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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各学科数据信息的特点以及科学工作者对信息处理和数据挖掘技术的要求，《模式识别与智能计
算的MATLAB实现》既介绍了模式识别和智能计算的基础知识，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现代模式识别和
智能计算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方法和各算法的MATLAB源程序。
本书可以帮助广大的科学工作者掌握模式识别和智能计算方法，并应用于实际的研究中，提高对海量
数据信息的处理及挖掘能力，针对性和实用性强，具有较高的理论和使用价值。

《模式识别与智能计算的MATLAB实现》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工程、信息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智
能机器人、工业自动化、地质、水利、化学和环境等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亦
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本书由许国根、贾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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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可拓性 物元和事元都具有可拓性，包括发散性、相关性、蕴涵性、可扩性和
共轭性。
可拓性是进行可拓变换的依据。
 （3）可拓变换 可拓变换包括元素的变换（物元变换和事元变换）、关联函数的变换和论域的变换，
它们都有4种基本变换，即增删变换、扩缩变换、置换变换和分解变换。
可以进行变换的运算有积变换、“与”变换、“或”变换和逆变换及复合变换。
利用可拓变换，可以将矛盾问题化为相容问题提供多条途经。
 （4）可拓方程与物元方程 根据给定的两个要素F1和F2，Fi∈{Ri，Ii，ki，Ui），求未知变换Tx，
使TxF1=Fz。
这类含有未知变换的等式称为可拓方程，求Tx的过程称为解可拓方程，该变换称为该方程的解变换。
 把含有未知物元的物元等式称为物元方程，求物元方程的过程称为解该方程，满足上述方程的物元称
为该方程的解。
通过解可拓方程和物元方程，使解不相容问题成为可能。
 2.定量工具 （1）可拓集合 可拓集合是描述事物具有某种性质的程度和量变与质变的定量化工具，其
定义如下：设U为论域，k是U到实域u的一个映射，T=（Tu，Tk，Tu）为给定的变换，称 A（T）={
（u，y，y′）|u∈Tv U，y=k（U）∈I，y′=Tkk（Tuu）∈I） 为论域TUU上的可拓集合，y=k（u）
为A（T）关联函数，y′=Tkk（Tuu为A（T）的可拓函数，其中Tv、Ti、Tu分别为对论域U、关联准
则k、元素u的变换。
 当可拓集合的元素u是物元时，就形成物元可拓集合。
物元可拓集每个元素——物元都有自己的内部结构。
它们是既描述事物量的方面，又体现事物质的方面，并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其内部结构是可变
的。
由于物元内部结构的可变性、关联函数的可变性及论域的可变性，导致物元在集合中的“地位”是可
变的。
因此，物元可拓集合能较合理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各种事物的内部结构、彼此关系及它们的
变化，从而描述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
 （2）关联函数 在可拓集合中，建立了关联函数的概念。
通过关联函数，可以定量地描述U中任一元素u属于正域、负域或零界在一个域中的哪一个；就是同属
于一个域中的元素，也可以由关联函数的大小区分出不同的层次。
为了建立实数域上的关联函数，首先把实变函数中距离的概念拓广为距的概念，作为把定性扩大为定
量描述的基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式识别与智能计算的MATLAB实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