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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根据直觉梯形模糊数的特点，定义一种新的直觉梯形模糊数距离 公 式，再 结 合 理 想 点 方 法，提 出 一 种 直

觉梯形模糊数的排序方法，最后将该方法应用于模糊多准则决策中，并通过实例说明了所提方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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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ａｄｅｈ［１］提出的模糊集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

域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２］，为了能够更细腻地描述和

刻画客观世 界 的 模 糊 性，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在 文 献［３，４］中

又对Ｚａｄｅｈ的模糊集进行了拓展，把仅考虑隶属度的

模糊集推广到同时考虑隶属度、非隶属度和犹豫度的

直觉模糊集．徐泽水［５］根据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将隶属 函 数 和 非 隶 属 函 数 由 实 数 扩 展 到 区 间

数，提出区间直觉模糊数．文献［５～８］提出区间直觉

模糊数的排序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多准则决策领域．
文献［９］提出一种基于区间直觉模糊信息不完全确定

的多准则决策方法．
　　随着研究的深入，区间直觉模糊数又被扩展到直

觉三角和直觉梯形模糊数．文献［１０］定义了直觉梯形

模糊数的期望值，提出直觉梯形模糊数的多准则决策

方法．文献［１１］定义了直觉梯形模糊数的期望值、得

分函数、精确函数和几何算术平均算子，并给出一种

多准则决策方法．文献［１２］定义直觉梯形模糊数的距

离公式及加权算术平均算子，提出直觉梯形模糊数的

排序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模糊多准则决策中．而对于

两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１ 和Ａ
～

２ ，当它们的隶属度 都 为

０，非隶属度都为１时，由文献［１２］定义的距离公式，
得到它们之间的距离为０，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基 于

此，本文根据直觉梯形模糊数的特点，定义直觉梯形

模糊数的一种新的距离公式，利用理想点方法，提出

一种新的直觉梯形模糊数排序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模

糊多准则决策中．

１　预备知识

　　定义１［１３］　设Ａ
～

是实数集上的一个直觉梯形模

糊数，其隶属函数满足关系

　　μＡ～（ｘ）＝

ｘ－ａ
ｂ－ａμＡ

～，ａ≤ｘ＜ｂ；

μＡ～，ｂ≤ｘ≤ｃ；
ｄ－ｘ
ｄ－ｃ

，ｃ＜ｘ≤ｄ；

０，否则

烅

烄

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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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隶属函数满足关系

　　ｖＡ～（ｘ）＝

ｂ－ｘ＋ｖＡ～（ｘ－ａ１）
ｂ－ａ１

，ａ１ ≤ｘ＜ｂ；

ｖＡ～，ｂ≤ｘ≤ｃ；
ｘ－ｃ＋ｖＡ～（ｄ１－ｘ）

ｄ１－ｃ
，ｃ＜ｘ≤ｄ；

０，否则

烅

烄

烆 ．
其中，０≤μＡ～ ≤１；０≤ｖＡ～ ≤１；μＡ～ ＋ｖＡ～ ≤１．
　　当ｂ＝ｃ时，直觉梯形模糊数退化为直觉三角模

糊数．一般地，有ａ＝ａ１，ｄ＝ｄ１．此时直觉梯形模糊

数简记为Ａ
～

＝ （［ａ，ｂ，ｃ，ｄ］；μＡ～，ｖＡ～），若无特别声明，

本文直觉梯形模糊数均指此类模糊数．πＡ～ ＝１－μＡ～

－ｖＡ～ 表示直觉模糊数的犹豫程度，πＡ～ 越小，模糊数

Ａ
～

越确定．

　　定义２［１２］　设Ａ
～

１ 和Ａ
～

２ 是两个直觉梯形模糊数，

Ｆ是直觉梯形模糊数的集合，ｄ是一个映射：ｄ：Ｆ×

Ｆ→Ｒ．如果ｄ（Ａ
～

１，Ａ
～

２）满足

　　（１）ｄ（Ａ
～

１，Ａ
～

２）≥０，ｄ（Ａ
～

１，Ａ
～

１）＝０；

　　（２）ｄ（Ａ
～

１，Ａ
～

２）＝ｄ（Ａ
～

２，Ａ
～

１）；

　　（３）对于任一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３ ，有ｄ（Ａ
～

１，Ａ
～

３）

≤ｄ（Ａ
～

１，Ａ
～

２）＋ｄ（Ａ
～

２，Ａ
～

３）；

则称ｄ（Ａ
～

１，Ａ
～

２）为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１ 和Ａ
～

２ 之间的

距离．

２　直觉梯形模糊数的距离公式及排序方法

２．１　距离公式

　　设Ａ
～

１ ＝ （［ａ１，ｂ１，ｃ１，ｄ１］；μ１，ｖ１）和Ａ
～

２ ＝ （［ａ２，

ｂ２，ｃ２，ｄ２］；μ２，ｖ２）是两个直觉梯形模糊数，记

　　ｄ（Ａ
～

１，Ａ
～

２）＝１４
［ｍａｘ｛｜ａ１μ１－ａ２μ２｜，｜ａ１ｖ１－

ａ２ｖ２｜｝＋｜（μ１＋ｖ１）ｂ１－（μ２＋ｖ２）ｂ２｜＋｜（μ１＋
ｖ１）ｃ１－（μ２＋ｖ２）ｃ２｜＋ｍａｘ｛｜ｄ１μ１－ｄ２μ２｜，

｜ｄ１ｖ１－ｄ２ｖ２｜｝］． （２．１）

则ｄ（Ａ
～

１，Ａ
～

２）满足定义２的条件．即ｄ（Ａ
～

１，Ａ
～

２）是直

觉梯形模糊数Ａ
～

１ 和Ａ
～

２ 的距离．

　　定义２中的条件（１）和（２）显然成立．又对于任意

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ｉ ＝ （［ａｉ，ｂｉ，ｃｉ，ｄｉ］；μｉ，νｉ），ｉ＝１，

２，３，有

　　ｍａｘ｛｜ａ１μ１－ａ３μ３｜，｜ａ１ｖ１－ａ３ｖ３｜｝＝
ｍａｘ｛｜ａ１μ１－ａ２μ２＋ａ２μ２－ａ３μ３｜，｜ａ１ｖ１－ａ２ｖ２＋

ａ２ｖ２－ａ３ｖ３｜｝≤ｍａｘ｛｜ａ１μ１－ａ２μ２｜＋｜ａ２μ２－
ａ３μ３｜，｜ａ１ｖ１－ａ２ｖ２｜＋｜ａ２ｖ２－ａ３ｖ３｜｝≤
ｍａｘ｛｜ａ１μ１－ａ２μ２｜，｜ａ１ｖ１－ａ２ｖ２｜｝＋
ｍａｘ｛｜ａ２μ２－ａ３μ３｜，｜ａ２ｖ２－ａ３ｖ３｜｝．
同理得

　　ｍａｘ｛｜ｄ１μ１－ｄ３μ３｜，｜ｄ１ｖ１－ｄ３ｖ３｜｝≤ｍａｘ｛｜
ｄ１μ１－ｄ２μ２｜，｜ｄ１ｖ１－ｄ２ｖ２｜｝＋
ｍａｘ｛｜ｄ２μ２－ｄ３μ３｜，｜ｄ２ｖ２－ｄ３ｖ３｜｝．
而

　　｜（μ１＋ｖ１）ｂ１－（μ３＋ｖ３）ｂ３｜＝｜（μ１＋ｖ１）ｂ１－
（μ２＋ｖ２）ｂ２＋（μ２＋ｖ２）ｂ２－（μ３＋ｖ３）ｂ３｜≤｜（μ１＋
ｖ１）ｂ１－（μ２＋ｖ２）ｂ２｜＋｜（μ２＋ｖ２）ｂ２－（μ３＋ｖ３）ｂ３｜．
同理得

　　｜（μ１＋ｖ１）ｃ１－（μ３＋ｖ３）ｃ３｜≤｜（μ１＋ｖ１）ｃ１－（μ２
＋ｖ２）ｃ２｜＋｜（μ２＋ｖ２）ｃ２－（μ３＋ｖ３）ｃ３｜．
所以

　　ｄ（Ａ
～

１，Ａ
～

３）≤ｄ（Ａ
～

１，Ａ
～

２）＋ｄ（Ａ
～

２，Ａ
～

３）．

因此，ｄ（Ａ
～

１，Ａ
～

２）是 直 觉 梯 形 模 糊 数 Ａ
～

１ 和 Ａ
～

２ 的

距离．
　　当μ１＝μ２＝１，ｖ１＝ｖ２＝０时，直觉梯形模糊数

退化为梯形模糊数，此时

　　ｄ（Ａ
～

１，Ａ
～

２）＝ （｜ａ１－ａ２｜＋｜ｂ１－ｂ２｜＋
｜ｃ１－ｃ２｜＋｜ｄ１－ｄ２｜）／４．
这与文献［１１］定义的一般梯形模糊数的距离一致．
２．２　排序方法

　　设 有ｎ个 直 觉 梯 形 模 糊 数Ａ
～

ｊ ＝ （［ａ１ｊ，ａ２ｊ，ａ３ｊ，

ａ４ｊ］；μｊ，ｖｊ），ｊ＝１，２，…，ｎ，其中０≤μｊ≤１，０≤ｖｊ
≤１，且μｊ＋ｖｊ≤１，ａ１ｊ≤ａ２ｊ≤ａ３ｊ≤ａ４ｊ，１≤ｊ≤

ｎ．　　步 骤１　确 定 正 理 想 点Ｇ
～
＋＝ （［ｍａｘ

１≤ｊ≤ｎ
（ａ１ｊ），

ｍａｘ
１≤ｊ≤ｎ

（ａ２ｊ），ｍａｘ
１≤ｊ≤ｎ

（ａ３ｊ），ｍａｘ
１≤ｊ≤ｎ

（ａ４ｊ）］；１，０）和 负 理 想 点

Ｇ
～
－＝ （［ｍｉｎ

１≤ｊ≤ｎ
（ａ１ｊ），ｍｉｎ

１≤ｊ≤ｎ
（ａ２ｊ），ｍｉｎ

１≤ｊ≤ｎ
（ａ３ｊ），ｍｉｎ

１≤ｊ≤ｎ
（ａ４ｊ）］；

０，１）．

　　步骤２　根 据（２．１）式，分 别 求 出Ａ
～

ｊ（ｊ＝１，２，

…，ｎ）与正理想 点Ｇ
～
＋ 的 距 离ｄ＋ｊ，及 其 与 负 理 想 点

Ｇ
～
－ 的距离ｄ－ｊ．

　　步骤３　计算Ａ
～

ｊ 的相对贴近度

　　ｄ＊ｊ ＝
ｄ－ｊ

ｄ＋ｊ ＋ｄ－ｊ
，ｊ＝１，２，…，ｎ．

ｄ＊ｊ 越大，对应的直觉梯形模糊数就越大．按ｄ＊ｊ 的大

小对直觉梯形模糊数排序．
　　排序准则为

４１１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２，Ｍａｙ　２０１１



　　（１）Ａ
～

ｉ＞Ａ
～

ｊ，当且仅当ｄ＊ｉ ＞ｄ＊ｊ 成立．

　　（２）Ａ
～

ｉ＜Ａ
～

ｊ，当且仅当ｄ＊ｉ ＜ｄ＊ｊ 成立．

　　（２）Ａ
～

ｉ～Ａ
～

ｊ，当且仅当ｄ＊ｉ ＝ｄ＊ｊ 成立．
　　容易验证，上述排序方法具有如下性质：任意给

定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ｉ，Ａ
～

ｊ，Ａ
～

ｋ，若Ａ
～

ｉ＞Ａ
～

ｊ，Ａ
～

ｊ＞Ａ
～

ｋ，

则有Ａ
～

ｉ＞Ａ
～

ｋ；给定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ｉ，Ａ
～

ｊ，Ａ
～

ｉ＞Ａ
～

ｊ，

Ａ
～

ｉ＜Ａ
～

ｊ 或Ａ
～

ｉ～Ａ
～

ｊ 至少有一个成立．

３　基于直觉梯形模糊数排序方法的多准则

决策

　　对于多准则决策问题，最常见的准则类型有效益

型和成本型．为了消除不同的物理量纲带来的影响，
首先需要对模糊决策矩阵规范化，然后按照提出的多

准则决策方法确定方案的排序．
　　设模 糊 多 准 则 决 策 问 题 有ｍ 个 方 案 ｛Ａ１，Ａ２，
…，Ａｍ｝，ｌ个决策准则Ｃ ＝ ｛Ｃ１，Ｃ２，…，Ｃｌ｝，对 应 的

权系 数 为 ｗ ＝ ｛ｗ１，ｗ２，…，ｗｌ｝，且 ｗｊ ∈ ［０，１］，

∑
ｌ

ｊ＝１
ｗｊ ＝１．方案Ａｉ（ｉ＝１，２，…，ｍ）在准则Ｃｊ（ｊ＝

１，２，…，ｌ）下的值为直觉梯形模糊数Ａ
～

ｉｊ ＝［ａ１ｊ（Ａｉ），

ａ２ｊ（Ａｉ），ａ３ｊ（Ａｉ），ａ４ｊ（Ａｉ）］．则Ａ＝（Ａ
～

ｉｊ）成为直觉模

糊数决策矩阵．
　　采用如下方法对Ａ进行规范化处理

　　效益型：
ａｋｊ（Ａｉ）－ｍｉｎ

ｊ
（ａ１ｊ（Ａｉ））

ｍａｘ
ｊ
（ａ４ｊ（Ａｉ））－ｍｉｎ

ｊ
（ａ１ｊ（Ａｉ））

，ｋ＝１，

２，３，４． （３．１）

　　成本型：
ｍａｘ
ｉ
ａ４ｊ（Ａｉ）－ａｋｊ（Ａｉ））

ｍａｘ
ｊ
（ａ４ｊ（Ａｉ））－ｍｉｎ

ｊ
（ａ１ｊ（Ａｉ））

，ｋ＝１，

２，３，４． （３．２）

　　为了方便，经过规范化处理后的决策矩阵仍记为

Ａ，方案Ａｉ（ｉ＝１，２，…，ｍ）在准则Ｃｊ（ｊ＝１，２，…，

ｌ）下的值为直觉梯形模糊数仍记为Ａ
～

ｉｊ＝［ａ１ｊ（Ａｉ），

ａ２ｊ（Ａｉ），ａ３ｊ（Ａｉ），ａ４ｊ（Ａｉ）］．
　　多准则决策问题的决策步骤为

　　步骤１　按（３．１）式或（３．２）式规范化决策信息．

　　步骤２　确定正理想点Ｇ
～
＋＝（Ｇ

～
＋
１，Ｇ

～
＋
２，…，Ｇ

～
＋
ｌ）其

中，Ｇ
～
＋
ｊ ＝ （［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１ｊ（Ａｉ））， 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２ｊ（Ａｉ）），

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３ｊ（Ａｉ）），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４ｊ（Ａｉ））］；１，０）和 负 理 想 点

Ｇ
～
－＝ （Ｇ

～
－
１，Ｇ

～
－
２，…，Ｇ

～
－
ｌ）， 其 中，Ｇ

～
－
ｊ ＝

（［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１ｊ（Ａｉ）），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２ｊ（Ａｉ）），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３ｊ（Ａｉ）），

ｍａｘ
１≤ｉ≤ｍ

（ａ４ｊ（Ａｉ））］；

１，０）．

　　步骤３　根据（２．１）式，分别求出Ａ
～

ｉｊ 与正理想点

Ｇ
～
＋
ｊ 的距离ｄ＋ｉｊ，及其与负理想点Ｇ

～
－
ｊ 的距 离ｄ－ｉｊ．其

中ｉ＝１，２，…，ｍ；ｊ＝１，２，…，ｌ．
　　步骤４　计算ｄ＋ｉ，ｄ－ｉ，

　　ｄ＋ｉ ＝∑
ｌ

ｊ＝１
ｗｊｄ＋ｉｊ，ｄ－ｉ ＝∑

ｌ

ｊ＝１
ｗｊｄ－ｉｊ，ｉ＝１，２，…，ｍ．

　　步骤６　计算Ａ
～

ｉ 的相对贴近度

　　ｄ＊ｉ ＝ ｄ－ｉ
ｄ＋ｉ ＋ｄ－ｉ

，ｉ＝１，２，…，ｍ．

４　实例

　　某一发动机零部件制造公司为其装配过程中最

关键部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好的供应商，现有５个

供应商Ａ１，Ａ２，…，Ａ５ 可供选择．选取５个评价准则：
（１）Ｃ１ 为供应能力；（２）Ｃ２ 为交货能力；（３）Ｃ３ 为服

务质量；（４）Ｃ４ 为影响力；（５）Ｃ５ 为科研能力．这些准

则均 为 效 益 型 准 则．准 则 权 重 向 量 为 ｗ ＝ （０．２０，

０．１５，０．２５，０．１０，０．３０），决策者给出的决策信息如表

１所示，试选择最优供应商．
　　（１）根据（３．１）式对表１进行规范化处理，结果

见表２．

　　（２）确定正理想点Ｇ
～
＋＝（Ｇ

～
＋
１，Ｇ

～
＋
２，…，Ｇ

～
＋
５）和负理

想点Ｇ
～
－＝ （Ｇ

～
－
１，Ｇ

～
－
２，…，Ｇ

～
－
５），其中

表１　方案的准则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供应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Ａ１ （［１，２，３，４］；０．７，０．３） （［５，６，７，８］；０．７，０．３） （［３，４，５，６］；０．７，０．３） （［４，５，７，８］；０．６，０．３） （［４，５，６，７］；０．８，０．０）

Ａ２ （［２，３，４，５］；０．６，０．３） （［６，７，８，９］；０．８，０．１） （［４，５，６，７］；０．８，０．２） （［３，４，５，６］；０．７，０．３） （［６，７，８，９］；０．６，０．３）

Ａ３ （［１，２，３，５］；０．６，０．４） （［４，６，７，８］；０．６，０．３） （［３，４，５，６］；０．５，０．５） （［４，５，６，７］；０．８，０．１） （［５，６，７，８］；０．８，０．２）

Ａ４ （［２，３，４，６］；０．６，０．２） （［５，６，７，８］；０．８，０．２） （［２，３，５，６］；０．６，０．４） （［３，４，５，７］；０．６，０．３） （［４，６，７，８］；０．６，０．３）

Ａ５ （［２，３，４，５］；０．８，０．２） （［４，５，６，７］；０．９，０．０） （［３，４，５，６］；０．８，０．２） （［３，５，７，８］；０．７，０．１） （［４，５，６，７］；０．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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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方案的规范化后处理的准则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供应商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Ａ１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７，０．３）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７，０．３）（［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７，０．３）（［０．２，０．４，０．８，１．０］；０．６，０．３）（［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

Ａ２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６，０．３）（［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０．８，０．１）（［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０．８，０．２）（［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７，０．３） （［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０．６，０．３）

Ａ３ （［０，０．２，０．４，０．８］；０．６，０．４） （［０，０．４，０．６，０．８］；０．６，０．３）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５，０．５）（［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８，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８，０．２）

Ａ４ （［０．２，０．４，０．６，１．０］；０．６，０．２）（［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８，０．２）（［０，０．２，０．４，０．８］；０．６，０．４） （［０，０．２，０．４，０．８］；０．６，０．３） （［０，０．４，０．６，０．８］；０．６，０．３）

Ａ５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８，０．２）（［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９，０）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８，０．２）（［０，０．４，０．８，１．０］；０．７，０．１）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０）

　　Ｇ
～
＋
１ ＝ （［０．２，０．４，０．６，１］；１，０）；Ｇ

～
＋
２ ＝ （［０．４，

０．６，０．８，１］；１，０）；Ｇ
～
＋
３ ＝ （［０．４，０．６，０．８，１］；１，０）；

Ｇ
～
＋
４ ＝ （［０．２，０．４，０．８，１］；１，０）；Ｇ

～
＋
５ ＝ （［０．４，０．６，

０．８，１］；１，０）；

　　Ｇ
～
－
１ ＝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１）；Ｇ

～
－
２ ＝ （［０，０．２，

０．４，０．６］；０，１）；Ｇ
～
－
３ ＝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１）；Ｇ

～
－
４

＝ （［０，０．２，０．４，０．６］；０，１）；Ｇ
～
－
５ ＝ （［０，０．２，０．４，

０．６］；０，１）；

　　（３）根据（２．１）式，计算ｄ＋ｉｊ，ｄ－ｉｊ，ｉ，ｊ＝１，２，…，５．
　　ｄ＋１１＝０．２９５，ｄ＋１２＝０．２７５，ｄ＋１３＝０．２７５，ｄ＋１４＝０．
１５，ｄ＋１５ ＝０．５；ｄ－１１ ＝０．１０５，ｄ－１２ ＝０．２７５，ｄ＋１３ ＝０．
２７５，ｄ＋１４ ＝０．３，ｄ－１５ ＝０．２３．ｄ＋２１ ＝０．１７５，ｄ＋２２ ＝０．
１０５；ｄ＋２３ ＝０．０７，ｄ＋２４＝０．３４５，ｄ＋２５＝０．１７５；ｄ－２１＝０．
２２５，ｄ－２２ ＝０．４４５；ｄ－２３＝０．１２，ｄ－２４＝０．１０５；ｄ－２５＝０．
３７５．ｄ＋３１ ＝０．１８，ｄ＋３２＝０．３５５，ｄ＋３３＝０．３２５，ｄ＋３４＝０．
１７５，ｄ＋３５ ＝０．２５；ｄ－３１ ＝０．１２，ｄ－３２ ＝０．１９５，ｄ＋３３ ＝０．
２２５，ｄ＋３４＝０．２７５，ｄ－３５＝０．３．ｄ＋４１＝０．１７，ｄ＋４２＝０．２５，

ｄ＋４３＝０．４３，ｄ＋４４＝０．３４８，ｄ＋４５＝０．３５５；ｄ－４１＝０．２３，ｄ－４２
＝０．３，ｄ－４３ ＝０．１２，ｄ－４４＝０．１３５，ｄ－４５＝０．１９５．ｄ＋５１＝
０．１，ｄ＋５２ ＝０．４３，ｄ＋５３ ＝０．２５，ｄ＋５４ ＝０．１８５，ｄ＋５５ ＝０．
４６；ｄ－５１ ＝０．３，ｄ－５２＝０．１６５，ｄ－５３＝０．３，ｄ－５４＝０．２６５，

ｄ－５５ ＝０．１８．
　　（４）计算计算ｄ＋ｉ，ｄ－ｉ，ｉ＝１，２，…，５．
　　ｄ＋１ ＝０．３３４，ｄ－１ ＝０．２３，ｄ＋２ ＝０．１５５，ｄ－２ ＝０．
２６５；ｄ＋３ ＝０．２８３，ｄ－３ ＝０．２２７；ｄ＋４ ＝０．３２０３，ｄ－４ ＝０．
１９３；ｄ＋５ ＝０．２９２，ｄ－５ ＝０．２４０．

　　（５）计算Ａ
～

ｉ 的相对贴近度．

　　ｄ＊１ ＝０．４０８，ｄ＊２ ＝０．６３０，ｄ＊３ ＝０．４４５，ｄ＊４ ＝
０．３７６，ｄ＊５ ＝０．４５１．

　　 因此，供应商的排序为Ａ
～

２ ＞Ａ
～

５ ＞Ａ
～

３ ＞Ａ
～

１ ＞

Ａ
～

４．最优供应商为Ａ
～

２．与文献［１０～１２］的多准则决

策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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