差 Ｎ（Ａｊ，Ａｉｊ）过小的时候，笔者认为，此
时此事实对结果没有影响．
３）根据实际情况，各个前件对结果的影响不尽

相同，给第ｉ条规则的前件赋予权重ωｉ＝（ωｉ１，ωｉ２，
…，ωｉｍ），ωｉｊ∈［０，１］，ｉ＝１，２，…，ｎ，ｊ＝１，２，…，

ｍ，且∑
ｍ

ｊ＝１
ωｉｊ＝１．ωｉｊ表示第ｉ规则的前件Ａｉｊ对给定

的规则后件Ｂｉ的影响程度．
引入阈值之后，区间值模糊推理的一般形式为：

已知Ｒ１：Ａ１１且Ａ１２且…且Ａ１ｍ→Ｂ１，γ１，τ１
Ｒ２：Ａ２１且Ａ２２且…且Ａ２ｍ→Ｂ２，γ２，τ２
…

Ｒｎ：Ａｎ１且Ａｎ２且…且Ａｎｍ→Ｂｎ，γｎ，τｎ
且给定事实Ａ１ 且Ａ２ 且…且Ａｍ，求Ｂ．

其中，Ａｉ１是论域Ｘ１＝｛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ｍ１｝之上的
区间值模糊集，Ａｉ２是论域Ｘ２＝｛ｘ２１，ｘ２２，…，ｘ２ｍ２｝之
上的区间值模糊集，Ａｉｊ是论域Ｘｊ＝｛ｘｊ１，ｘｊ２，…，ｘｊｍｊ｝
上的区间值模糊集，Ｂｉ是论域Ｙ＝｛ｙ１，ｙ２，…，ｙｉ｝上
的区间值模糊集．
Ａｉ１ ＝｛［Ａ

－
ｉ１（ｘ１１），Ａ

＋
ｉ１（ｘ１１）］，［Ａ

－
ｉ１（ｘ１２），Ａ

＋
ｉ１（ｘ１２）］，

…，［Ａ－ｉ１（ｘ１ｍｉ），Ａ
＋
ｉ１（ｘ１ｍｉ）］｝

Ａｉｊ＝｛［Ａ
－
ｉｊ（ｘｊ１），Ａ

＋
ｉ１（ｘｊ１）］，［Ａ

－
ｉ１（ｘｊ２），Ａ

＋
ｉ１（ｘｊ２）］，

…，［Ａ－ｉ１（ｘｊｍｉ），Ａ
＋
ｉ１（ｘｊｍｉ）］｝

Ｂｉ＝｛［Ｂ
－
ｉ（ｙ１），Ｂ

＋
ｉ（ｙ１）］，［Ｂ

－
ｉ（ｙ２），Ｂ

＋
ｉ（ｙ２）］，

…，［Ｂ－ｉ（ｙｉ），Ｂ
＋
ｉ（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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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的基于近差的区间值模糊推理算法如下．
步骤１　先计算每条规则的各个前件和给定事

实对应的前件的近差

αｉｊ＝Ｎ（Ａｊ，Ａｉｊ）　　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其中，αｉｊ可采用上述近差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首先，用所得近差αｉｊ与所给的对应阈值γｉｊ作比
较，若αｉｊ≥γｉｊ，则记αｉｊ ＝αｉｊ；若αｉｊ＜γｉｊ，则记αｉｊ ＝
０．然后记比较后的近差向量为 αｉ ＝（αｉ１，αｉ２，
…，αｉｍ）．

再令ｗｉ＝（ｗｉ１，ｗｉ２，…，ｗｉｍ），ｉ＝１，２，…，ｎ是
基于组合数的ＯＷＡ算子，并计算第ｉ条规则的综合
近差

πｉ＝∑
ｍ

ｊ＝１
ｗｉｊ·εｉｊ　　ｉ＝１，２，…，ｎ

其中（εｉ１，εｉ２，…，εｉｍ）是αｉ ＝（αｉ１，αｉ２，…，αｉｍ）的
分向量按照从大到小排序后得到的向量分量．

依据所给定的阈值τｉ，有如下结论：若πｉ≥τｉ，
则激活此规则；若πｉ＜τｉ，则此规则不被激活．

步骤２　当只有第ｉ条规则被激活时，按照如下
计算方法计算输出结论

Ｂ ＝πｉ·Ｂｉ＝｛［πｉＢ
－
ｉ（ｙ１），πｉＢ

＋
ｉ（ｙ１）］，

［πｉＢ
－
ｉ（ｙ２），πｉＢ

＋
ｉ（ｙ２）］，…，［πｉＢ

－
ｉ（ｙｑ），πｉＢ

＋
ｉ（ｙｑ）］｝

当有ｐ（ｐ＞１）条规则都被激活时，考虑这些被
激活规则推出的结论加上适当权重，得出最终结

论．假设权重中涉及到参数β，利用综合近差πｉ来确
定权重向量，定义β＝ ｍａｘ

第ｉ条规则被激活
（πｉ）．记ｓ为被激活

规则中综合近差取值为最大的规则的个数．
令Ｉ＝｛ｉ｜第ｉ条规则被激活，且 πｉ＝β，１≤

ｉ≤ｎ｝，给Ｂｉ赋予权重
１＋β
２ｓ，则综合近差取值为最

大的规则的结论记为 Ｂ１ ＝∪ｉ∈Ｉ
１＋β
２ｓＢｉ；剩余的被激

活规则所推出的结论赋予权重
１－β
２（ｐ－ｓ），则剩余规

则的结论记为Ｂ２ ＝∪ｉＩ
１－β
２（ｐ－ｓ）Ｂｉ．

步骤３　把步骤２所得结论取并，得到实际输
出Ｂ ＝Ｂ１ ∪Ｂ２．
３．２　算例分析

例　假设某区间值模糊推理系统的知识集中
包含如下多重多维区间值模糊产生式规则：

已知Ｒ１：Ａ１１且Ａ１２且Ａ１３→Ｂ１，γ１，τ１
Ｒ２：Ａ２１且Ａ２２且Ａ２３→Ｂ２，γ２，τ２

Ｒ３：Ａ３１且Ａ３２且Ａ３３→Ｂ３，γ３，τ３
且给定事实Ａ１ 且Ａ２ 且Ａ３，求Ｂ．其中

Ａ１１ ＝｛［０．１，０．２］，［０．１，０．３］｝
Ａ１２ ＝｛［０．１，０．３］，［０．４，０．５］，［０．７，０．８］｝

Ａ１３ ＝｛［０．２，０．３］，［０．１，０．３］，［０．４，０．６］，［０．８，０．９］｝
Ａ２１ ＝｛［０．４，０．６］，［０．６，０．７］｝

Ａ２２ ＝｛［０．２，０．４］，［０．７，０．９］，［０．４，０．５］｝
Ａ２３ ＝｛［０．４，０．６］，［０．５，０．６］，［０．７，０．８］，［０．３，０．５］｝

Ａ３１ ＝｛［０．７，０．９］，［０．８，０．９］｝
Ａ３２ ＝｛［０．６，０．８］，［０．１，０．３］，［０．５，０．７］｝

Ａ３３ ＝｛［０．７，０．８］，［０．６，０．８］，［０．２，０．４］，［０．５，０．７］｝
Ｂ１ ＝｛［０．２，０．４］，［０．５，０．６］｝
Ｂ２ ＝｛［０．５，０．７］，［０．１，０．３］
Ｂ３ ＝｛［０．６，０．８］，［０．９，０．９５］｝

给定的事实为

Ａ１ ＝｛［０．６，０．８］，［０．４，０．６］｝
Ａ２ ＝｛［０．１，０．３］，［０．４，０．６］，［０．６，０．８］｝

Ａ３ ＝｛［０．５，０．７］，［０．４，０．５］，［０．３，０．５］，［０．４，０．６］｝
为简便起见，笔者取γ１＝γ２＝γ３＝（０．６，０．６，

０．６），τ１ ＝０．６５，τ２ ＝０．６５，τ３ ＝０．７０．
下面将按照前面提到的步骤进行推理，并得到

系统的推理结果．
首先利用上述推论１所给近差计算公式 ① 计

算出给定事实Ａｊ 与第ｉ规则的近差 αｉｊ．其中 λｉ＝
０．４，μｉ＝０．６，ωｉ的值由基于组合数的 ＯＷＡ算子
确定．经计算得出，α１＝（０．５７，０．９６５，０．７４），α２＝
（０．８３，０．７７，０．７８），α３ ＝（０．７８，０．６７５，０．８６５），经
与 γｊ（０．６，０．６，０．６）比较可得 α１ ＝（０，０．９６５，
０．７４），α２ ＝（０．８３，０．７７，０．７８），α３ ＝（０．７８，
０．６７５，０．８６５）．

然后令第ｉ条规则前件对结论的影响程度权向
量ωｉ＝（ωｉ１，ωｉ２，…，ωｉｍ），ｉ＝１，２，…，ｎ取值是由
基于组合数的ＯＷＡ算子得到的．则给定事实Ａ 与
第ｉ条规则的综合近差 πｉ分别为 π１ ＝０．６１１２５，
π２ ＝０．７９，π３＝０．７７５．依据所给定的阈值τｉ，可得

π１ ＜τ１，则第１条规则不被激活；
π２ ＞τ２，则第２条规则激活；
π３ ＞τ３，则第３条规则激活．
由于不止１条规则被激活，笔者按照步骤２所

给的方法计算最终结果．由已知得
β＝ ｍａｘ

第ｉ条规则被激活
（πｉ）＝π２ ＝０．７９

Ｂ１ ＝∪ｉ∈Ｉ
１＋β
２ｓＢｉ＝

１＋０．７９
２ Ｂ２ ＝０．８９５Ｂ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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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４７５，０．６２６５］，［０．０８９５，０．２６８５］｝

Ｂ２ ＝∪ｉＩ
１－β
２（ｐ－ｓ）Ｂｉ＝

１－０．７９
２ Ｂ２ ＝０．１０５Ｂ３ ＝

｛［０．０６３，０．０８４］，［０．０９４５，０．０９９７５］｝
那么，最终实际输出结果

Ｂ ＝Ｂ１ ∪Ｂ２ ＝
｛［０．４４７５，０．６２６５］，［０．０９４５，０．２６８５］｝
如果在上述算例中取消阈值γｉ，ｉ＝１，２，３，其他

不变，则π１＝０．７５３７５＞τ１，第１条规则被激活，则
３条规则都被激活，那么

Ｂ１ ＝∪ｉ∈Ｉ
１＋β
２ｓＢｉ＝

１＋０．７９
２ Ｂ２ ＝０．８９５Ｂ２ ＝

｛［０．４４７５，０．６２６５］，［０．０８９５，０．２６８５］｝

Ｂ２ ＝∪ｉＩ
１－β
２（ｐ－ｓ）Ｂｉ＝

１－０．７９
４ Ｂ１∪

１－０．７９
４ Ｂ２ ＝

｛［０．０３１５，０．０４２］，［０．０４７２５，０．０４９８７５］｝
此时，最终实际输出结果

Ｂ ＝Ｂ１ ∪Ｂ２ ＝
｛［０．４４７５，０．６２６５］，［０．０８４５，０．２６８５］｝
比较上述２个最终输出结果可以看出，２个结果

是有区别的．笔者设定的阈值γｉ（ｉ＝１，２，３）是有效
的，可以过滤掉一些不必要的规则，并影响最终输

出结果．

４　结论

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 ＯＷＡ算子的区间值模糊
推理方法，通过基于组合数的 ＯＷＡ算子赋权方法
计算出区间值模糊规则前件的各个权值，并且在计

算区间值模糊集近差的时候，考虑区间值的上限和

下限对计算近差的影响程度不同，以及论域中各因

素或属性对于结论的重要性不尽相同的情况，得到

一种新的区间值模糊集近差的计算方法．针对多重
多维模糊推理，提出了一种双阈值模糊推理方法．
该方法通过给每个规则前件赋予一个适当的阈值

向量，过滤掉一些次要因素的影响，从而过滤掉一

些不必要的规则，并影响最终输出结果．因此，在此
基础上所给出的推理算法更接近实际推理，结果便

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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