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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者在对立体阵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立体矩阵的基本运算，给出了一种进行模糊综合评判的新思路、新

做法，并建立了计算方法；同时，给出了该方法在教学质量等模糊综合评判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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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of cubic matrix and the basic operation of the cubic, a new idea and me-
thod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re given, and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establish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to fuzzy comprehensive judgements such as teaching 
quality i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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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80 年，Bates 和 Watts 提出了立体阵的概念[1]，文献[2]对立体阵的定义和运算及其性质进行了较

系统总结和扩充，指出有许多例子说明立体阵在统计中的作用；1983年Tasi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立体阵进

行了初步的整理[3]，文献[4]探讨了立体阵的一般结构，给出了立体阵在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博弈论中

的应用；文献[5]对立体阵的方括号乘法的性质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立体阵的一种广义内积，研究了其

性质，指出了立体阵在模糊决策中应用前景。本文是在文献[5]的基础上，提出了立体阵在模糊综合评判

和模糊决策上的一个新的思路和算法，同时展示了对出版物质量等进行模糊综合评判的作用。 

2. 主要结果 

首先明确立体阵的定义 
定义 1 称 n p q× × 的三维数组 { }ijkX x= 为立体阵，它可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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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如果每个 [ ]0,1ijkx ∈ ，称此立体阵为模糊的。 
定义 2 设 A 为 r p×  (或 q r× )阶矩阵，X 为 n p q× × 的立体阵，则Y AX=  (或 XA)为 n r q× ×  (或

n p r× × )的立体阵，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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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常矩阵与立体阵的乘积。 
以往的研究结果说明，有许多例子指出了立体阵在统计中的作用，也给出了立体阵在经济学中非常

重要的博弈论(由于其对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有两位学者据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中的应用。我

们指出，模糊立体阵(元素在 0，1 之间)可以被应用到模糊决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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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问题中，可供选择的方案(或对象)往往不止一个，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相对最可靠(或最优秀)
的方案(或对象)。可假设方案(或对象)集合为 

{ }1 2, , , nU u u u=   

由于决策环境(即自然状态)具有模糊性，方案(或对象)集 U 中的决策对象是很难确切描述的。因此，

U 为模糊集，我们需要对 U 中的元素进行排序以确定最佳方案(或最优对象)。方法是由 p 个专家组成专

家集 

{ }1 2, , , pW w w w=   

其中每个专家，如专家 1w ，针对每个方案(或对象) ( )1,2, ,su s n=  ，根据因素集 

{ }1 2, , , qV v v v=   

结合因素对应的权重集(权重可以根据组织者意图进行调整) 

{ }1 2
1

, , , , 1
q

q t
t

Z z z z z
=

= =∑  

提出意见，这些意见往往是模糊的，是专家的总体印象，且还包含有心理因素，需要将这些意见集中为

一个比较合理的量化形式，可以称为模糊意见集中决策。这种决策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实际背景，诸如我

们希望的对出版物等需有多种因素决定质量的产品进行综合评判、对各种评选和问题讨论的意见集中，

都有一定意义。 
具体做法：求出专家 iw 在因素 jv 上，对方案 su 打的分数 sijx  ( 0 1sijx≤ ≤ ) ( 1,2, ,i p=  ； 1,2 ,j q=  ；

1,2, ,s n=  )，由此可以得到每个 iw 在每个因素 jv 上对方案 su 的打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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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获得一个对 n 个方案 ( )1,2, ,su s n=  打分的立体阵( 0 1sij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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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suX 中的 11 12 1, , ,s s s qx x x ，表示第一个专家，对第 s 个方案，针对 1 2, , , qv v v 因素的打分等。如果假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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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要素集 { }1 2, , , qV v v v=  中各个要素的权重集，比如， 2v 的权重是 2z 等。根据定义 2，可以求立体

阵 X 与权重矩阵 1 2, , , qZ z z z =   的常矩阵与立体阵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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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方案综合打分立体阵，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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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smt 表示第 ( )1,2, ,i i p=  个专家，针对 q 个因素，对第 ( )1, 2, ,s s n=  个方案的综合打分，如果记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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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认为是，p 个专家针对 q 各因素对第 s 个方案综合评判量化的结果。取 1 2r nE E E E= ∨ ∨ ∨ ，即为最

优方案(对象)，其中 r 为1,2, , n 中某个序数。 

3. 应用 

设有 6 位专家构成专家集 { }1 2 3 4 5 6, , , , ,W w w w w w w= ，并假设有 5 个教学工作评判对象，构成对象集

{ }1 2 3 4 5, , , ,U u u u u u= ，选取：尊重校纪，注重仪态(v1)、认真备课，准备充分(v2)、思路清晰，重点突出

(v3)、恰当运用现代教学手段(v4)、师生互动，课堂气氛活跃(v5)和引导学生积极思维(v6)，作为 6 个核心要

素(可以增加更多的要素)组成因素集 { }1 2 3 4 5 6, , , , ,V v v v v v v= ，并设定权重集 { }0.1,0.1,0.3,0.1,0.2,0.2Z = ，

假设 6 位专家 ( ), 1, 2,3, 4,5,6iw i = ，对 5 位教师 ( ), 1, 2,3, 4,5su s = ，针对 6 个要素 ( ), 1, 2,3, 4,5,6jv j = 打分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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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立体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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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常矩阵与立体阵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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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0.1 0.1 0.3 0.1 0.2 0.2Z =  

为权重矩阵，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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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1 2 3 4 50.839, 0.828, 0.811, 0.853, 0.829E E E E E= = = = =  

教师水平排序情况 3 2 5 1 4E E E E E< < < < 。 
对比通常的评价方式，此方法具有对评价专家打分涉及到的各种因素采纳的更全面的特点，不要求

舍弃最低分和最高分这种主观意识较强的做法，因此，更能全面地、综合地体现专家的各种想法，使评

价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可根据实际要求更改权重比例，以便更好体现突出重点要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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