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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确定了X上的经典子集A.X（x）表明2对A的隶属程度，不过仅有两种状态：一个元
素X要么属于A，要么不属于A，它确切地、数量化地描述了“非此即彼”现象，但现实世界中并非完
全如此，比如，在生物学发展的历史上，曾把所有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牛、羊、鸡、犬划为
动物，这是无疑的。而有一些生物，如猪笼草、捕蝇草、茅膏菜等，一方面能捕食昆虫，分泌液体消
化昆虫，像动物一样；另一方面又长有叶片，能进行光合作用，自制养料，像植物一样，类似这样的
生物并不能完全由“非动物即植物”来界定，因此，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可见在动物与植物之间存在
“中介状态”。 1.模糊子集的直观描述与定义 我们先从直观上来描述这种“中介状态”，设论域U（
图1.4），取具有单位长度的线段，把U上的模糊集记为A，若元素x（线段）位于A（圆圈）的内部，
记为1；若元素x位于A的外部，记为0；若元素x部分在A内又部分在A外，则表示隶属的“中介状态”
，元素x位于A内部的长度则表示了x对于A的隶属程度，为了描述这种“中介状态”，必须把元素对集
合的绝对隶属关系（要么属于A，要么不属于A）扩展为各种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这就需要将经典
集A的特征函数XA（x）的值域（0，1）推广到闭区间[0，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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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院校数学精品教材: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第4版)》编辑推荐：严谨适度地阐述基本原理
，通俗直观地介绍背景知识。联系实际，突出应用，典型事例结合软件计算。反复锤炼，精益求精，
特点鲜明，多年长销不衰。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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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通俗易懂，案例丰富，很适合初学者学习使用，尤其是非数学专业的学生使用。不足之处
在于有些案例重要步骤缺失，而且该领域最新内容没有写入。
2、普通高等教育&#34;十二五&#34;规划教材: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第4版)这本书讲的很细，学习很
方便、易懂。
3、好。
4、书的质量、编排很是一般，内容也较少
5、简单清楚的国内入门好书。除模糊线性规划外已看完全书。书不在乎厚，关键是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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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93页

        模糊模型识别的意义在于，“已知某类事物的若干标准模型，现有这类事物的一个具体对象，应
把它归到哪一种模型？”。例如：按照苹果的大小、色泽等（模糊的）将苹果分为1、2、3、4级（具
体的等级）；按照病人所述的症状（模糊的），判断疾病（如心脏病、胃溃疡，这都是模糊的）。

模糊模型识别：1. 最大隶属原则，2. 择近原则

对于最大隶属原则，以判断分数属于优、良、差等级为例，分别找出优、良、差的合适的隶属函数，
代入分数后求隶属度，将该分数归入隶属度高的类别。

对于择近原则，用模糊集的内积、外积概念，刻画两个模糊集的贴近程度。

2、《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195页

        针对约束条件带有弹性（模糊），目标函数可能不是单一的，价值系数带有模糊性的线性规划。

3、《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219页

        针对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如模型误差、外部干扰等，以模糊数学为基础，模仿人的思
维综合推理。实质上是非线性控制，属于智能控制的范畴。

我曾经的专业是多么的有趣。

4、《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175页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achy Process，AHP），把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满足了以往只能定
性描述的事情需要定量化的需求。

根据问题的总目标和决策方案分为3个层次：目标层G，准则层C和方案层P，然后应用两两比较的方
法确定决策方案的重要性，得到决策方案P1，P2，⋯⋯，Pn相对于目标层G的的权重，从而得到比较
满意的决策。层次分析法

5、《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88页

        模糊聚类分析是模糊数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借助它，可以按照不同的lamda截矩阵（可以理解为区
分度），将元素分为不同的类别。比如DNA序列的分类、招生中综合排名等。

6、《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15页

        隶属程度的思想是模糊数学的基本思想。

7、《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33页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隶属函数，用来刻画不同的模糊概念，如“高”、“低”、“青年”，“
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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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12页

        模糊意见集中决策、模糊二元对比决策、模糊综合评判决策

模糊意见集中决策。为了对供选择的方案集合中的n个元素进行排序，可以由m个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分
别对n个元素进行排序，得到m种意见，将这些意见集中为一个比较合理的意见，称之为“模糊意见集
中决策”。如评职称、评先进等。

模糊二元对比决策。人们认识事物往往是从两个事物对比开始。如A优于B，这种认识就是个模糊的。

模糊综合评判决策。模糊方式：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作出全面评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多因素决策
方法。（经典方式：如总分、加权平均分）

一个评判因素（指标）集，如判断指标1、2、3；一个评判意见集，如意见很好、好、差一点；一个权
重，即给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单因素评判，指若干人单独对一个判断指标进行评判。综合单因素
评判结果和权重，按照最大隶属原则判定等级。

4.4节给出了如何判断权重。

9、《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的笔记-第113页

        模糊模型识别与模糊聚类分析之间的关系。

前者已知若干模型，有一个待识别的对象，要求我们去识别对象属于哪个模型（类）。

后者则完全没有任何模型可以借鉴，需要根据对象的特性将其分类。

前者是一种有预设类别的分类问题，后一类是无预设类别的分类问题。

模糊模型识别的一个例子：根据茶叶的不同指标（形状、色泽、香味等），对其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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