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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定义三参数区间数的基础上 ，给出了三参数区间数的运算关系 ；然后将权重为区间数的多指标决
策问题转化为指标取值为三参数区间数的多指标决策问题 ；在三参数区间数理想方案点定义的基础上 ，给出了
权重为三参数区间数的逼近理想点法 ；最后将其应用于某城市公交线网的优化调整中 。结果表明 ，该法科学合
理 、切实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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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通常区间数只用上下限来表示 ，有时称为两参
数区间 。在两参数区间数中 ，上 、下限间的各个数
值可以认为取值机会均等 。用两参数区间数表示一
个参量时 ，有时为了覆盖整个取值范围 ，区间可能
会取得过大 ，这时如果再认为整个区间内取值机会
均等 ，得出的结果就会出现大的误差 。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 ，使用三参数区间数进行决策 ，不仅保持了
参数的取值区间 ，而且还能突出取值可能性最大的
重心 （即在区间内取值可能性最大的那个数） ， 以
弥补两参数区间数的不足 。 笔者在引用参考文献
［１ ～ ３］的一些定义的基础上 ， 引入了三参数区间
数 ，讨论了三参数区间数的性质 、运算关系及排序
指标等 。最后根据逼近理想点法 ，提出了关于多指
标决策问题的三参数区间数逼近理想点法 ，并予以
实际应用 。

２ 　三参数区间数
2畅1 　三参数区间数基本定义

定义 １ 　三参数区间数是用三个参数来表示一

个区间数 ， 记为 α ＝ ［ al ，a 倡 ，au］ 且 al ≤ a 倡 ≤
au ，其中 al ， au 分别表示区间数取值的上限 、下限 ，
称为区间数的上限 、下限 ；a 倡

表示在此区间中取值

可能性最大的数 ，称为区间数的重心或理想值［３］ 。
在三参数区间数中 ， 重心 a 倡

的取值机会最

大 ，由 a 倡
向上限或向下限取值可能性递减 。 对于

区间数可以用分布函数的形式表示其在区间取值机

会的大小 ，如图 １所示［３］ 。

图 1 　三参数区间数
Fig畅１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三参数区间数

∫
au

a l f（ x）d x ＝ １ ，　 fmax ＝ f（ a 倡 ） 。

　 　若 al ≥ ０时 ，称 α为正三参数区间数 ；若 au ≤



０时 ，称 α为负三参数区间数 。特别是当 al ＝ a 倡 ＝
au 时 ，三参数区间数 α退化为普通实数 。
定义 ２ 　 设有两个灰色模糊数 C ＝ 榾 cl ，c 倡 ，

cu」 ，D ＝ 榾 dl ，d 倡 ，du 」 ，且它们的分布函数分别为
fc（ x） ，fd （ x） ，则

当 cl ＝ dl ，c 倡 ＝ d 倡 ，cu ＝ du 同时成立时 ，称 C
与 D相等 ，记为 C ＝ D 。

设 pc ＞ d ＝∫
cu

cl fc（ s）d s∫
S

d l fd（ t）d t ，当 pc ＞ d ＞ ０畅５

时 ，认为 C大于 D ；当 pc ＞ d ＝ ０畅５时 ，认为 C等价于
D［３］ 。
设 pd ＞ c ＝ １ － pc ＞ d ，当 pc ＞ d ＜ ０畅５时 ，认为 D大

于 C［３］ 。
2畅2 　三参数区间数运算关系

设有两个三参数区间数 α ＝ ［ al ，a 倡 ，au］ ，
β ＝ ［ bl ，b 倡 ，bu］ ，则
加法运算 　 ［ al ，a 倡 ，au］ ＋ ［ bl ，b 倡 ，bu］ ＝

［ al ＋ bl ，a 倡 ＋ b 倡 ，au ＋ bu］ ；
减法运算 　 ［ al ，a 倡 ，au］ － ［ bl ，b 倡 ，bu］ ＝

［ al － bl ，a 倡 － b 倡 ，au － bu］ ；
乘法运算 　 ［ al ，a 倡 ，au ］ · ［ bl ，b 倡 ，bu］ ＝

［ al bl ，a 倡 b 倡 ，au bu］ ；
除法运算 　 ［ al ，a 倡 ，au］桙［ bl ，b 倡 ，bu］ ＝

［ al ，a 倡 ，au］ · ［１桙 bu ，１桙b 倡 ，１桙bl］ ；
倍数运算

当 k ≥ ０时 ，k［ al ，a 倡 ，au］ ＝ ［ kal ，ka 倡 ，kau］ ，
当 k ＜ ０时 ，k［ al ，a 倡 ，au］ ＝ ［ kau ，ka 倡 ，kal ］ ；
极值运算

min
１ ≤ i ≤ n

［ ali ，a 倡
i ，aui ］ ＝ ［ min

１ ≤ i ≤ n
ali ，min

１ ≤ i ≤ n
a 倡
i ，min

１ ≤ i ≤ n
aui ］ ，

max
１ ≤ i ≤ n

［ ali ，a 倡
i ，aui ］ ＝ ［ max

１ ≤ i ≤ n
ali ，max

１ ≤ i ≤ n
a 倡
i ，max

１ ≤ i ≤ n
aui ］ ；

　 　指数运算 　 cα ＝ ［ ca
l
，ca

倡

，ca
u
］ ，c为正实数 ；

方次运算 　 ［ al ，a 倡 ，au ］ n ＝
［（ al） n ，（ a 倡 ） n ，（ au） n］ ，a ≥ ０ ，n为正实数 ；

距离运算

d１ ＝ d（ α ，β） ＝

（ al － bl）２ ＋ （ a 倡 － b 倡 ）２ ＋ （ au － bu ）２ ，
d２ ＝ d（ α ，β） ＝

max｛ | al － bl | ， | a 倡 － b 倡 | ， | au － bu | ｝ ；

范数运算

设 X ＝ （［ al２ ，a 倡
１ ，au１ ］ 　 ［ al２ ，a 倡

２ ，au２ ］ 　 … 　 ［ aln ，
a 倡
n ，aun］）T 是任意三参数区间数列向量 ，则称 ‖ X ‖

＝ max｛ | au１ | ， | au２ | ，… ， | aun | ｝为 X的范数 。

３ 　三参数区间数的逼近理想点法
3畅1 　建立标准决策矩阵

对于多目标决策问题 ， 设备择集 U ＝ ｛ u１ ，

u２ ，… ，un｝ ，因素集 V ＝ ｛ v１ ，v２ ，… ，vm｝ 。因素集中 vj
的权重 wj 不能完全确定 ，但却知 wj ∈ ［ clj ，cuj ］且趋
向于 c 倡

j 。其中 ０ ≤ clj ≤ c 倡
j ≤ cuj ≤ １ ， j ＝ １ ，２ ，… ，

n ，且 ∑
n

j ＝ １
wj ＝ １ 。根据某个因素给出评判对象对备择

集中各元素的隶属度 ，用三参数区间数表示的决策
矩阵为 A ＝ （［ alij ，a 倡

ij ，auij］） n × m ，其中［ alij ，a 倡
ij ，auij］ ，

（ i ＝ １ ，２ ，… ，n ；j ＝ １ ，２ ，… ，m）为备择 ui 对因素 vj
的属性值 。

由于各指标的含义不同 ，指标值的计算方法也
不同 ，造成各个指标的量纲各异 ，因此为了使各指
标有公度性 ，必须对决策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 。令
J＋ ＝ ｛效益型指标｝ ，J－ ＝ ｛成本型指标｝ ，Jfixed ＝
｛固定型指标｝ 。则将决策矩阵 A ＝ （［ alij ，a 倡

ij ，

auij］） n × m 标准化处理 ，令

效益型指标 ：

［ rlij ，r 倡ij ，ruij］ ＝
alij

max
１ ≤ i ≤ n

alij ，
a 倡
ij

max
１ ≤ i ≤ n

a 倡
ij
，

auij
max

１ ≤ i ≤ n
auij ，

（ i ＝ １ ，２ ，… ，n ，j ∈ J＋ ） （１）
　 　成本型指标 ：

［ rlij ，r 倡ij ，ruij］ ＝
min

１ ≤ i ≤ n
alij

alij ，
min

１ ≤ i ≤ n
a 倡
ij

a 倡
ij

，
min

１ ≤ i ≤ n
auij

auij
，

（ i ＝ １ ，２ ，… ，n ，j ∈ J－ ） （２）
　 　固定型指标 ：

［ rlij ，r 倡ij ，ruij］ ＝ （ max
１ ≤ i ≤ n

| vij － v 倡 | －
| vij － v 倡 | ）桙（ max

１ ≤ i ≤ n
| vij － v 倡 | ） ，

（ i ＝ １ ，２ ，… ，n ，j ∈ Jfixed） （３）
式中 vij ＝ ［ alij ，a 倡

ij ，auij］ ；v 倡 ＝ ［ klij ，k 倡
ij ，kuij］ ，（ i ＝

１ ，２ ，… ，n ；j ＝ １ ，２ ，… ，m） ，且 v 倡
为固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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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标准化决策矩阵 R ＝

［ rl１１ ，r 倡１１ ，ru１１ ］ ［ rl１２ ，r 倡１２ ，ru１２］ … ［ rl１ m ，r 倡１ m ，ru１ m］
［ rl２１ ，r 倡２１ ，ru２１ ］ ［ rl２２ ，r 倡２２ ，ru２２］ … ［ rl２ m ，r 倡２ m ，ru２ m］

  
［ rln１ ，r 倡n１ ，run１ ］ ［ rln２ ，r 倡n２ ，run２ ］ … ［ rlnm ，r 倡nm ，runm］

（４）

即 R ＝ （［ rlij ，r 倡ij ，ruij］） n × m 。

3畅2 　确定权重向量
权重向量表示的是各影响因素在评判过程中所

占的重要性程度 ，为了减少决策中的主观因素 ，用
标准差法确定权重向量

［４ ，５］ 。 用三参数区间数的形
式表示为

C ＝ ｛［ cl１ ，c 倡
１ ，cu１ ］ 　 ［ cl２ ，c 倡

２ ，cu２ ］ 　 … 　 ［ clm ，c 倡
m ，cum］｝

（５）

cli ＝ ∑
n

i ＝ １
∑
m

j ＝ １
rlij － ∑

m

j ＝ １
rlij 桙（ n － １） ∑

n

i ＝ １
∑
m

j ＝ １
rlij ；

c 倡
i ＝ ∑

n

i ＝ １
∑
m

j ＝ １
r 倡ij － ∑

m

j ＝ １
r 倡ij 桙（ n － １） ∑

n

i ＝ １
∑
m

j ＝ １
r 倡ij ；

cui ＝ ∑
n

i ＝ １
∑
m

j ＝ １
ruij － ∑

m

j ＝ １
ruij 桙（ n － １） ∑

n

i ＝ １
∑
m

j ＝ １
ruij ，

i ＝ １ ，２ ，… ，m 。
　 　归一化处理得到规范化权重 ：

W ＝ ｛［ wl１ ，w 倡
１ ，wu１ ］ 　 ［ wl２ ，w 倡

２ ，wu２ ］ 　 …

［ wlm ，w 倡
m ，wum］｝ （６）

其中 wli ＝ cli桙 ∑
m

i ＝ １
c 倡
i ，w 倡

i ＝ c 倡
i 桙 ∑

m

i ＝ １
c 倡
i ，

wui ＝ cui桙 ∑
m

i ＝ １
c 倡
i ，（ i ＝ １ ，２ ，… ，m） 。

3畅3 　三参数区间数的加权标准决策矩阵
三参数区间数的加权标准决策矩阵为

B ＝ （［ blij ，b 倡
ij ，buij］） n × m （７）

其中

［ blij ，b 倡
ij ，buij］ ＝ ［ wlj ，w 倡

j ，wuj ］ · ［ rlij ，r 倡ij ，ruij］ ，

（ i ＝ １ ，２ ，… ，n ； j ＝ １ ，２ ，… ，m） 。
3畅4 　定义理想方案 A ＋

和负理想方案 A －

令正理想方案 ：
A＋ ＝ ｛［ tl１ ，t 倡１ ，tu１ ］ 　 ［ tl２ ，t 倡２ ，tu２ ］ 　 … 　 ［ tlm ，t 倡m ，tum］｝

（８）
其中

［ tlj ，t 倡j ，tuj ］ ＝

max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

min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 ，

min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fixed

（ j ＝ １ ，２ ，… ，m） ；

　 　负理想方案 ：
A－ ＝ ｛［ sl１ ，s 倡１ ，su１ ］ 　 ［ sl２ ，s 倡２ ，su２ ］ 　 … 　 ［ slm ，s 倡m ，sum］｝

（９）
其中

［ slj ，s 倡j ，suj ］ ＝

min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

max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 ，

max
１ ≤ i ≤ n

｛ blij ，b 倡
ij ，buij｝ ，j ∈ Jfixed

（ j ＝ １ ，２ ，… ，m） 。
3畅5 　计算距离和相对贴近度

令方案 ui（ i ＝ １ ，２ ，… ，n） 到正理想方案的距
离为 d＋

i ，到负理想方案的距离为 d－
i ，则

d＋
i ＝ d（ ui ，A＋ ） ＝

（ d＋
i１ ）２ ＋ （ d＋

i２ ）２ ＋ … ＋ （ d＋
im）２ ，

i ＝ １ ，２ ，… ，n （１０）
其中 d＋

ij ＝ max｛ blij － tlj ， b 倡
ij － t 倡j ，

　 　 　 　 　 buij － tuj ｝ ，j ＝ １ ，２ ，… ，m ；

d－
i ＝ d（ ui ，A－ ） ＝ ［（ d－

i１ ）２ ＋ （ d－
i２ ）２ ＋

　 　 … ＋ （ d－
im）２ ］

１
２ ，i ＝ １ ，２ ，… ，n （１１）

其中 d－
ij ＝ max｛ blij － slj ， b 倡

ij － s 倡j ，

buij － suj ｝ ，j ＝ １ ，２ ，… ，m 。

定义方案 ui （ i ＝ １ ，２ ，… ，n） 到正理想方案的
贴近度为 ei ＝ d－

i 桙（ d＋
i ＋ d－

i ） ，则 ０ ＜ ei ＜ １ 。按 ei（ i
＝ １ ，２ ，… ，n）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 ，其中值最大的
对应的方案最优 。

４ 　应用举例
　 　 ２００５ 年根据某市现有公交线路网络 ， 考虑到
城市的发展 ，有关部门提出 ５种公交线网的优化调
整方案 ，要求有关部门在这 ５种方案中选出一种最
佳的优化方案 。 其中考察的指标有 ： 乘客出行时
间 、线网覆盖率 、乘客直达率 、线网重复系数和线
网日均满载率

［６ ，７］ 。 ５种优化方案记为方案 １ 、 方案
２ 、方案 ３ 、方案 ４和方案 ５ 。各方案对指标的考察
值如表 １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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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指标考察值
Table １ 　 The observe values of indexes

方案种类 线网日均满载率 线网覆盖率 线网重复系数 乘客直达率 乘客出行时间桙min
方案 １ ［０畅５ ，０畅６ ，０畅７］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５ ，０畅７］ ［０畅２６ ，０畅２８ ，０畅３２］ ［０畅６１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５］ ［１０ ，１２ ，１５］

方案 ２ ［０畅６ ，０畅７ ，０畅７５］ ［０畅５５ ，０畅６２ ，０畅６８］ ［０畅３ ，０畅３３ ，０畅３５］ ［０畅５２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７］ ［１２ ，１８ ，２０］

方案 ３ ［０畅５５ ，０畅６ ，０畅６５］ ［０畅５８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９］ ［０畅２８ ，０畅３２ ，０畅３４］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４ ，０畅５５］ ［２０ ，２２ ，２５］

方案 ４ ［０畅６ ，０畅６５ ，０畅７］ ［０畅６１ ，０畅６７ ，０畅６９］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３ ，０畅２５］ ［０畅５１ ，０畅５５ ，０畅５８］ ［１６ ，１８ ，２３］

方案 ５ ［０畅５５ ，０畅６５ ，０畅７５］ ［０畅６５ ，０畅６８ ，０畅７］ ［０畅２ ，０畅２５ ，０畅２７］ ［０畅５２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６］ ［１５ ，１７ ，２２］

表中数据由交通规划部门提供

步骤 １ 　建立决策矩阵

A ＝

［０畅５ ，０畅６ ，０畅７］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５ ，０畅７］ ［０畅２６ ，０畅２８ ，０畅３２］ ［０畅６１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５］ ［１０ ，１２ ，１５］
［０畅６ ，０畅７ ，０畅７５］ ［０畅５５ ，０畅６２ ，０畅６８］ ［０畅３ ，０畅３３ ，０畅３５］ ［０畅５２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７］ ［１２ ，１８ ，２０］
［０畅５５ ，０畅６ ，０畅６５］ ［０畅５８ ，０畅６３ ，０畅６９］ ［０畅２８ ，０畅３２ ，０畅３４］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４ ，０畅５５］ ［２０ ，２２ ，２５］
［０畅６ ，０畅６５ ，０畅７］ ［０畅６１ ，０畅６７ ，０畅６９］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３ ，０畅２５］ ［０畅５１ ，０畅５５ ，０畅５８］ ［１６ ，１８ ，２３］
［０畅５５ ，０畅６５ ，０畅７］ ［０畅６５ ，０畅６８ ，０畅７］ ［０畅２ ，０畅２５ ，０畅２７］ ［０畅５２ ，０畅５３ ，０畅５６］ ［１５ ，１７ ，２３］

。

　 　步骤 ２ 　决策矩阵标准化处理

R ＝

［０ ，０ ，０畅５］ ［０畅８ ，０畅５ ，１］ ［０畅３ ，０畅４ ，０畅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畅１ ，０畅２］ ［０畅４ ，０畅５ ，０畅８］
［０ ，０ ，０畅５］ ［０畅３ ，０畅４ ，０畅５］ ［０畅１ ，０畅１ ，０畅２］ ［０ ，０畅１ ，０畅２］ ［０ ，０ ，０］
［０畅５ ，０畅５ ，１］ ［０畅５ ，０畅６ ，０畅８３］ ［０畅９ ，１ ，１］ ［０ ，０畅２ ，０畅３］ ［０畅２ ，０畅４ ，０畅４］
［０畅５ ，０畅５ ，１］ ［１ ，１ ，１］ ［０畅８ ，０畅８ ，１］ ［０ ，０畅１ ，０畅１］ ［０畅３ ，０畅３ ，０畅５］

。

　 　步骤 ３ 　由式 （５） 知权重向量
C ＝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７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８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１４ ，０畅１６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９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５］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７］｝ 。
　 　由式 （６） 归一化 ：
W ＝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７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８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１４ ，０畅１６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９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５］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７］｝ 。
　 　步骤 ４ 　由式 （７） 三参数区间数的加权标准决策矩阵

B ＝

［０ ，０ ，０畅９５］ ［０畅１０５ ，０畅１４４ ，０畅２２］ ［０畅０５６ ，０畅０５７ ，０畅０８］ ［０畅１９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５］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４ ，０畅２７］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７ ，０畅１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畅０２ ，０畅５］ ［０畅１ ，０畅１４ ，０畅１７］

［０ ，０ ，０畅７５］ ［０畅０３６ ，０畅０５４ ，０畅１１］ ［０畅０１６ ，０畅０１９ ，０畅０２８］ ［０ ，０畅０２２ ，０畅０３８］ ［０ ，０ ，０］
［０畅０８５ ，０畅０９５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０８ ，０畅１１ ，０畅１７４］ ［０畅１３ ，０畅１６ ，０畅１９］ ［０ ，０畅０４４ ，０畅０７５］ ［０畅０５ ，０畅０９ ，０畅１］
［０畅０７５ ，０畅０８５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８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１２８ ，０畅１４ ，０畅１５２］ ［０ ，０畅０１９ ，０畅０２５］ ［０畅０９ ，０畅１１ ，０畅１２］

。

　 　步骤 ５ 　于是由式 （８） 、式 （９） 知 ：
正理想方案 A＋ ＝ ｛［０畅１５ ，０畅１７ ，０畅１９］ 　 ［０畅１８ ，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 ，０ ，０］ 　 ［０畅１９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５］ 　 ［０ ，０ ，
０］｝ ；

负理想方案 A－ ＝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畅１４ ，
０畅１６ ，０畅１９］ 　 ［０ ，０ ，０］ 　 ［０畅２１ ，０畅２２ ，０畅２７］｝ 。

步骤 ６ 　由式 （１０） 、式 （１１） 知 ：
d＋
１ ＝ ０畅３４５ ，d＋

２ ＝ ０畅３５４ ，d＋
３ ＝ ０畅３６０ ，d＋

４ ＝ ０畅３０８ ，

d＋
５ ＝ ０畅３０５ ；

d－
１ ＝ ０畅３４０ ，d－

２ ＝ ０畅３０５ ，d－
３ ＝ ０畅３４８ ，d－

４ ＝ ０畅３０５ ，

d－
５ ＝ ０畅３５０ 。

　 　所以贴近度 e１ ＝ ０畅４９６ ，e２ ＝ ０畅４６３ ，

e３ ＝ ０畅４９２ ，e４ ＝ ０畅４９８ ，e５ ＝ ０畅５３４ ，即 ：

１ ＞ e５ ＞ e４ ＞ e１ ＞ e３ ＞ e２ ＞ ０ ，方案 ５为最佳

方案 。

５ 　结语
　 　 １） 笔者利用区间数的知识 ， 探讨了三参数区
间数的定义及运算关系 ，然后结合逼近理想点法提
出了三参数区间数的逼近理想点法 。目前对区间数
多指标决策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

［１ ～ ５］ ，
其研究方法有两类 ：主观类和客观类 。主观类优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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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解释性较强 ， 但客观性较差 ； 客观类优缺点 ：
客观性较强 ， 但解释性较差 ， 甚至与实际情况相
悖 。在引入三参数区间数的情况下 ，给出了区间数
多指标决策的一种新方法 。该法以逼近理想点法和
标准差法为依据 ，建立了区间数多指标决策的数学
模型 ，并给出了模型的精确解 。最后通过实例说明
了此方法的合理性 。

２） 笔者在定义三参数区间数运算关系的基础
上 ，对三参数区间数多指标决策问题的决策矩阵进
行规范化处理 ，将三参数区间数多指标问题转化为
指标取值为三参数区间数的多指标决策问题 ，然后
在用标准差法确定权重向量的情况下 ，建立了三参
数区间数的逼近理想点法 。在实际应用中 ，该方法
简单实用 、所需信息少 。与其他方法 （如灰色决策
法

［２］ 、模糊决策法［３］
等） 相比较 ， 主观性小 ， 计算

过程科学合理 ，适用性强 。
３） 借助逼近理想点给出的三参数区间数的逼

近理想点法 ，既适用于区间数多指标决策问题 ，又
适合于指标取值为区间数的多指标问题 ，具有广泛
的实用性 。国内外对区间数及排序方法的研究比较
多 ，对三参数区间数的研究比较少 。关于三参数区

间数的运算关系及排序方法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够被

普遍接受 ，尚需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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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Hu Qizhou１ ，Zhang Weihua２ ，Yu Li１

（１畅 School of Science ，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efei 　 ２３０００９ ， China ；
２畅 School of Mechanics ，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efei 　 ２３０００９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by using system knowledge ． Based on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 it gave the definition of ideal plan of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_making
problem with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 by which it gave TPOSIS to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_
making problem with interval valued weight ． Thus it provides another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problems ．
［Key words］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_making ； interval numbers of three parameters ；TP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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