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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集决策表与决策表简化的可信度比较  

王德松，舒  兰 
(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学院  成都  610054) 

 
【摘要】根据粗集决策表提供信息的完备性，借助可信度的定义，对粗集决策表和简化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

的可信度进行比较，得出了简化后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的可信度高于简化前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的可信度，为粗

集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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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ion to supply information by rough set decision table, the 

reliabilities of decision table and reduction of decision table are compar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iability.  

Then we draw the contusion that reduction of decision table is superior in reliability to decision table. It is 

an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implication of rough se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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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献[1, 2]等一批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分析数据的数学理论，为研究对不完整数据进行分析、推

理，发现数据间的关系，提取有用属性，简化信息处理，研究不精确、不确定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方

法等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而且粗集理论能够有效地处理各种不完备的信息，并从中发现隐含的知识，

揭示潜在的规律[1]，因此已成为国际上数字处理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虽然文献[1]理论在许多

方面取得了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应用文献[1]理论来推理决策时，要求提供的决策数据是完备的；

对于数据不完备的情形，可将其视为完备的[2]，或做某种形式的处理后再进行推理决策[3]。这样虽然简单，

但由于依据不充分，得到的结果并不可靠，因此不能贸然使用。本文的目的是要对一个不完备信息的决策

表和简化后的决策表的可信度进行比较，以使在使用该结果时做到心中有数。 

1  基本概念 

决策表是一类特殊而重要的知识表达系统[4]，决策表可以用知识表达系统来描述。知识表达系统(KRS)

的基本成分是研究对象的集合，关于这些对象的知识可通过指定对象的基本特征(属性)和它的特征值(属性

值)来描述。一个知识表达系统可表述为 ),,,,( fVDCUS = ，其中U 是对象的集合， RDC =U 是属性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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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C 和 D 分别称为条件属性集和结果属性集， rRr VV ∈= U 是属性值的集合， rV 表示了属性r∈R的属性范围，

VRUf →×: 是一个信息函数，它指定U 中每一对象 x 的属性值。这样定义的知识表达系统可以方便地用

表格表达来实现。知识的表格表达法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形式语言，它用符号表达等价关系，这样的数据

表称为知识表达系统。 

决策表也是知识表达系统，根据知识表达系统作定义如下： ),,,( fVAUS = 为知识表达系统，其中 

DCA U= ， φ≠DC I ，C 称为条件属性集，D 称为决策属性集，具有条件属性和决策属性的知识表达系

统称为决策表[1]。 

决策表的简化就是简化决策表的属性[3]，化简后的决策表具有与化简前的决策表相同的功能，但是，化

简后的决策表具有更少的条件属性。因此，决策表简化在工程应用中相当重要。 

2  问题描述 

为了便于叙述，现以文献[5]所用的一个知识表达系统为例，如表1所示表中， },,,,,,,{ 87654321 eeeeeeeeU = ，

},,{ 321 RRRC = ，其中 1R =头痛， 2R = 肌肉痛， 3R = 体温，则 1R 中包含2个元素：是和否，分别记为 11r 和 12r ；

2R 中包含两个元素：是和否，分别记为 21r 和 22r ； 3R

中包含3个元素：正常、高和很高，分别记为 31r 、 32r

和 33r 。决策分类D 包含2个元素：是和否,分别记为 1d

和 2d 。样本集U 中有8个样本，n种属性，每种属性

有 im ( i =1，2，K，n)个元素，每次各抽取一个元

素进行组合，则总的组合数为∏
=

n

i
im

1
。因此，本例中

的样本数应为2×2×3=12个。 

显然，本例中的样本集为 

},,,,,{ 654321 UUUUUU  

其中 

},,{ 3121111 rrrU = , },,{ 3221112 rrrU = , },,{ 3321113 rrrU =  

},,{ 3121124 rrrU = , },,{ 3222125 rrrU = , },,{ 3321126 rrrU =  

还缺少6个样本(因为条件属性完全相同归为一

类，只能算一个，即 5e 与 7e 相同， 6e 与 8e 相同，这

里只取 5e 、 6e )，这缺少的6个样本应为 

},,{ 3122111
rrrU =∗ ， },,{ 3222112

rrrU =∗ ， },,{ 3322113
rrrU =∗  

},,{ 3122124
rrrU =∗ ， },,{ 3221125

rrrU =∗ ， },,{ 3322126
rrrU =∗  

根据可信度的定义[6]：任一规则 id→⋅][ 的可信度定义为 

完备子集中样本个数

不完备子集中样本个数
=→⋅ )]([ idη  

式中  每一条决策规则确定了由一个样本子集到一个决策分类的映射，例如规则(1) 13211 ],[ drr → ，表示只要

样本中同时含有 11r 和 32r ，对应的决策分类就一定是 1d 。 ],[ 3211 rr 表示表1中同时含有 11r 和 32r 的所有样本组

成的一个子集，即 }{ 2U 。显然，这是一个不完备的子集，因为同时包含 11r 和 32r 的样本应有2个，完备的子

集应为 },{
22 ∗UU ，因此其可信度

2

1

},{

}{
)],([

22

2
13211 ==→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
drrη 。再如规则(2) 231 ][ dr → ，表示

只要样本中含有 31r ，对应的决策分类就一定是 2d 。 ][ 31r 表示表1中含有 31r 的所有样本组成的一个子集，即

},{ 41 UU 。显然，这是一个不完备的子集，因为同时包含 31r 的样本应有 4个，完备的子集应为

},,,{
4411 ∗∗ UUUU ，其可信度 

2
1

4
2

},,,{

},{
)]([

4411

41
231 ===→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UU
UU

drη  

表1  粗集决策表 

条件属性 决策属性 
样本U  

头痛 1R  肌肉痛 2R  体温 3R  流感 D  

1e  是 11r  是 21r  正常 31r  否 2d  

2e  是 11r  是 21r  高 32r  是 1d  

3e  是 11r  是 21r  很高 33r  是 1d  

4e  否 12r  是 21r  正常 31r  否 2d  

5e  否 12r  否 22r  高 32r  否 2d  

6e  否 12r  是 21r  很高 33r  是 1d  

7e  否 12r  否 22r  高 32r  是 1d  

8e  否 12r  是 21r  很高 33r  否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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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2
1

4
2

},,,{

},{
)]([

6633

63
133 ===→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UU
UU

drη 。 

2
1

},{

}{
)],([

66

6
13312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

drrη ，
2
1

},{

}{
)],([

11

1
23111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

drrη ， 

2
1

},{

}{
)],([

55

5
23212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

drrη 。 

根据决策表简化理论，化简后的决策表如表2所示，从

表中看出简化后的决策表是一个完备信息的决策表，根据可

信度的定义，其全部决策的可信度都为1，如下所示 

1
1

1

}{

}{
)],([

2

2
13211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

U
drrη  

1
2

2

},{

},{
)]([

41

41
231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U
drη  

1
1

1

}{

}{
)],([

6

6
13312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

U
drrη  

1
2

2

},{

},{
)]([

63

63
133 ===→

中样本个数

中样本个数

UU

UU
drη  

3  主要结果 

简化后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的可信度高于简化前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的可信度。其原因是由于条件属

性的减少，更易于决策，从而提高了决策规则的可信度。 

4  结 束 语 

粗集理论是一种新颖、有效的软科学方法，能够分析和处理不完备信息，对不确定信息处理的方式及

与其他软科学和软计算方法的结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尤其在机器学习、知识获取、决

策分析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应用，粗集理论为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的数学方法。本文根据粗集决策表提供

信息的完备性，借助可信度的定义，对粗集决策表和简化的决策表的决策规则的可信度进行了比较，以使

在使用该结果时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为粗集理论的应用提供了有用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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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简化后的粗集决策表 

条件属性 决策属性 
样本U  

头痛 1R  体温 3R  流感 D  

1e  是 11r  正常 31r  否 2d  

2e  是 11r  高 32r  是 1d  

3e  是 11r  很高 33r  是 1d  

4e  否 12r  正常 31r  否 2d  

5e  否 12r  高 32r  否 2d  

6e  否 12r  很高 33r  是 1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