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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粒度知识获取与不确定性度量》主要阐述了粒计算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应用，内容包括：粒计算的
不确定度量方法；粒计算的基本理论，包括模糊集粒计算理论、粗糙集粒计算理论、商空间粒计算理
论和其它粒计算理论；多粒度知识空间模型，包括分层递阶商空间的结构分析、覆盖近似空间的层次
模型和覆盖近似空间与划分空间的转化；粒计算的不确定性度量方法，包括模糊集的不确定性度量、
粗糙集的不确定性度量、覆盖粗糙集的不确定性度量、商空间的不确定性度量和其它粒计算模型的不
确定性度量；多粒度知识获取，主要包括多粒度认知模型、多粒度规则获取和多粒度属性约简；覆盖
粒计算模型的知识获取方法，主要包括覆盖粗糙模糊集模型及其应用、覆盖近似空间的知识约简模型
及其应用和覆盖近似空间的扩展与属性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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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基于划分的粒计算模型 Yao（46）在讨论了粒计算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问题的基础
上，从语义和算法两方面研究了粒计算方法中粒子的构建、描述和表达，以及利用粒子进行计算和推
理的规则等问题，提出了基于集合论的划分粒计算模型。
该模型对一个有限集进行划分得到相应的粒子，这些粒子互不相交，通过子集的包含关系，不同粒度
上的粒子之间形成了格的层次结构。
他构建了两个算子：Zooming—in和Zooming—out。
利用这两个算子，不同粒层之间的粒子可以相互转化。
 2.基于覆盖的粒计算模型 Lin以邻域系统为工具，研究了二元关系下的粒计算模型（33-34，47-52），
对粒计算的结构、表示和应用进行了系统的诠释。
他研究的粒计算模型是一个典型的覆盖模型。
Zhu等（11,53）从覆盖约简这个概念出发，讨论了两个覆盖生成相同覆盖广义粗糙集的判别条件，解
决了覆盖的冗余问题，并设计了计算覆盖约简的算法，建立了覆盖下近似运算的公理化体系和上近似
运算公理化体系。
胡军等（54）研究了覆盖粒计算模型的不确定性度量。
马建敏等（55）提出了基于集合论覆盖原理的粒计算模型，该模型是基于一个有限集合上的一个自反
二元关系，并利用Zooming-in和Zoomin-out两个算子来实现不同粒层上粒子的相互转化。
 3.基于容差关系的粒计算模型 粗糙集能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等多种不完备信息
，并能从中揭示潜在的规律，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对粗糙集理论的研究中，对不完备信息系统的传统处理方法是先进行补齐，然后再用粗糙集的方法
来进行处理，由于补齐的过程导致了原始系统信息的变化，所得到的结果不一定反映原始系统的真实
情况。
因而有必要扩充不完备信息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直接从不完备信息系统中获取知识。
王国胤等以容差关系为基础，提出了不完备信息系统的粒计算方法，使用属性值上的容差关系给出不
完备信息系统的粒表示、粒运算规则和粒分解算法，同时结合粗糙集中的属性约简问题，提出了不完
备信息系统在粒表示下属性必要性的判定条件。
郑征根据人类具有依据具体的任务特性把相关数据和知识泛化或者例化成不同程度、不同大小的粒的
能力，以及进一步依据这些粒和粒之间的关系进行问题求解的能力，提出了相容粒度空间模型（56-57
）。
 4.基于概念格的粒计算模型 概念格也称为形式概念分析，最早由Wille（58）于1982年提出，它几乎与
粗糙集理论一起被提出，并都为数据分析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它是根据二元关系提出的一种概念层次结构。
从数据集中生成概念格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概念聚类的过程，它的每个结点被称为一个概念，概念
的外延表示为属于这个概念的所有对象的集合，而内涵则表示为所有对象所共有的属性的集合。
概念格在本质上描述了对象和属性之间的联系，表明了概念之间的泛化和例化关系，它的Hasse图则实
现了对数据的可视化，作为数据分析和知识处理的形式化工具。
概念格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软件工程、知识工程、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等领域（59）。
仇国芳等（60-61）在概念格的基础上，提出概念知识格以及概念信息粒格，讨论了概念信息粒之间的
蕴涵关系，以及由概念信息粒生成的不确定规则的方法，扩充了概念格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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