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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获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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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模糊相似关系的传递核进行了研究。首先，为了判定给定的模糊相似关系是否是模糊等价关系，
对参数系中元素之间的不等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判断算法；之后，为了构造模糊等

价关系，利用局部区域调整参数的方式构造了初始参数系及分解系调整算法，使得参数系中的元素能够按参数

系满足不等关系。最后，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提取算法。相应的理论及实

例分析均表明该算法能够确定得到模糊相似关系的一个传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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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模糊关系尤其是模糊等价关系，在很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

应用，如模糊控制、近似推理、模糊聚类等。然而，人们并不能

够直接得到模糊等价关系，通常的做法是由一个模糊相似关系

出发构造一个与之在某种意义下最近的模糊等价关系。其中，

使用最多的是模糊相似关系的传递闭包。本文为了方便起见，

用
!ｎ表示ｎ阶模糊等价矩阵全体，用 "ｎ表示ｎ阶模糊相似矩

阵的全体。设Ｒ∈"ｎ，则Ｒ的传递闭包就是包含Ｒ的最小模糊
等价关系。从对称的角度出发，人们自然提出了 Ｒ所包含的
极大模糊等价关系，即传递核的概念。

定义１　传递核［１］。设Ｒ∈"ｎ，如果Ｒ∈!ｎ满足

ａ）ＲＲ；
ｂ）Ｒ′∈!ｎ，若 ＲＲ′Ｒ，则有 Ｒ′＝Ｒ，则称 Ｒ为 Ｒ

的传递核。

目前，对于传递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Ｔ传递（即满足Ｔ（Ｒ
（ｘ，ｙ），Ｒ（ｙ，ｚ））≤Ｒ（ｘ，ｚ），其中Ｔ为三角模），主要研究获取对
任意的三角模Ｔ都成立的有可能成为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
Ｔ模糊等价关系［２～５］。为方便起见，将可能为模糊相似关系Ｔ
传递核的 Ｔ模糊等价关系称为模糊相似关系的 Ｔ传递下矩
阵。文献［２］中，ＤｅＭｅｙｅｒ等人提出一种启发算法来获取模糊

相似关系的 Ｔ传递下矩阵。之后，ＤｅＢａｔｅｓ等人［３，４］通过研究

主边序列又提出另外两种获取模糊相似关系 Ｔ传递下矩阵的
算法。对于严格递增的三角模 Ｔ，Ｇａｒｍｅｎｄｉａ等人［５］提出了一

种快速算法来获取模糊相似关系Ｔ传递下矩阵。
对于通常意义下的传递核的研究，除了笔者在文献［１，６］

所做的工作之外，很少进行单独考虑。然而，模糊等价关系在

许多领域都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仅把传递核看做 Ｔ传递核的
特殊情形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在文献［１，６］中，笔者给出
并证明了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存在且通常不唯一性，研究了

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一些基本属性，同时构造了获取模糊相

似关系所有传递核的算法。然而，这样的算法往往需要很高的

代价，如何直接获取模糊相似关系的一个传递核的算法目前还

尚未提出。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进行了研究，主要内容简述如下：在介

绍相关预备知识的基础上，首先构造判断一个等价关系为模糊

相似关系传递核的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ｏｐｅｎ
ｉｎｇ，ＣＴＯ）；之后建立调整初始参数系及分解系的算法（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ＡＰＲ）；最后根据ＣＴＯ及ＡＰＲ构造获取一个模糊相似关系
的传递核的算法（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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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沿用文献［１，６～１０］中的概念及符号表示，其中部
分重要内容简介如下，未尽事宜请参见相关文献。

定理１［７］　设 Ｘ∈"ｎ，ｔ∈［０，１］，若存在 Ｘ的一个分解

（Ｘ（Ｉｍ），Ｘ（Ｉ
ｃ
ｍ），Ｘ（Ｉｍ，Ｉ

ｃ
ｍ），Ｘ（Ｉ

ｃ
ｍ，Ｉｍ）），满足条件：

ａ）Ｘ（Ｉｍ）∈!ｍ，Ｘ（Ｉ
ｃ
ｍ）∈!ｎ－ｍ；

ｂ）Ｘ（Ｉｍ）≥ｔ，Ｘ（Ｉ
ｃ
ｍ）≥ｔ；

ｃ）Ｘ（Ｉｍ，Ｉ
ｃ
ｍ）＝（ｔ）ｍ×（ｎ－ｍ），Ｘ（Ｉ

ｃ
ｍ，Ｉｍ）＝（ｔ）（ｎ－ｍ）×ｍ，则

Ｘ∈!ｎ。

定理１被称为Ｘ的分解构造。
定理２［７］　设 Ｘ∈"ｎ，则 Ｘ∈!ｎ存在 Ｘ的一个分解

（Ｘ（Ｉｍ），Ｘ（Ｉ
ｃ
ｍ），Ｘ（Ｉｍ，Ｉ

ｃ
ｍ），Ｘ（Ｉ

ｃ
ｍ，Ｉｍ））满足分解构造。

设Ｒ∈ｘｎ，根据定理 ２，存在 Ｒ的一个分解（Ｒ１（Ｉｍ），

Ｒ１（Ｉ
ｃ
ｍ），Ｒ１（Ｉｍ，Ｉ

ｃ
ｍ），Ｒ１（Ｉ

ｃ
ｍ，Ｉｍ））满足分解构造，并且有

Ｒ１（Ｉｍ）∈!ｍ，Ｒ１（Ｉ
ｃ
ｍ）∈!ｎ－ｍ。如果对Ｒ１（Ｉｍ）及Ｒ１（Ｉ

ｃ
ｍ）继续分

解直到其降为１阶子阵为止，并且令 Ｒ１（Ｉｍ，Ｉ
ｃ
ｍ）＝ｔ１，Ｒ２（Ｉｍ，

Ｉｃｍ）＝ｔ２，…，那么就可以用图来表示参数ｔｉ（ｉ＝１，２，…）之间的

关系，称之为参数系［７］。同样，也可以用一个图来描述这一过

程的分解之间的关系，称之为分解系［１０］。

根据文献［１０］，给定一个模糊等价关系，可以构造一个参
数系以及相应的分解系。反过来，如果给定一个参数系以及相

应的分解系，也可以唯一确定一个模糊等价关系。因而，参数

系和分解系提供了一种表示模糊等价关系的新方法，这为构造

模糊等价关系提供了便利。

定理３［１０］　模糊等价关系参数系中任何非终端参数不大
于它的“孩子”。

定理４［１］　设 Ｒ∈"ｎ，Ｒ′∈!ｎ且有 Ｒ′Ｒ，则存在 Ｒ的一
个传递核Ｒ使得Ｒ′Ｒ。

定理５［６］　设Ｒ∈"ｎ，如果Ｒ是Ｒ的传递核，那么
ｔｉ＝ｍｉｎ｛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　ｉ＝１，２，…，ｎ－１

其中：ｔｉ是Ｒ参数系中的参数；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是Ｒ中与ｔｉ对应

的元素。

"

　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检验算法

前面的工作已经给出了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的一些性质。

根据定理４很容易设计出算法将不是传递核的模糊等价关系
从包含所有传递核的集合中去掉，这对于获取所有传递核是有

意义的。但是如果给定一个模糊相似关系 Ｒ及一个模糊等价
关系Ｒ′，则无法据此来判断Ｒ′是否是Ｒ的传递核。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观察定理５。定理５给出了如下
公式：

ｔｉ＝ｍｉｎ｛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　ｉ＝１，２，…，ｎ－１ （１）

其中：ｔｉ（ｉ＝１，２，…，ｎ－１）是传递核 Ｒ参数系中的参数；ｂｉ１，
ｂｉ２，…，ｂｉｍｉ为Ｒ中与 ｔｉ对应的元素。看起来，式（１）提供了一

种由原始模糊相似关系 Ｒ构造传递核参数系的方法，但是如
果仅给出 Ｒ是无法得到传递核的参数系的，因为无法确定 ｔｉ
与Ｒ中哪些元素相对应。事实上，式（１）提供的是由分解系及
模糊相似关系Ｒ来确定传递核的参数系的方法。由以上分析
可知，获取传递核的关键在于得到传递核的一个分解系。

引理１　设Ｒ∈"ｎ，Ｒ１，Ｒ２∈!ｎ且Ｒ１≠Ｒ２，如果Ｒ１和Ｒ２的

任何参数系中的参数都满足式（１）的关系（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是 Ｒ

中元素），那么Ｒ１和Ｒ２不会有相同的分解系。
证明　假设Ｒ１和Ｒ２有相同的分解系，那么根据式（１）计

算，就可以得到相同的参数系。由于参数系和对应的分解系都

相同，那么可知Ｒ１＝Ｒ２，这与题设矛盾。
定理６　设Ｒ∈"ｎ且Ｒ∈!ｎ，如果

ｔｉ＝ｍｉｎ｛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　ｉ＝１，２，…，ｎ－１

对于Ｒ的任何参数系都成立，那么Ｒ是Ｒ的传递核。其中：
ｔ１，ｔ２，…，ｔｎ－１是参数系中的参数，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是 Ｒ中与 ｔｉ对

应的元素。

证明　假设Ｒ不是Ｒ的传递核。根据定理４可知，存在
Ｒ的一个传递核Ｒ′使得Ｒ≠Ｒ′且有 ＲＲ′。由于Ｒ′是Ｒ的
传递核，那么Ｒ′参数系中参数均满足式（１），即

ｔｉ′＝ｍｉｎ｛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ｍｉ｝　ｉ＝１，２，…，ｎ－１

注意到Ｒ参数系中参数也满足式（１），由引理１可知，Ｒ
与Ｒ′不会有相同的分解系。不妨假设Ｒ及Ｒ′有如下参数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显然有ｔ１＝ｔ１′。
ａ）当ｔ１＜ｔ２且ｔ１＜ｔ３时，令 Ｐ和 Ｑ表示 ｔ１及 ｔ１′对应于 Ｒ

中的元素，同时令Ｍ＝Ｑ－Ｐ。如果Ｍ≠，此时可知ＲＲ′，
这与题设矛盾。如果 Ｍ＝，这说明在 Ｒ与 Ｒ′分解系中，参
数ｔ１及ｔ１′对应的分解相同。

ｂ）当 ｔ１＝ｔ２或 ｔ１＝ｔ３时，不妨设 ｔ１＝ｔ２，ｔ１＜ｔ３且 ｔ２＜ｔｋ
（ｋ＞２），此时存在 ｎ元置换 σ，使得 Ｒ经置换有如下分块
形式：

（Ｒ）σ＝

［］ ｔ２
ｔ２[ ]［］ ｔ１

ｔ１









［］

为了满足ＲＲ′，Ｒ′只能有两种可能的分解方式，形成的
分块矩阵为

［］ ｔ２′

ｔ２′[ ]［］ ｔ１′

ｔ１′









［］

或

［］ ｔ１′

ｔ１′
［］ ｔ２′

ｔ２′[ ]［］ｔ１











′

由于ｔ１＝ｔ２，因此 Ｒ′的这两种可能的分解方式同时也是
Ｒ的分解方式。这样可以选择Ｒ的分解，使得相应参数系中
参数ｔ１及ｔ１′对应的分解相同。

在上述两种条件下，都能够得到参数 ｔ１及 ｔ１′对应的分解
相同的结论。根据分解构造定理，此时按照上述的过程对分解

后的分块矩阵继续重复分析，最后结论即可得证。

根据定理６可以构造算法来判断一个模糊等价关系是否
是给定模糊相似关系的传递核，具体如下：

算法　ＣＴＯ：判断一个模糊等价关系是否是给定模糊相似
关系的传递核

输入：模糊相似关系Ｒ以及模糊等价关系Ｒ。
输出：ｒｅｓｕｌｔ＝０或者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ＣｈｅｃｋＴＯ（Ｒ，Ｒ）
ｎ＝ｓｉｚｅ（Ｒ）；／／初始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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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０；
ｉｆｎ＝１
　ｒｅｓｕｌｔ＝１；
ｅｌｓ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构造Ｒ满足分解构造的分解
　ｎ１＝ｓｉｚ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ｉ＝１：ｎ１
　　［Ｒ（Ｉｍ），Ｒ（Ｉｃｍ），Ｒ（Ｉｍ，Ｉｃｍ）］＝Ｒｅｓｏｌｖ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

　　［Ｒ（Ｉｍ），Ｒ（Ｉ
ｃ
ｍ），Ｒ（Ｉｍ，Ｉ

ｃ
ｍ）］＝Ｒｅｓｏｌｖ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将Ｒ和Ｒ按照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分解
　　ｉｆｍｉｎ（Ｒ（Ｉｍ，Ｉｃｍ））＞ｍｉｎ（Ｒ（Ｉｍ，Ｉ

ｃ
ｍ））

　　　ｒｅｓｕｌｔ＝０；ｂｒｅａｋ；
　　ｅｌ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ＣｈｅｃｋＴＯ（Ｒ（Ｉｍ），Ｒ（Ｉｍ））；
　　　ｉｆｒｅｓｕｌｔ＝０ｂｒｅａｋ；ｅ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ＣｈｅｃｋＴＯ（Ｒ（Ｉｃｍ），Ｒ（Ｉ

ｃ
ｍ））；

　　　ｉｆｒｅｓｕｌｔ＝０ｂｒｅａｋ；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ｅｎｄ

注：ａ）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表示集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中第 ｉ个元素；ｂ）
ｓｉｚ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表示集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中元素的个数。

#

　初始参数系及相应分解系的调整算法

参数系和分解系在构造模糊等价关系时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正如定理３所阐述的，参数系中非终端节点不大于它的
孩子，从这一点来说，参数系以图的形式描述了参数之间的不

等关系。因此，为了构造模糊等价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构造一

个这样的图。由于参数系中的参数必须满足不等关系，因此如

果存在一个图，其中不是所有的参数都满足不等关系，则不能

将其称做参数系，为了方便起见称其为初始参数系。本章将给

出初始参数系及相应分解系的调整方法，以使其成为参数系。

首先规定调整初始参数系及相应分解系时需要遵守的

准则：

ａ）对于不满足不等关系参数的调整应当限定在一个局部
区域中，尽量避免改变其他参数的取值。

ｂ）本文仅考虑获取传递核的问题，因此参数按照定理５
来计算，这样问题的关键在于分解系的调整。

ｃ）假定分解系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两个孩子。对于非终端
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终端节点，按照分解系的构造可知，

终端节点集合中包含两个元素，因此可将每个元素都看做该节

点的孩子。

设Ｒ∈ｙｎ，ＰＳ是 Ｒ的一个初始参数系，不妨假设有如下
形式：

（Ｒ′）δ＝

Ｒｌ＋１ ｔｌ
ｔｌ Ｒｌ[ ]

＋２
ｔｋ

ｔｋ
Ｒｐ＋１ ｔｐ
ｔｐ Ｒｐ[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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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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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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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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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假设ｔｋ＞ｔｌ且ｔｋ≤ｔｐ，因此 ｔｋ和 ｔｌ为一对不满足不等关系
的参数，需要对其进行调整。为了避免修改其他参数的取值，

对Ｒ的分解只能有如下两种方式：

（Ｒ１′）δ＝

Ｒｌ＋１ ｔｋ１′

ｔｋ１′

Ｒｌ＋２ ｔｌ１′

ｔｌ１′
Ｒｐ＋１ ｔｐ
ｔｐ Ｒｐ[ ]





















＋２

（Ｒ２′）δ＝

Ｒｌ＋１ ｔｋ２′

ｔｋ２′ Ｒｌ＋２

ｔｌ２′

ｔｋ２′

ｔｌ２′ ｔｋ２′
Ｒｐ＋１ ｔｐ
ｔｐ Ｒｐ[ ]











＋２

相应的初始参数系变为如下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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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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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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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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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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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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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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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定理５的结论计算新增参数，易证ｔｋ１′≤ｔｌ１′并且ｔｋ２′≤
ｔｌ２′。为了确定选择哪一方案作为结果，构造比较函数：

Ｍｉ＝
∑
ｍｉ

ｋ＝１
（ｔｋｉ′－ｂｉｋ）

２

ｍｉ
　ｉ＝１，２

其中：ｂｉｋ（ｋ＝１，２，…，ｍｉ）是参数 ｔｋｉ′对应于 Ｒ中的元素。本文
选择Ｍｉ较小的方案，这样保证获得的模糊等价关系与原始模
糊相似关系的距离相对较小。如果两种方案所得 Ｍｉ值相等，
则任选其一。初始参数系及分解系的调整算法具体如下：

算法　ＡＰＲ：调整初始参数系及分解系
输入：初始参数系ＰＳ，对应的分解系ＲＳ及模糊相似关系。
输出：参数系ＰＳ及对应分解系ＲＳ。
ａ）选择距离初始参数系的根最远的一对不满足不等关系

的参数，假设为ｔｋ和 ｔｌ，并设 ｔｌ是 ｔｋ的孩子。令 Ｌｋ及 Ｌｌ为分
解系ＲＳ中与ｔｋ和ｔｌ对应的节点。

ｂ）按照如下规则构造分解ｒｓ１和ｒｓ２：
如果Ｌｌ为终端节点，那么

ｒｓ１＝Ｌｌ｛１｝，ｒｓ２＝Ｌｌ｛２｝；

如果Ｌｌ有一个孩子Ｌｍ，那么
ｒｓ１＝Ｌｍ，ｒｓ２＝Ｌｌ－Ｌｍ；

如果Ｌｌ有两个孩子Ｌｍ及Ｌｐ，那么
ｒｓ１＝Ｌｍ，ｒｓ２＝Ｌｐ。

ｃ）计算函数：

Ｍｉ＝
∑
ｉ∈ｒｓｉ
　 ∑
ｊ∈Ｌｋ－ｒｓｉ

（ｒｉｊ－ｔｌ）２

ｃａｒｄ（ｒｓｉ）×（ｃａｒｄ（Ｌｋ）－ｃａｒｄ（ｒｓｉ））

如果Ｍ１≤Ｍ２，那么Ｌ１＝ｒｓ１；否则Ｌ１＝ｒｓ２。
ｄ）根据如下连接方式调整分解系 ＲＳ，如果任何一个节点

为空集或仅含一个元素，则将其在图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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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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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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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根据ＲＳ调整ＰＳ。
ｆ）重复步骤ａ）～ｅ）直到 ＰＳ中所有参数均满足不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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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

$

　模糊相似关系传递核获取算法

正如引言中所介绍的，目前尚未有算法能够直接得到模糊

相似关系的一个传递核，本章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第１章及
第２章的研究，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得到一个直接获取传递的算
法，具体如下：

算法　ＯＴＯ：获取模糊相似关系的一个传递核
输入：模糊相似关系Ｒ＝（ｒｉｊ）ｎ×ｎ。
输出：Ｒ的一个传递核。
ａ）构造模糊等价关系Ｒ′，使得Ｒ′Ｒ。
ｂ）根据算法ＣＴＯ判断Ｒ′是否是Ｒ的传递核。如果Ｒ′是Ｒ

的传递核，返回Ｒ′；否则，构造初始参数系 ＰＳ及相应的分解系
ＲＳ。

ｃ）根据算法ＡＰＲ调整ＰＳ及ＲＳ。
ｄ）根据ＰＳ及ＲＳ构造模糊等价关系Ｒ′。
ｅ）转步骤ｂ）。
事实上，步骤ｂ）中如何构造初始参数系ＰＳ及相应的分解

系ＲＳ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下面对这一问题给予简要说明。
正如在第１章讨论的，如果一个模糊等价关系 Ｒ′不是 Ｒ

的传递核，那么Ｒ′参数系中一定存在一些参数并不是由式（１）
计算得来。因此，只要将这些参数按照式（１）计算就可得到初
始参数系ＰＳ，而分解系ＲＳ保持原来的无须改变。

%

　实例

本章中给出一个例子来具体说明本文提出的算法的执行

过程。给定如下模糊相似关系Ｒ：

Ｒ＝

１ ０．５ ０．３ ０．７ ０．６ ０．７

０．５ １ ０．１ ０．２ ０．８ ０．７

０．３ ０．１ １ ０．３ １ ０．１

０．７ ０．２ ０．３ １ ０．２ ０．３

０．６ ０．８ １ ０．２ １ ０．８















０．７ ０．７ ０．１ ０．３ ０．８ １

ａ）构造模糊等价关系 Ｒ′，使得 Ｒ′Ｒ。这里采用与 Ｒ的
传递闭包有相同分解系的模糊等价关系。

Ｒ′＝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ｂ）利用算法ＣＴＯ判断Ｒ′是否是Ｒ的传递核。显然，结论
是否定的，这样需要构造初始参数系 ＲＳ及相应分解系 ＰＳ，具
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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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显然，ＰＳ中方框里的参数不满足不等关系，按照算法
ＡＰＲ对ＰＳ及ＲＳ进行调整，这样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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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根据ＰＳ及ＲＳ构造模糊等价关系Ｒ′，可得

Ｒ′＝

１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５ 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ｅ）转步骤ｂ），最终可得传递核Ｒ。

Ｒ ＝

１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７

０．５ 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２ ０．２ ０．１ １ ０．１ ０．２

０．１ ０．１ １ ０．１ １ ０．１















０．７ ０．５ ０．１ ０．２ ０．１ １

&

　结束语

为了获取模糊相似关系的一个传递核，本文构造了模糊相

似关系传递核判断算法、初始参数系及分解系调整算法以及模

糊相似关系传递核获取算法。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算法可以

直接得到一个传递核。未来将研究如何将模糊相似关系传递

核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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