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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序信息系统中引入了优势矩阵和目标分布矩阵的概念，建立了此类信息系统中
分布约简的矩阵算法，同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其优点是对数据复杂的信息表

可相对容易地给出所有的分配约简，为序信息系统分配约简提供了一种便捷操作的属性约简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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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糙集理论［１］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

不精确性、不确定性和模糊知识的软计算工具，已

被成功地应用于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模式识别与

智能信息处理等领域［２－５］，并越来越引起国际学

术界的关注。经典粗糙集是以完备信息系统为研

究对象，以等价关系（满足自反性、对称性、传递

性）为基础，通过等价关系对论域分成互不相交

的等价类，划分越细，知识越丰富，信息越充分。

属性约简是粗糙集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
实际的知识库中描述知识的属性并不是同等重要

的，甚至其中有些属性是冗余的。所谓属性约简，

就是在保持知识库分类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删除

其中不相关或不重要的属性．通过属性约简去掉
不必要的属性，可以既使知识表示简化，又不丢



失基本信息。目前，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从

不同的角度对属性约简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

了很多成果［６－１１］。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在等价

关系下的信息系统进行的，而在实际问题中有许

多信息系统由于各种原因（如噪声、信息缺损等）

是基于优势关系的，而且是不协调的。要想从这

种复杂的基于优势关系的不协调信息系统中获取

简洁的不确定性命题，就必须对系统进行属性约

简，因而对优势关系下的不协调目标信息系统属

性约简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１２－１５］。为此，本文

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基于优势关系下的

信息系统中引入了优势矩阵和目标分布矩阵的概

念，并进一步建立了优势关系下信息系统分布约

简的矩阵算法，同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该算法

的有效性，并说明了其优点是对数据复杂的信息

表也可相对容易地给出所有的分配约简。该方法

提供了在优势关系下信息系统分配约简的便捷操

作方法。

１　序目标信息系统及其分布约简

目标信息系统是既有条件属性又有目标属性

（决策属性）的一种特殊信息系统。目标信息系统

主要是研究条件属性和目标属性之间的关系问

题。为了方便理解，下面先给出一些基本概念。

定义１［７］　 称一个五元组Ｉ＝（Ｕ，Ａ，Ｆ，Ｄ，Ｇ）
为一个目标信息系统，其中：（Ｕ，Ａ，Ｆ）是信息系
统；Ａ称为条件属性集；Ｄ称为目标属性集，即：Ｕ
是有限对象集，Ｕ＝｛ｘ１，ｘ２，…，ｘｎ｝；Ａ是有限条件
属性集，Ａ＝｛ａ１，ａ２，…，ａｐ｝；Ｄ是有限目标属性
集，Ｄ＝｛ｄ１，ｄ２，…，ｄｑ｝；Ｆ是 Ｕ与 Ａ的关系集，
Ｆ＝｛ｆｋ：Ｕ→Ｖｋ，ｋ≤ｐ｝，Ｖｋ是 ａｋ的有限值域；Ｇ是
Ｕ与Ｄ的关系集，Ｇ＝｛ｇｋ′：Ｕ→Ｖｋ′，ｋ′≤ｑ｝，Ｖｋ′是
ｄｋ′的有限值域。

我们知道，在 Ｐａｗｌａｋ近似空间意义下的信息
系统，对每个属性集和目标属性集就决定了一个

二元不可区分关系，即等价关系。然而，在实际生

活中有许多系统并不是基于等价关系的，有不少

是基于优势关系的，即对每个属性值域和目标属

性值域有一个偏序关系，如一个班级成员的各科

成绩情况等问题。这时就需要建立基于优势关系

下的信息系统。

定义２［７］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
信息系统，对于ＢＡ，令

Ｒ≤Ｂ ＝｛（ｘｉ，ｘｊ）∈Ｕ×Ｕ：ｆｌ（ｘｉ）≤ｆｌ（ｘｊ），ａｌ∈Ｂ｝

Ｒ≤Ｄ ＝｛（ｘｉ，ｘｊ）∈Ｕ×Ｕ：ｇｍ（ｘｉ）≤ｇｍ（ｘｊ），ｄｍ
∈Ｄ｝
其中Ｒ≤Ｂ，Ｒ≤Ｄ 称为目标信息系统的优势关系，此
时该目标信息统称为是序目标信息系统。

记：

［ｘｉ］≤Ｂ ＝｛ｘｊ∈Ｕ：（ｘｉ，ｘｊ）∈Ｒ≤Ｂ｝ ＝｛ｘｊ∈Ｕ：
ｆｌ（ｘｉ）≤ｆｌ（ｘｊ），ａｌ∈Ｂ｝

［ｘｉ］≤Ｄ ＝｛ｘｊ∈Ｕ：（ｘｉ，ｘｊ）∈Ｒ≤Ｄ｝＝｛ｘｊ∈Ｕ：
ｇｍ（ｘｉ）≤ｇｍ（ｘｊ），ｄｍ∈Ｄ｝

易见优势关系有下面性质：

命题１［７］

１）Ｒ≤Ｂ 是自反的和传递的，未必是对称的，
因而一般不再是等价关系。

２）当Ｂ１Ｂ２Ａ时，有Ｒ≤ＡＲ≤Ｂ２Ｒ
≤
Ｂ１。

３）当Ｂ１Ｂ２Ａ时，有［ｘｉ］≤Ｂ２［ｘｉ］
≤
Ｂ１。

４）当ｘｊ∈［ｘｉ］≤Ｂ 时，有［ｘｊ］≤Ｂ［ｘｉ］≤Ｂ。

对于任意ＸＵ，定义 Ｘ关于优势关系下 Ｒ≤Ｂ
的下近似和上近似分别为：

Ｒ≤Ｂ（Ｘ）＝｛ｘｉ∈Ｕ：［ｘｉ］≤ＢＸ｝

Ｒ≤Ｂ（Ｘ）＝｛ｘｉ∈Ｕ：［ｘｉ］≤Ｂ∩Ｘ≠｝
优势关系下的上、下近似也满足类似于Ｐａｗｌａｋ

近似空间中的许多性质，详细请参考文献［７］。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中在没有特别说明时信

息系统都是指基于优势关系下的信息系统。

定义３［７］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序目标信
息系统，若Ｒ≤ＡＲ≤Ｄ，则称该序目标信息系统是协

调的，否则若Ｒ≤ＡＲ≤Ｄ，则称该系统是不协调的。
文献［１５］中在基于优势关系的信息系统中引

入了分布约简的概念，并给出了分布约简的判定

定理和辨识矩阵。下面简单列出有关概念。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序目标信息系统，
ＲＢ≤，ＲＤ≤分别为属性集 Ａ和目标属性集 Ｄ生成的
Ｕ上的优势关系，对于ＢＡ，记

μＢ（ｘ） (＝ ｜Ｄ１∩［ｘ］≤Ｂ ｜
｜Ｕ｜ ，

｜Ｄ２∩［ｘ］≤Ｂ ｜
｜Ｕ｜ ，…，

｜Ｄｒ∩［ｘ］≤Ｂ ｜)｜Ｕ｜
其中［ｘ］≤Ｂ ＝｛ｙ∈Ｕ：（ｘ，ｙ）∈Ｒ≤Ｂ｝，称 μＢ（ｘ）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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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Ｕ上的关于属性子集Ｂ的分布函数。
定义４［１５］　设α＝（ａ１，ａ２，…，ａｎ）

Ｔ和β＝（ｂ１，
ｂ２，…，ｂｎ）

Ｔ为２个ｎ维ｎ×１向量，有下面定义：
若ａｉ＝ｂｉ（ｉ＝１，…，ｎ），称向量α等于向量 β，

记做α＝β。
若ａｉ≤ｂｉ（ｉ＝１，…，ｎ），称向量 α小于等于向

量β，记做α≤β；否则若存在某个ｉ０，ｉ０∈｛１，２，…，
ｎ｝，使得 ａｉ０＞ｂｉ０，称向量 α不小于等于向量 β，记
做α≮β。

如 （１，２，３）≮（１，１，４），且（１，１，４）≮（１，２，３）。
显然，由以上结论可立即得到下面命题：

命题２［１５］

１）当ＢＡ时，对任意的ｘ∈Ｕ有μＡ（ｘ）≤μＢ（ｘ）。
２）对ｘ，ｙ∈Ｕ，当［ｙ］≤Ｂ［ｘ］≤Ｂ 时，有

μＢ（ｙ）≤μＢ（ｘ）。
定义５［１５］　设 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

信息系统。若ｘ∈Ｕ，有 μＢ（ｘ）＝μＡ（ｘ），则称 Ｂ
是分布协调集，如 Ｂ的任何真子集不是分布协调
集，则称Ｂ为分布协调约简。

例１［７］　表 １给出了一个序目标信息系统。
于是，按照优势关系的定义有：

［ｘ１］≤Ａ ＝｛ｘ１，ｘ２，ｘ５，ｘ６｝，［ｘ２］≤Ａ ＝｛ｘ２，ｘ５，ｘ６｝，
［ｘ３］≤Ａ ＝｛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４］≤Ａ ＝｛ｘ４，ｘ６｝，
［ｘ５］≤Ａ ＝｛ｘ５｝，［ｘ６］≤Ａ ＝｛ｘ６｝，
［ｘ１］≤ｄ ＝［ｘ５］≤ｄ ＝｛ｘ１，ｘ５｝，
［ｘ２］≤ｄ ＝［ｘ４］≤ｄ ＝｛ｘ１，ｘ２，ｘ４，ｘ５｝，
［ｘ３］≤ｄ ＝［ｘ６］≤ｄ ＝｛ｘ１，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

表１　某序目标信息系统

Ｕ ａ１ ａ２ ａ３ ｄ
ｘ１ １ ２ １ ３
ｘ２ ３ ２ ２ ２
ｘ３ １ １ ２ １
ｘ４ ２ １ ３ ２
ｘ５ ３ ３ ２ ３
ｘ６ ３ ２ ３ １

显然Ｒ≤ＡＲ≤ｄ，因此该序目标信息系是不协调
的。

若在例１的信息系统中记 ：
Ｄ１＝［ｘ１］≤ｄ ＝［ｘ５］≤ｄ，Ｄ２＝［ｘ２］≤ｄ ＝［ｘ４］≤ｄ，
Ｄ３＝［ｘ３］≤ｄ ＝［ｘ６］≤ｄ

则有

μＡ（ｘ１）＝
１
３，
１
２，( )２３ ；μＡ（ｘ２）＝ １

６，
１
３，( )１２ ；

μＡ（ｘ３）＝
１
６，
１
２，( )５６ ；μＡ（ｘ４）＝ ０，１６，( )１３ ；

μＡ（ｘ５）＝
１
６，
１
６，( )１６ ；μＡ（ｘ６）＝ ０，０，( )１６ 。

在文献［１５］中通过利用辨识矩阵得到例１只
有一个分布约简｛ａ２，ａ３｝。

本文中未经特别说明信息系统均指不协调目

标信息系统。

２　优势矩阵与目标分布矩阵

定义６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序目标信息
系统，其中Ｕ＝｛ｘ１，ｘ２，…，ｘｎ｝。若记

ＭＢ ＝（ｍｉｊ）ｎ×ｎ，ｍｉｊ＝
１，ｘｊ∈［ｘｉ］≤Ｂ
０，{
其他

则称矩阵 ＭＢ为条件属性子集 ＢＡ的优势矩阵；
若记｜Ｂ｜＝ｌ，也称 ＭＢ是信息系统 Ｉ＝（Ｕ，Ａ，Ｆ，
Ｄ，Ｇ）的ｌ级优势矩阵。

下面给出 ２个条件属性子集优势矩阵交的
定义。

定义７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信息
系统，且Ｂ，ＣＡ，优势矩阵分别为ＭＢ和ＭＣ。定
义它们的交如下：

ＭＢ∩ＭＣ ＝（ｍｉｊ）ｎ×ｎ∩（ｍｉｊ′）ｎ×ｎ ＝
（ｍｉｎ｛ｍｉｊ，ｍｉｊ′｝）ｎ×ｎ

由上面定义可以直接得到：

命题３　优势矩阵有下面性质：
１）ｍｉｉ＝１。
２）若Ｂ，ＣＡ，则ＭＢ∪Ｃ＝ＭＢ∩ＭＣ。
定义８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信息

系统，其中Ｕ＝｛ｘ１，ｘ２，…，ｘｎ｝。若记：

ＭＤ ＝（ｒｉｊ）ｎ×ｎ，ｒｉｊ＝
１，μＡ（ｘｊ）≤μＡ（ｘｉ）

０，{
其他

则称矩阵ＭＤ为信息系统Ｉ的目标分布矩阵。
从定义６和７可以看出条件属性子集优势矩

阵确定了信息系统中所有对象的优势关系，而目

标分布矩阵则描述了所有对象之间确定不同目标

的区分关系。

例２　计算表１给出的信息系统的几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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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子集的优势矩阵和目标分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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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定义９　设有矩阵 ＭＡ＝（α１，α２，…，αｎ）
Ｔ和

ＭＢ＝（β１，β２，…，βｎ）
Ｔ，其中αｉ和βｉ（ｉ＝１，…，ｎ）都

是ｎ维ｎ×１向量。若 αｉ≤βｉ（ｉ＝１，…，ｎ），则称
ＭＡ小于ＭＢ，记做ＭＡ≤ＭＢ。

显然优势矩阵有下面性质：

命题４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信息系
统，且 ＢＡ，优势矩阵分别为 ＭＢ 和 ＭＡ，则
有ＭＡ≤ＭＢ。

３　分布矩阵的矩阵算法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信息系统，且
ＢＡ，优势矩阵分别为 ＭＢ和 ＭＡ，目标分布矩阵
是ＭＤ。下面首先给出本文中算法的理论根据。

定理１　信息系统 Ｉ＝（Ｕ，Ａ，Ｆ，Ｄ，Ｇ）中，若
ＢＡ，则Ｂ是分不协调集充要条件是ＭＢ≤ＭＤ。

证明　“”需证明：若对ｘ∈Ｕ有 μＢ（ｘ）＝
μＡ（ｘ），则ＭＢ≤ＭＤ成立。由定义８可知只需证当
ｍｉｊ＝１时有ｒｉｊ＝１。事实上有

ｍｉｊ＝１ｘｊ∈［ｘｉ］≤ＢμＢ（ｘｊ）≤μＢ（ｘｉ）
μＡ（ｘｊ）≤μＡ（ｘｉ）ｒｉｊ＝１

“”：对任意的ｘｉ∈Ｕ，由于ＢＡ，由命题２
有μＡ（ｘｉ）≤μＢ（ｘｉ）。

下面只需证μＢ（ｘｉ）≤μＡ（ｘｉ）。
显然当μＢ（ｘｉ）＝０时μＢ（ｘｉ）≤μＡ（ｘｉ）成立。
当μＢ（ｘｉ）≠０时，则存在某个 Ｄｋ（ｋ∈｛１，２，

…，ｒ｝），使得对任意的 ｘｉ∈Ｕ有
｜Ｄｋ∩［ｘｉ］≤Ｂ｜

｜Ｕ｜ ≠０，

故此时有｜Ｄｋ∩［ｘｉ］≤Ｂ ｜≠０，即 Ｄｋ∩［ｘｉ］≤Ｂ≠Φ。
不妨设ｘｊ∈Ｄｋ∩［ｘｉ］≤Ｂ，则 ｘｊ∈Ｄｋ且 ｘｊ∈［ｘｉ］≤Ｂ。
由ｘｊ∈［ｘｉ］≤Ｂ 便得 ｍｉｊ＝１。又 ＭＢ≤ＭＤ，于是可知
ｒｉｊ＝１，即有μＡ（ｘｊ）≤μＡ（ｘｉ）。

另外又由于 ｘｊ∈［ｘｊ］≤Ａ，则 ｘｊ∈Ｄｋ∩［ｘｊ］≤Ａ，
故有｜Ｄｋ∩［ｘｉ］≤Ｂ｜≤｜Ｄｋ∩［ｘｊ］≤Ａ｜，即有μＢ（ｘｉ）≤
μＡ（ｘｊ）。

因此μＢ（ｘｉ）≤μＡ（ｘｉ）成立。
推论１　信息系统 Ｉ＝（Ｕ，Ａ，Ｆ，Ｄ，Ｇ）中，若

ＢＡ，则Ｂ是Ｉ的分布约简充要条件是 ＭＢ≤ＭＤ，
且Ｂ的任意真子集Ｂ＇都不满足ＭＢ＇≤ＭＤ。

设Ｉ＝（Ｕ，Ａ，Ｆ，Ｄ，Ｇ）为目标信息系统，其中Ｕ＝
｛ｘ１，ｘ２，…，ｘｎ｝。若条件属性子集Ｂ所确定的优势矩
阵记为ＭＢ＝（β１，β２，…，βｎ）

Ｔ，Ｉ的目标分布矩阵记为
ＭＤ＝（γ１，γ２，…，γｎ）

Ｔ，其中βｉ，γｉ（ｉ＝１，…，ｎ）分别是
指ＭＢ和ＭＤ的第ｉ行元素做成的ｎ×１列向量，上标
Ｔ表示矩阵的转置，则由以上定理的思想便可以获
得一个序信息系统分布约简的矩阵算法，具体算法

描述如下。

算法１　优势关系下的信息系统分布约简的
矩阵算法。

输入　一个优势关系下信息系统 Ｉ＝（Ｕ，Ａ，
Ｆ，Ｄ，Ｇ）的信息表，其中：Ｕ＝｛ｘ１，ｘ２，…，ｘｎ｝；Ａ＝
｛ａ１，ａ２，…，ａｐ｝。

输出　信息系统Ｉ＝（Ｕ，Ａ，Ｆ，Ｄ，Ｇ）的所有分
布约简。

Ｓｔｅｐ１　将信息表中完全相同的行进行合并，
并记录频数。

Ｓｔｅｐ２　计算 Ｉ＝（Ｕ，Ａ，Ｆ，Ｄ，Ｇ）的目标分布
矩阵ＭＤ＝（γ１，γ２，…，γｎ）

Ｔ。

Ｓｔｅｐ３　对每个ａｌ∈Ａ，（１≤ｌ≤ｐ）计算其一级
优势矩阵Ｍａｌ＝Ｍａｌ

（１）＝（τ１
（１），τ２

（１），…，τｎ
（１））Ｔ，

Ｆｏｒｉ＝１ｔｏｎ，若０≠τｉ
（１）≤γｉ，则令τｉ

（１）＝０，并将
得到的新矩阵记做ＦＭ（１）｛ａｌ｝，进入下一步。

Ｓｔｅｐ４　将上一步得到的
ＦＭ（１）｛ａｌ｝＝（τ

（１）
１ ，τ

（１），２…，τ
（１）
ｎ ）

Ｔ，ａｌ∈Ａ，（１≤ｌ≤ｐ）
称为一级分布矩阵，若ＦＭ｛ａｌ｝

（１）＝０，则输出一个
一级分布约简｛ａｌ｝，否则进入下一步。

Ｓｔｅｐ５　由Ｓｔｅｐ３得到的所有非０一级分布矩
阵求交得到所有的二级等价优势矩阵：

Ｍ（２）｛ａｌａｓ｝，（Ｍ
（２）
｛ａｌａｓ｝≠Ｍ

（１）
｛ａｌ｝，Ｍ

（２）
｛ａｌａｓ｝≠Ｍ

（１）
｛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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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的二级分布矩阵用 Ｓｔｅｐ３的方法求出所有
的二级分布约简。

Ｓｔｅｐ６　重复Ｓｔｅｐ５可得到三级以上的分布约
简，直到０矩阵结束。

可以容易分析出述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Ｏ（｜Ｕ｜２２｜Ａ｜）。

４　实例分析

本节中将利用算法 １来说明该算法的有效
性。仍然考虑例１给出的优势关系下的目标信息
系统。

由于在表１中没有完全相同的行，故 Ｓｐｔｅｐ１
省略。目标分布矩阵已在例２中给出。下面分别
计算每个ａｌ∈Ａ，１≤ｌ≤３的优势矩阵：

Ｍ｛ａ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Ｍ｛ａ２｝＝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Ｍ｛ａ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ＭＤ＝Ｍ｛ｄ｝＝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分别将优势矩阵 Ｍ｛ａ１｝，Ｍ｛ａ２｝，Ｍ｛ａ３｝与目标分
布矩阵Ｍ｛ｄ｝的行进行对比，发现没有一级分布约
简，于是一级分布矩阵为

ＦＭ（１）｛ａ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ＦＭ（１）｛ａ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ＦＭ（１）｛ａ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下面构造二级优势矩阵：

Ｍ（２）｛ａ１，ａ２｝＝ＦＭ
（１）
｛ａ１｝∩ＦＭ

（１）
｛ａ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Ｍ（２）｛ａ１，ａ３｝＝ＦＭ
（１）
｛ａ１｝∩ＦＭ

（１）
｛ａ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Ｍ（２）｛ａ２，ａ３｝＝ＦＭ
（１）
｛ａ２｝∩ＦＭ

（１）
｛ａ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将Ｍ（２）｛ａ１，ａ２｝与Ｍ｛ｄ｝进行对比，发现Ｍ
（２）
｛ａ１，ａ２｝的第

３，４，６行向量并没有 Ｍ｛ｄ｝中相应的行向量小，故
｛ａ１，ａ２｝不是该系统的二级分布约简；同理可知
｛ａ１，ａ３｝也不是该系统的二级分布约简。然而发
现Ｍ（２）｛ａ２，ａ３｝的所有行都比Ｍ｛ｄ｝的小，所以可知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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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所有二级分布约简为｛ａ２，ａ３｝。
令

ＦＭ（２）｛ａ２，ａ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于是算法结束。

因此由算法１可知例１的信息系统的所有分
布约简是｛ａ２，ａ３｝，这与文献［１５］中的结果是一致
的，而且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对象集与

属性集等数据都非常复杂的庞大信息表该算法也

是容易进行操作的，只需要按照算法１编写程序
计算，这样就方便了许多。

５　结束语

如要想从复杂的基于优势关系的不协调信息

系统中获取简洁的不确定性命题，就必须对系统

进行知识约简，因此对于优势关系下的不协调目

标信息系统的知识约简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本文中在基于优势关系下的信息系统中引入了优

势矩阵和目标分布矩阵的概念，并进一步建立了

文献［１５］中提出的优势关系下信息系统分布约简
的矩阵算法，同时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该算法的

有效性，并说明了其优点是对数据复杂的信息表

也可相对容易地给出所有的分布约简。该方法提

供了在优势关系下信息系统知识分布约简的便捷

操作方法，而且对一般的经典等价关系下的信息

系统也是完全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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