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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cision programming with L-R fuzzy number changed into common decision 
programming by sorting rule. A multi-attribute decision algorithm is presented to help decision- 
maker find the best alternative from alternatives set based on nonlinear utility function and out-
rank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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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属性指标值为L-R模糊数情况下，利用排序准则将含有模糊数的决策规划模型转换成普通决策规划模

型。基于非线性效用函数与级别优于关系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一种多属性决策算法帮助决策者对方案集中

方案进行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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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准则决策大体分三类：基于效用函数，基于级别优于关系和基于距离。文献[1] [2]是利用各种形

式的效用函数研究方案评价问题，绝大部分的文献所用的都是简单的线性效用函数。由于人类知识结

构的不完备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而实际的决策中经常出现决策信息的模糊性和不

确定性。目前不确定性区间数[3] [4]、三角模糊数[5] [6]的多属性决策问题多有研究其中文献[4]给出了

误差分析法[4]文献[3]提出了线性规划法。而本文决策模型的目标函数选用的是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并且

以 L-R 模糊数来表示模糊抽象的属性指标值。运用模糊理论[6]结合 Adamo、Yager [7]和张曾科等其他

学者的模糊数排序准则提出一种新的排序准则将模糊规划转化为普通规划，简化决策规划使算法更具

合理性。把模糊理论与多属性决策相结合在模糊环境下寻求更为有效的转化方法来帮助决策者对方案

集中方案进行选优。 

2. 备用知识 

2.1. 偏好于效用函数 

定义 2.1.1：严格序[8]“”： a b  (或记作 aPb )的含义是“a 优于 b”(a is preferred to b)； 
定义 2.1.2：无差异[8]“~”： ~a b  (或记作 aIb )的含义是“a 无差异于 b”(a is indifference to b)；

决策人对选择 a 或 b 同样满意。 
定义 2.1.3：弱序[8]“

∼
”： a b

∼
  (或记作 aRb )的含义是“a 补劣于 b”，即 a 优于或无差异于 b。 

定义 2.1.4 [8]：在集合 P 上的实值函数 u ，若它和 P 上的优先关系
∼
一致，即若 1 2 1 2, ,P P P P P

∼
∈  当

且仅当 ( ) ( )1 2u P u P≥ 。则称 u 为效用函数。 

(对于完全明确的偏好，若 1 2, ny y R∈ 为两个决策方案， ( )u y 为一效用函数，则有 ( ) ( ) ( )1 2 1u y u y y≥ ≤ ⇔
优于或无差异于[8] (劣于或无差异于) 2y 。) 

2.2. 隶属度 

定义 2.2.1 [6]：论域 X 到[0,1]闭区间上的任意映射 

[ ]
( )

: 0,1A

A

X

x x

µ

µ

→

→




 

都确定 X 上的一个模糊集 A， Aµ 

叫做 A的隶属函数[6]， ( )A xµ


叫做 x 对 A的隶属度，记为

( )( ){ }, AA x x x Xµ= ∈


 。显然，模糊 A完全由隶属函数 ( )A xµ


画，当 ( ) { }0 1A xµ =


， 时，A退化为 A ， ( )A xµ


退化为特征函数 ( )AC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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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R 模糊数 

定义 2.3.1 [6]：设 f 是实数域 R 到 [ ]0,1 区间的映射 [ ]: 0,1f R → ，如果 f 满足以下条件： 

(1) ( ) ( )f x f x= − ， 
(2) ( )0 1f = ， 
(3) ( )f x 在区间 [ )0 + ∞， 单调递减，则称 ( )f x 为模糊数的基准函数。 
定义 2.3.2 [6]：设 ( ) ( )L x R x和 分别为模糊数 A的左右基准函数，如果 

( )
, 0,

, 0,
A

m xL x m
x

x mR x m

α
α

µ
β

β

 −  ≤ >   = 
 − > >   



 

则称 A为 L-R 模糊数，记为 ( ); , LRA m α β= ，其中 m 称为 A的均值， ,α β 称为 A的左、右扩散。当

0α β= = 时，L-R 模糊数退化为一般的实数，即 ( );0,0 LRm m= 。 
L-R 模糊数运算法则： 
定理 2.3.1：设 ( ) ( ); , ,  ; ,LR LRM m N nα β γ δ= =  则： 

(1) ( ); , LRM N m n α γ β δ+ = + + +  ， 

(2) ( ); , LRM N m n α δ β γ− = − + +  。 

2.4. 不同类型属性指标值归一化 

(1) 收益类模糊指标值的归一化 
设有 m 个模糊指标值 ,  1, ,iy i m=

 。令 ( ) ( ){ }max maxi i⋅ = ⋅ 。如果 iy 是L-R模糊数，记为 ( ); ,i i i iy a b c= 。

,i ib c 分别为 iy 的左右边界值；则归一化[6]的模糊指标值 , 1, ,ir i m=
 可写为 

max max max, 1i i i
i

i i i

a b c
r

c b a
 

= ∧ 
 

； 。 

(2) 成本类模糊指标值的归一化 
设有 m 个模糊指标值 , 1, ,iy i m=

 。令 ( ) ( ){ }min mini i⋅ = ⋅ 。如果 iy 是 L-R 模糊数，记为 ( ); ,i i i iy a b c= .

,i ib c 分别为 iy 的左右边界值；则归一化的模糊指标值 , 1, ,ir i m=
 可写为 

min min min

, 1i i i

i i i

a b c
r

c b a
 

= ∧ 
 

； 。 

3. 问题描述与算法 
有限方案集合为 { }1 2, mD x x x=  ； X 是方案 D 的一组属性指标集， 

( ) ( ) ( ){ }11 12 1 21 22 2 1 2, , , , , , , , , , , ,n n m m mnX x x x x x x x x x=     。在属性指标值模糊的情况下，候选方案 ix 的

第 j 个指标若用 L-R 模糊数 ijx 表示，则用 L-R 模糊数矩阵来表示模糊多属性决策问题，如下形式： 

11 12 1

21 22 2

1 2

,
,
     
,

n

n

m m mn

x x x
x x x

H

x x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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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1, 2 . 1, 2L R
ij ij ij ij LR

x x x x i m j n= = =
 

。是由 ( ); ,ij ij LR
x x α β= ，转化的 L-R 模糊数； ,L R

ij ijx x 分别是

ijx 的左、右边界值。 

决策者所用的决策模型中的效用函数 ( )u x 是非线性的[9]，即 ( ) 2

1

n

j j
j

u x w x
=

= ∑ ， 

其 ( )T
1 2

1
, 1, 0, ,

n

n j j
j

w w w w w w w w w
=

 
∈Λ = = = ≥ ∀ 

 
∑ 未知

。 

用来分析判断比较方案间关系的规划其属性指标值若为 L-R 模糊数。则规划转换如下： 

( ) ( )
( ) ( )

max

. .     ;
k r

r i

S u x u x

s t u x u x ε

= −

− ≤
                                    (1) 

⇒  

T 2 T 2

1 1

T 2 T 2

1 1

max

. .   

n n

j k j r
j j

n n

j r j i
j j

S w x w x

s t w x w x ε

= =

= =

= −

− ≤

∑ ∑

∑ ∑

 

 

                                   (2) 

和 

( ) ( )
( ) ( )

min

. .     ;
k r

r i

s u x u x

s t u x u x ε

= −

− ≤
                                    (3) 

⇒  

T 2 T 2

1 1

T 2 T 2

1 1

min

. .   

n n

j k j r
j j

n n

j r j i
j j

s w x w x

s t w x w x ε

= =

= =

= −

− ≤

∑ ∑

∑ ∑

 

 

                                   (4) 

其中 ( ); ,L R
ij ij ij ij LR

x x x x= 是 L-R 模糊数， ,L R
ij ijx x 分别是 ijx 的左、右边界值，而不是左右扩散；则 2

j ijw x 也是

L-R 模糊数，记为 

( ) ( )2 22 2

1 1 1 1
; ,

n n n n
L R

j ij j ij j ij j ij
j j j j LR

w x w x w x w x
= = = =

 
=  
 

∑ ∑ ∑ ∑  

且有： 

( ) ( ) ( ) ( )2 2 2 22 2

1 1 1 1 1 1
max max ,

n n n n n n
L L R R

j k j r j k j r j k j rx X x X j j j j j j LR

S w x w x w x w x w x w x
∈ ∈ = = = = = =

 
= − − − 

 
∑ ∑ ∑ ∑ ∑ ∑； 。 

基于对 L-R 模糊数排序，张曾科(1977)提出了判断准则：设 ( ); , LRM m α β= ， 

( ); , LRN n γ δ= 则： 

, ,M N m n α γ β δ≥ ⇔ ≥ ≤ ≥  。 

为避免规划转换的结果不好，现对此准则进行改进得到新的排序准则： 
, ,m n m n

m n M N
α γ

β δ

≥ − ≤ −

+ ≥ + ⇒ ≥ 。 

 

则规划(3)、(4)转化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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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

max ,

. .  , 1, 2, , ,

      , 1, 2, , ,

      , 1, 2, , ,

n
L L L

j k r
j

n

j k r
j

n
R R R

j k r
j

n
L L L

j r i
j

n

j r i
j

n
R R R

j r i
j

S w x x

S w x x

S w x x

s t w x x i m

w x x i m

w x x i m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5)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2 2

1

,

min ,

. .  , 1, 2 , ,

      , 1, 2 , ,

      , 1, 2 , ,

   

n
L L L

j k r
j

n

j k r
j

n
R R R

j k r
j

n
L L L

j r i
j

n

j r i
j

n
R R R

j r i
j

s w x x

s w x x

s w x x

s t w x x i m

w x x i m

w x x i m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X∈

                            (6) 

此时规划由含有模糊数的规划转化成非模糊的多目标决策规划，利用经典的多目标线性规划方法

求解。 
由于目标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矛盾，一般最优解在多目标决策问题中是不存在的。决策者必须通过其

他的方法来进行求解。本文采用的是加权的方法将多目标的决策规划转化成单一目标可进行求解的决策

规划。 

(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2 2
1 2 3

1 1 1

2 2

1

2 2

1

2 2

1

max

. .  , 1, 2 , ,

      , 1, 2 , ,

      , 1, 2 , ,

             

n n n
L L R R

j k r j k r j k r
j j j

n
L L L

j r i
j

n

j r i
j

n
R R R

j r i
j

S w x x w x x w x x

s t w x x i m

w x x i m

w x x i m

x

λ λ λ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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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2 2 2 22 2
1 2 3

1 1 1

2 2

1

2 2

1

2 2

1

min

. .  , 1, 2 , ,

      , 1, 2 , ,

      , 1, 2 , ,

             

n n n
L L R R

j k r j k r j k r
j j j

n
L L L

j r i
j

n

j r i
j

n
R R R

j r i
j

s w x x w x x w x x

s t w x x i m

w x x i m

w x x i m

x

λ λ λ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8) 

其中 1 2 30,  1iλ λ λ λ≥ + + = 。 
决策者可根据属性的重要程度赋予不同权重。但本文为了讨论及计算的简便把每个目标的权重看作

同等重要，取 1 2 3
1
3

λ λ λ= = = 。 

若解规划 (7)得 max 0S ≥ ，即 kx 优于或无差异于 rx ，将 rx 从 D 中删除，同时生成约束条件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将其加入到规划(7)，(8)的约

束中；若最优值 max 0S < ，在求解规划(8)若其最优值 min 0s < 。 
即 kx 优于或无差异于 rx ，互换 kx 与 rx 的值，将 kx 从 D 中删除并生成约束条件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将其加入到规划(7)，(8)

的约束中，然后用新的 rx 替换规划(7)，(8)约束中的 rx ；否则保留 kx 。 
用此方法依次处理 D 中的其他方案，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步骤一：任意的选取一组权系数， 0. 1, ,j j nλ > =  (一般为了便于计算，令 1 2
1

n n
λ λ λ= = = = )。从

D 中找出一个能令 2

1

n

j ij
j

xλ
=
∑ 取值最大的，则此方案即为初始满意方案，记作 rx ，令 1K = ； 

步骤二：任取 ix D∈ ，将 rx 与 ix 交给决策者进行判断，若结果为 rx 优于或无差异于 ix ，转至步骤三，

如果比较的结果为 ix 优于或无差异于 rx ，转至步骤四。 

步骤三：将 ix 从 D 中删除，得到约束条件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如果 1K ≠ ，那么将此约束加入规划(7)、(8)的约束中，再转至步骤五。 

步骤四：交换 ix 与 rx 的值，将 ix 从 D 中删除，并得到约束条件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如果 1K ≠ ，那么将此约束加入到规划(7)、(8)的约束中，

并以新的 rx 将此约束中原来的 rx 替换掉。 
步骤五：任意选取 D 中方案 ,kx k r≠ ，解规划(7)，若(7)的 max 0S ≥ ，那么将 kx 与 rx 的值互换，并将

kx 从 D 中删除，并把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加入规

划(7)，(8)的约束中然后用新的 rx 将规划(7)，(8)约束中旧的 rx 替换掉；如果规划(7)的 max 0S < ，再求解

规划(8)，若其最优值 min 0s ≤ ，那么将 kx 从 D 中删除，与此同时生成约束条件 ( ) ( )2 2

1

n
L L L

j k r
j

w x x 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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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n

j k r
j

w x x ε
=

− ≥∑ 和 ( ) ( )2 2

1

n
R R R

j k r
j

w x x ε
=

 − ≥  ∑ 并将此约束加入到(7)，(8)的约束中；否则保留 kx 。按此步

骤，判断 D 中剩余方案，并将保留下来的方案仍记作 D 。 
步骤六：如果 { }rD x= ，则 rx 为决策者满意的方案，停止；否则令 1K K= + ，返回步骤二。 

4. 算例 

为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对云南师范大学本科学生体育锻炼等级以问卷的形式做详细调查，主要

是锻炼行为及归因方式、心境的调查。对学生锻炼情况从外部身体的体能锻炼到内部心境的综合评定判

断其等级情况。其中心境量表主要从紧张、愤怒、疲劳、抑郁、精力、慌乱、自尊这七个方面进行考量，

现从统计表中抽取部分同学的心境指标值进行心境程度的选优。 
现从众多问卷表中抽四人进行心境模拟选优。用 1 2 3 4x x x x、 、 和 分别代表依次抽到的四位同学。方案

集 ( )1 2 3 4, , ,D x x x x= ，用 ( )1 2 3 4 5 6 7, , , , , ,i i i i i i i ix x x x x x x x= 表示第 i 位同学心境的七个属性的指标值。其中紧

张、愤怒、疲劳、抑郁、慌乱属于成本类指标，精力和自尊属于收益类指标。由于问卷调查的调查项具

有模糊性所以属性指标值用 L-R 模糊数表示，这四位同学的模糊属性值矩阵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 2 , 13;2, 2 , 10;2,2 , 12;2, 2 , 7;2,2 , 9;2,2 , 8;2,2

3;2,2 , 7;2,2 , 7;2,2 , 9;2,2 , 18;2,2 , 7;2,2 , 5;2,2

4;2,2 , 2;2,2 , 4;2,2 , 3;2,2 , 23;2,2 , 5;2,2 , 16;2,2

14;2,2 , 9;2,2 , 16;2,2 , 20;2,2 , 2;2,2 , 7;2,2 , 2;2,2

H

 
 
 

=  
 
 
 

，

。 

为便于指标间的比较现把 ( ); , , 1, 2 .  1, 2ij ij LR
x x i m j nα β= = =

 
带扩散型的 L-R 模糊数转化成含边

界值的模糊数，如下形式： 

( ); , , 1, 2 .  1, 2L R
ij ij ij ij LR

x x x x i m j n= = =
  。 

则上述矩阵变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12 , 13;,11,15 , 10;8,12 , 12;10,14 , 7;5,9 , 9;7,11 , 8;6,10

3;1,5 , 7;5,9 , 7;5,9 , 9;7,11 , 18;16,20 , 7;5,9 , 5;3,7

4;2,6 , 2;0,4 , 4;2,6 , 3;1,5 , 23;21,25 , 5;3,7 , 16;14,18

14;12,16 , 9;7,11 , 16;14,18 , 20;18,22 , 2;0,4 , 7;5,9 , 2;0,4

H



=

， 
 
 
 
 
 
 

。 

由于指标的类型不同不便于直接应用决策模型，所以要用备用知识中的 2.4 不同类型指标值的归一

化方法进行归一化处理，处理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3;0.08,0.63 , 0.15;0,0.36 , 0.4;0.17,0.75 , 0.25;0.07,0.2 ,

                           0.3;0.2,0.43 , 0.56;0.27,1 , 0.5;0.33,0.71

1;0.2,1 , 0.22;0,0.57 , 0.57;0.22,1 , 0.33;0.09,0.57 , 0.78;0.64,0.95 ,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1;0.33,1 , 0.94;0.72,1

0.75;0.17,0.83 , 1;0,1 , 1;0.33,1 , 1;0.2,1 , 1;0.84,1 , 1;0.43,1 , 1;0.78,1

0.21;0.06,0.42 , 0.22;0,0.57 , 0.15;0.05,0.78 , 0.25;0.11,0.43 ,

                           0.09;0,0.19 , 0.74;0.( ) ( )33,1 , 0.13;0,0.29

 
 
 
 
 
 
 
 
 
 
  
 

。 

由决策者的方法取 1x 为初始参照方案，取 2x 与 1x 由决策者判断，有 2x 优于 1x ，把 1x 从 D 中删除，

同时生成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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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7

0.1204 0.2067 0.0176 0.1764 0.402 0.0105 0;
0.91 0.0259 0.1649 0.0464 0.5184 0.1905 0.6336 0.01;
1.4996 0.5301 0.2075 0.185 1.46 1.145

– – –

7 0.011;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 + >

 

对 3x 用下面规划进行抉择： 

1 2 3 4 5 6 7

1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max 0.2385 0.8405 0.6713 0.7375 0.3117 0.4676 0.1155
. .  0.1204 0.2067 0.0176 0.1764 0.402 0.0105 0;

       0.91 0.0259 0.1649 0.0464 0.5184 0.1905 0.6336 0.
–

01
– –

S w w w w w w w
s t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 + + >

1 2 3 4 5 7

1 2 3 4 5 6 7

;
       1.4996 0.5301 0.2075 0.185 1.46 1.1457 0.011;
       1;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9) 

得 max 0.8405 0S = > 。则 3x 优于 2x ，则把 2x 从中删除，生成约束条件 

1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0.3071 0.2211 0.1073 0.1584 0.4332 0.33 0;
0.4375 0.9516 0.6751 0.8911 0.3916 0.4959 0.1164 0.01;

1.1529 1.57 1.56 1

– – – – –

.4287 0.702 1.34 0.56 0.011;
–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 + >

 

并把此约束加入到规划(9)中。 
对于 4x 则参考如下规划： 

1 2 3 4

5 6 7

1 3 4 5 6

7

1 2 3 4 5

max 0.1277 0.0189 0.3954 0.3708
              0.8685 0.0595 0.7984
. .  0.1204 0.2067 0.0176 0.1764 0.402

       0.0105 0;
       0.91 0.0259 0.1649 0.0464 0.51

– – – –

– –

8

–

4

– –
–

S w w w w
w w w

s t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6

7

1 2 3 4 5 7

1 3 4 5 6 7

1 2 3 4

0.1905
       0.6336 0.01;
       1.4996 0.5301 0.2075 0.185 1.46 1.1457 0.011;
      0.3071 0.2211 0.1073 0.1584 0.4332 0– – – – –

–
.33 0;

      0.4375 0.9516 0.6751 0.8911 0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 +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3916 0.4959
      0.1164 0.01;
      1.1529 1.57 1.56 1.4287 0.702 1.34 0.56 0.011;
      1;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

+ >

+ + + + + + >

+ + + + + + =

        (10) 

解得 max 0.189 0S = − < ，在规划(10)的约束下求解： 

1 2 3 4 5

6 7

min 0.1277 0.0189 0.3954 0.3708 0.8685
  0.0595

– – – – –
0.7984– –

s w w w w w
w w

=
 

解得 min 0.1890 0s = − < ，即 4x 劣于 3x ，把 4x 从 D 中删除。最后 { }3D x= ，即 3x 为决策者的最佳方案。 

5.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非线性效用函数与级别优于关系相结合在L-R模糊数情况下多属性决策选优算法。

用模糊数排序准则及模糊理论将复杂的模糊数近似的处理成简单的精确数，简化了决策规划的处理步骤

使得算法更为合理有效。最后通过实际例子验证算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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