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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调整新方法

徐改丽ａ，谢晓兰ｂ

（桂林理工大学 ａ理学院；ｂ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提出了一种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一致性和排序的新方法。首先根据已有的区间数互反判断矩
阵的一致性定义给出了其一致性等价定义，通过定义导出矩阵，给出了完全一致性判别方法和满意一

致指标，并根据此指标给出了一种完全一致性的逼近方法和满意一致的调整方法。最后通过对实互反

判断矩阵权重公式的推广给出了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一个权重计算公式，算例证明了此方法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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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１］作为处理多因素决策问
题的一种方法，被应用于决策的各个领域。它通

过对方案的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根据判断矩

阵计算权重向量，从而实现对方案的排序。由于

决策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思维的模糊性，决策信

息有时以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形式给出，判断

矩阵是否满足一致性要求将会直接影响排序结果

的合理性。因此，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和排序问题

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文献［２－４］给出了３种不同
的一致性定义；王应明［５］和魏翠萍［６］根据文献［２］
分别通过优化模型中最优解检验矩阵的一致性程

度来判断区间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文献［４，７］分别
利用端点矩阵的一致性来判断区间判断矩阵的一

致性。这些方法虽然解决了一些现实问题，但没

有给出当判断矩阵达不到满意一致时的调整方法，

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关于排序问题的

研究，目前有以下几种排序方法：（１）基于随机
误差传递理论给出权重向量［８］，即从区间数判断

矩阵中构造一个数字判断矩阵，求出其权重向量，

然后再根据随机误差传递理论求出不确定度，最

后权重向量和不确定度一起构成原区间数判断矩

阵的区间权重向量； （２）根据原判断矩阵与一致
矩阵之间的偏差，通过建立数学规划模型求判断

矩阵的区间权重［５－６，９］，利用此类方法对方案进行

排序时会涉及到比较棘手的区间数排序问题，文

献 ［１０］直接给出了区间权重的计算公式，但此
公式只适用于完全一致矩阵的计算。文献 ［１１］
虽然针对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提出了一致性指标

的计算方法，但并没有给出当判断矩阵不满足一

致性要求时的调整方法；（３）把区间判断矩阵转
换为实数型判断矩阵求解权重，或利用某种算子

直接计算出精确数权重向量［４，１２］。这种方法避免

了区间数排序，但在转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丢失某

些决策信息。

本文在文献 ［３］一致性定义的基础上，给出
了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等价定义，通过定义导

出矩阵，给出了一种新的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逼

近方法（即构造完全一致的区间数判断矩阵），及矩

阵不满足一致性时的调整新方法。该方法完全依

赖于决策矩阵本身对矩阵进行调整，保留了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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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决策信息，而且能快速达到满意一致。

最后通过对实判断矩阵权重公式的推广给出了区

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一个权重计算公式，利用该

公式可以直接根据区间数判断矩阵计算出实数权

重向量，这样既保留了决策的大部分信息又避免

了区间数排序。本文通过算例说明了此方法的有

效性。

１　预备知识

假设有 ｎ个备选方案 ｘ１，ｘ２，…，ｘｎ，在某准则

下，专家给出的区间互反判断矩阵 Ａ，记 Ｉ＝｛１，２，
…，ｎ｝。下面给出区间互反判断矩阵的相关概念。

定义１［１３］　记珔ａ＝［ａ－，ａ＋］＝｛ａ ａ－≤ａ≤
ａ＋，ａ∈Ｒ｝，则称珔ａ为区间数，其中ａ－≤ａ＋，Ｒ为实
数域。当ａ－≥０时，称区间数珔ａ为正区间数。

定义２［１４］　设判断矩阵Ｐ＝（ｐｉｊ）ｎ×ｎ，若满足：

①ｐｉｉ＝１，ｉ∈Ｉ；②ｐｊｉ＝１／ｐｉｊ，ｉ，ｊ∈Ｉ，ｉ≠ｊ，称
矩阵Ｐ为实正互反判断矩阵。

定义３［７］　称Ａ＝（珔ａｉｊ）ｎ×ｎ为区间数互反判断

矩阵，其中珔ａｉｊ＝［ａ
－
ｉｊ，ａ

＋
ｉｊ］。若满足ａｉｉ＝［１，１］，珔ａｊｉ＝

１／ａ＋ｉｊ，１／ａ
－[ ]
ｉｊ，０＜ａ

－
ｉｊ≤ａ

＋
ｉｊ，ｉ，ｊ∈Ｉ。

定义４［１２］　设Ｐ＝（ｐｉｊ）ｎ×ｎ为实正互反判断矩
阵，若ｐｉｊ＝ｐｉｋｐｋｊ，ｉ．ｊ，ｋ∈Ｉ，则称Ｐ为一致性实正
互反判断矩阵。

定理１［１５］　设Ｐ为实正互反判断矩阵，则以下
３个关系式等价：

ｐｉｊ＝ｐｉｋｐｋｊ，ｉ，ｊ，ｋ∈Ｉ； （１）
ｐｉｊ＝ｐｉｋｐｋｊ，ｉ＜ｊ＜ｋ； （２）
ｐｉｊ＝ｐｉｋｐｋｊ，ｉ＜ｋ＜ｊ。 （３）

定理２［１５］　实正互反判断矩阵Ｐ＝（ｐｉｊ）ｎ×ｎ的
权重ωｉ可表示为

ωｉ＝ ∏
ｎ

ｊ＝１
ｐ( )ｉｊ

１／ｎ
，满足∏

ｎ

ｉ＝１
ｗｉ＝１。 （４）

定义５［７］　设Ａ＝（珔ａｉｊ）ｎ×ｎ为区间数互反判断
矩阵，若珔ａｉｊ＝珔ａｉｋ珔ａｋｊ，ｉ＜ｋ＜ｊ，则称Ａ为一致性区
间数互反判断矩阵。

定理３　设Ａ＝（珔ａｉｊ）ｎ×ｎ为区间数互反判断矩
阵，则以下３个关系式等价：

ａ－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　ｉ＜ｋ＜ｊ； （５）

ａ－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ｉ＜ｊ＜ｋ； （６）

ａ－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ｋ＜ｉ＜ｊ。 （７）

证明　式（５）式（６）
当ｉ＜ｊ＜ｋ时，根据式（５）和区间数的运

算［１２］，有 ａ－ｉｋ ＝ａ
－
ｉｊａ

－
ｊｋ，ａ

＋
ｉｋ ＝ａ

＋
ｉｊａ

＋
ｊｋ，

由互反性可得：ａ－ｉｋ ＝ａ
－
ｉｊ·１／ａ

＋
ｋｊ，ａ

＋
ｉｋ ＝ａ

－
ｉｊ·

１／ａ－ｋｊ，故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

即式（６）成立。
同理可证式（６）式（７），式（７）式（５）。
由定义５和区间数的运算可知，定理３可以作

为区间数模糊互反判断矩阵一致性的等价定义。选

取一致性最好的原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 Ａ ＝
（珔ａｉｊ）ｎ×ｎ的第ｋ行（列），由定理３和判断矩阵的互反

性构造的一致性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为 Ａ ＝
（ａｉｊ）ｎ×ｎ，即

ａ－ｉｊ ＝

ａ－ｉｋａ
－
ｋｊ，ｉ＜ｋ＜ｊ；

ａ－ｉｋａ
＋
ｋｊ，ｉ＜ｊ＜ｋ；

ａ＋ｉｋａ
－
ｋｊ，ｋ＜ｉ＜ｊ；

１／ａ＋ｉｊ，ｊ＜ｉ










；

ａ＋ｉｊ ＝

ａ＋ｉｋａ
＋
ｋｊ，ｉ＜ｋ＜ｊ；

ａ＋ｉｋａ
－
ｋｊ，ｉ＜ｊ＜ｋ；

ａ－ｉｋａ
＋
ｋｊ，ｋ＜ｉ＜ｊ；

１／ａ－ｉｊ，ｊ＜ｉ










。

（８）

定理４　若Ａ中的元素满足条件：① ａ＋ｉｋ／ａ
－
ｉｋ≥

ａ＋ｋｊ／ａ
－
ｋｊ，ｉ＜ｊ＜ｋ；② ａ

＋
ｉｋ／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ｋｊ，ｋ＜ｉ＜ｊ，

则有

ａ－ｉｊ ≤ａ
＋
ｉｊ ，ｉ，ｊ∈Ｉ。

令ａ－ｉｊ ≤ａ
＋
ｉｊ ，由式（８），定理显然成立。

２　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

２１　完全一致性检验
定义 ６　称矩阵 Ｄ＝（ｄｉｊ）ｎ×ｎ为矩阵 Ａ ＝

（珔ａｉｊ）ｎ×ｎ的导出矩阵，其中 ｄｉｊ＝（ａ
－
ｉｊ）
１－α（ａ＋ｉｊ）α，ｉ≤

ｊ；ｄｉｊ＝１／ｄｊｉ，ｉ＞ｊ。α∈［０，１］。
矩阵Ｄ反映了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当０≤α＜

０５时，决策者是保守型；当α＝０５时，决策者是中
立型；０５＜α≤１，决策者是冒险型。

定理５　区间数判断矩阵 Ａ一致的充分必要
条件是矩阵Ｄ完全一致，对α∈［０，１］都成立。

证明　必要性　根据一致性定义，矩阵 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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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即珔ａｉｊ＝珔ａｉｋ珔ａｋｊ，ｉ＜ｋ＜ｊ，所以有

ａ－ｉｊ＝ａ
－
ｉｋａ

－
ｋｊ，ａ

＋
ｉｊ＝ａ

＋
ｉｋａ

＋
ｋｊ，ｉ＜ｋ＜ｊ。故对ｉ＜

ｋ＜ｊ，有
ｄｉｊ＝（ａ

－
ｉｊ）
１－α（ａ＋ｉｊ）α ＝（ａ

－
ｉｋａ

－
ｋｊ）
１－α（ａ＋ｉｋａ

＋
ｋｊ）

α ＝

［（ａ－ｉｋ）
１－α（ａ＋ｉｋ）α］［（ａ

－
ｋｊ）
１－α（ａ＋ｋｊ）α］＝ｄｉｋｄｋｊ。

故由定理１可知，矩阵Ｄ是完全一致的实正互反判
断矩阵。

充分性　若 α∈ ［０，１］，矩阵 Ｄ都完全一
致，根据定理１，对 ｉ＜ｋ＜ｊ，有 ｄｉｊ＝ｄｉｋｄｋｊ，即

（ａ－ｉｊ）
１－α（ａ＋ｉｊ）α ＝（ａ

－
ｉｋａ

－
ｋｊ）
１－α（ａ＋ｉｋａ

＋
ｋｊ）

α。特别地，α＝

０时，有ａ－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α＝１时，有ａ

＋
ｉｊ ＝ａ

＋
ｉｋａ

＋
ｋｊ，即珔ａｉｊ

＝珔ａｉｋ珔ａｋｊ，故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Ａ完全一致。
根据定义５，定理３和５都可以检验区间数互补

判断矩阵是否完全一致，但很少有判断矩阵能达到

完全一致，下面根据导出矩阵的一致性给出区间数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２２　一致性指标
矩阵Ａ一致时，其导出矩阵Ｄ也一致，此时对

任意的ｋ≠ｉ，ｊ，有ｄｉｊ＝ｄｉｋｄｋｊ。若令ｅｉｊ（α）＝ｌｎｄｉｊ－

１
ｎ－２∑

ｎ

ｋ＝１，ｋ≠ｉ，ｊ
（ｌｎｄｉｋ＋ｌｎｄｋｊ），则ｅｉｊ（α）描述了导出矩

阵 Ｄ的直接判断信息 ｄｉｊ与间接判断信息均值

（ｄｉｋｄｋｊ）
１／（ｎ－２）的一致性程度，当判断矩阵Ａ一致时，

ｅｉｊ（α）＝０，α∈［０，１］。否则，存在ｉ，ｊ使得ｅｉｊ（α）

≠０。因此，可以利用ｅｉｊ（α）间接描述矩阵Ａ的不一
致程度。

由此可以根据判断矩阵Ａ＝（珔ａｉｊ）ｎ×ｎ的上三角
元素的平均偏差给出满意一致性指标。

定义７　令ＣＩ＝ ２
ｎ（ｎ－１）∑

ｎ－１

ｉ＝１
∑
ｎ

ｊ＝２
｜ｃｉｊ｜，其中ｃｉｊ

＝∫
１

０
ｅｉｊ（α）ｄα，称ＣＩ为区间数判断矩阵Ａ的一致性

指标，若ＣＩ≤ ＣＩ，称矩阵 Ａ为满意一致的区间数

互补判断矩阵。其中 ＣＩ 为满意一致性阈值。根据
文献［１１］给出的一致性指标值，本文算例中设定
ＣＩ ＝０６１。

根据实正互反判断矩阵的定义及一致性定义

和定理４，容易得到以下结论。
定理５　（１）ｅｊｉ＝－ｅｉｊ；ｃｊｉ＝－ｃｉｊ；（２）区间数互

反判断矩阵Ａ完全一致的充要条件是ＣＩ＝０。

３　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一致性逼近
新方法

３１　构造完全一致的区间数判断矩阵新方法
对不一致的判断矩阵 Ａ＝（珔ａｉｊ）ｎ×ｎ，考虑选取

一致性最好的某一行元素，由定理２和３构造新的
一致性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Ａ，Ａ 可认为是与原
矩阵Ａ最接近的一致性矩阵。

一致性最好即偏差最小，故可以根据２２节提
出的导出矩阵Ｄ的偏差ｅｉｊ（α）与原判断矩阵Ａ的偏

差ｃｉｊ计算矩阵Ａ每一行的总偏差ｃｉ，其中ｃｉ＝∑
ｎ

ｊ＝１
｜

ｃｉｊ｜，ｃｉｊ＝∫
１

０
ｅｉｊ（α）ｄα。总偏差ｃｉ最小的一行即一致

性最好的一行。因此可按照以下步骤构造完全一致

性矩阵：

①根据定义６写出原判断矩阵 Ａ的导出矩阵
Ｄ；

②计算原矩阵Ａ的偏差矩阵Ｃ＝（ｃｉｊ）ｎ×ｎ，其中

ｃｉｊ＝∫
１

０
ｅｉｊ（α）ｄα。若ｃｉｊ＝０，ｉ，ｊ∈Ｉ，则矩阵Ａ完全

一致；否则，转（３）；

③计算每行的总偏差ｃｉ，其中ｃｉ＝∑
ｎ

ｊ＝１
｜ｃｉｊ｜。找

出ｃｋ０ ＝ｍｉｎｉ ｃｉ，可以认为第ｋ０行是一致性最好的一

行；

④检验原矩阵Ａ是否满足定理３，若满足，根据
第ｋ０行和式（８）构造完全一致矩阵 Ａ；否则无法
构造完全一致矩阵。

３２　满意一致性调整新方法
当原判断矩阵不满足定理３或想尽可能多地

保留原判断矩阵的决策信息时，可以对上三角元

素中偏差最大的元素进行调整，下三角元素根据

区间判断矩阵的互反性给出，逐步调整使其达到

满意一致性要求。具体的调整方法如下。

①根据定义６计算原判断矩阵 Ａ的导出矩阵
Ｄ。

②计算矩阵Ａ中上三角元素的偏差ｃｉｊ（ｉ＜ｊ），

其中ｃｉ＝∑
ｎ

ｊ＝１
｜ｃｉｊ｜，ｃｉｊ＝∫

１

０
ｅｉｊ（α）ｄα，ｅｉｊ（α）＝ｌｎｄｉｊ

－ １
ｎ－２ ∑

ｎ

ｋ＝１，ｋ≠ｉ，ｊ
（ｌｎｄｉｋ＋ｌｎｄ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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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定义７对矩阵Ａ进行一致性检验，若满
足一致性要求则停止，否则转（４）。

④找出｜ｃｓｔ｜＝ｍａｘｉ＜ｊ ｜ｃｉｊ｜，对元素珔ａｓｔ进行调整。

若ｃｓｔ＞０，说明珔ａｓｔ偏大，由于互反判断矩阵一
般采用１～９标度，为了使调整后的元素仍是１～９
标度且元素调整前后只在相邻的重要性等级内变

化，故采用以下调整方法。

（Ⅰ）若ａ－ｓｔ ＞１，令

珔ａｓｔ′＝［ａ
－
ｓｔ－λ，ａ

＋
ｓｔ－λ］，

λ∈［１，ｍｉｎ｛２，ａ－ｓｔ－１｝］；

（Ⅱ）若ａ＋ｓｔ≤１，令

珔ａｓｔ′＝
１

（１／ａ－ｓｔ）＋λ
，

１
（１／ａ＋ｓｔ）＋

[ ]λ，
λ∈［１，ｍｉｎ｛２，（１／ａ－ｓｔ）－１｝］。若ａ

＋
ｓｔ＝１／９，则

珔ａｓｔ′＝
１

（１／ａ－ｓｔ）＋λ
，ａ＋[ ]ｓｔ。

若ｃｓｔ＜０，说明珔ａｓｔ偏小，则有：

（Ⅰ）若ａ－ｓｔ ＞１，令

珔ａｓｔ′＝［ａ
－
ｓｔ＋λ，ａ

＋
ｓｔ＋λ］，

λ∈［１，ｍｉｎ｛２，ａ－ｓｔ－１｝］且满足ａ
＋
ｓｔ＋λ≤９；

（Ⅱ）若ａ＋ｓｔ≤１，令

珔ａｓｔ′＝
１

（１／ａ－ｓｔ）－λ
，

１
（１／ａ＋ｓｔ）－

[ ]λ，
λ∈［１，ｍｉｎ｛２，（１／ａ－ｓｔ）－１｝］。

⑤设调整后的矩阵为 Ａ′＝（珔ａｉｊ′）ｎ×ｎ，其中 珔ａｉｊ′

＝珔ａｉｊ（ｉ，ｊ≠ｓ，ｔ）；珔ａｉｊ′＝珔ａｓｔ′，ｉ＝ｓ，ｊ＝ｔ；珔ａｉｊ′＝
１
珔ａｓｔ′
，

ｉ＝ｔ，ｊ＝ｓ，并将矩阵Ａ′＝（珔ａｉｊ）′ｎ×ｎ记为Ａ，转（１）。

４　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权重的确定

为方便起见，用 槇Ａ＝（槇ａｉｊ）ｎ×ｎ表示初始的一致

性判断矩阵 Ａ、逼近的一致性判断矩阵 Ａ 或调整

后的满意一致性矩阵Ａ′，此时对于矩阵 槇Ａ的导出矩

阵 槇Ｄ，由式（４），得

ωｉ（α） (＝ ∏
ｎ

ｊ＝１
ｄｉｊ（α )） １／ｎ

，满足

∏
ｎ

ｉ＝１
ｗｉ（α）＝１，其中α∈［０，１］。 （９）

因此，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 槇Ａ＝（槇ａｉｊ）ｎ×ｎ的权
重可表示为

ωｉ＝∫
１

０
ωｉ（α）ｄα，ｉ∈Ｉ。 （１０）

为了保证权重的乘性归一化，令Ｗ ＝（Ｗ１，Ｗ２，

…，Ｗｎ）
Ｔ作为方案的最终排序权向量，其中

Ｗｉ＝
ωｉ

∏
ｎ

ｊ＝１
ω( )ｊ

１／ｎ
，满足∏

ｎ

ｉ＝１
Ｗｉ＝１。 （１１）

５　算　例

例１　计算下列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权重向
量：

Ｐ＝

１ ［２，５］ ［２，４］ ［１，３］
１
５，[ ]１２ １ ［１，３］ ［１，２］

１
４，[ ]１２ １

３，[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３，[ ]１ １

２，[ ]１ ［１，２］

















１

。

经计算，ＣＩ ＝０４０２４＞０，所以原矩阵Ａ不一
致。根据３１节的步骤 ① ～④ 构造完全一致矩阵
Ａ 的具体过程见表１。

通过构造矩阵 Ａ 的导出矩阵和式（９）～
（１１），得：

ω１ ＝１７３３５，ω２ ＝１０６１５，ω３ ＝０６１２９，
ω４ ＝０８８６７。

例２　计算下列区间数互反判断矩阵的权重向
量：

Ｐ＝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
２，[ ]１ １ ［３，５］ ［４，５］

１
２，[ ]１ １

５，[ ]１３ １ ［６，８］

１
３，[ ]１２ １

５，[ ]１４ １
８，[ ]１６

















１

。

ＣＩ＝０９８６４，设ＣＩ ＝０６１，则ＣＩ＞ＣＩ，矩
阵Ａ没有达到满意一致，按照３２节中的步骤１）～
５）对矩阵进行调整，使其达到满意一致，调整的具
体过程见表２（取λ＝００５）。

通过构造矩阵 Ｐ４的导出矩阵和式（９） ～
（１１），得：

ω１ ＝１４９３８，ω２ ＝１５２４８，ω３ ＝１１９０１，
ω４ ＝０３６８９。

６　结束语

本文从实正互反判断矩阵和区间数互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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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矩阵Ｐ的完全一致性逼近过程
Ｔａｂｌｅ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ｒｉｘＰ

导出矩阵Ｄ 偏差矩阵Ｃ

１ ２１－α５α ２１－α４α １１－α３α

（１／２）１－α（１／５）α １ １１－α３α １１－α２α

（１／２）１－α（１／４）α （１）１－α（１／３）α １ （１／２）１－α（１）α

（１）１－α（１／３）α （１）１－α（１／２）α （２）１－α（１）α









１

Ｃ０ ＝

０ ０８０４７ －０２５８５ －０５４６２
－０８０４７ ０ ０２５８５ －０５４６２
０２５８５ －０２５８５ ０ ０









０５４６２ ０５４６２ ０ ０

每行总偏差ｃｉ ｃ１ ＝１６０９４，ｃ２ ＝１６０９４，ｃ３ ＝０５１７，ｃ４ ＝１０９２４．ｃ３ ＝ｍｉｎｉ ｃｉ

一致矩阵Ａ
１ ［４／３，２］ ［２，４］ ［１，４］

［１／２，３／４］ １ ［１，３］ ［１／２，３］
［１／４，１／２］ ［１／３，１］ １ ［１／２，１］
［１／４，１］ ［１／３，２］ ［１，２］









１

表２　矩阵Ｐ的满意一致性调整过程
Ｔａｂｌｅ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ｍａｔｒｉｘＰｔｏ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判断矩阵 偏差矩阵 ＣＩ

Ｐ０ ＝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 １ ［３，５］ ［４，５］
［１／２，１］ ［１／５，１／３］ １ ［６，８］
［１／３，１／２］ ［１／５，１／４］ ［１／８，１／６］









１

Ｃ０ ＝

０ １１５１３ ００１６１ －１１６７４
－１１５１３ ０ １５７２９ －０４２１６
－００１６１ －１５７２９ ０ １５８９









１１６７４ ０４２１６ －１５８９ ０

０９８６４

Ｐ１ ＝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 １ ［３，５］ ［４，５］
［１／２，１］ ［１／５，１／３］ １ ［５，７］
［１／３，１／２］ ［１／５，１／４］ ［１／７，１／５］









１

Ｃ１ ＝

０ １１５１３ －００６２８ －１０８８５
－１１５１３ ０ １４９３９ －０３４２６
００６２８ －１４９３９ ０ １４３１１









１０８８５ ０３４２６ －１４３１１ ０

０９２８４

Ｐ２ ＝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 １ ［２，４］ ［４，５］
［１／２，１］ ［１／４，１／２］ １ ［５，７］
［１／３，１／２］ ［１／５，１／４］ ［１／７，１／５］









１

Ｃ２ ＝

０ ０９９４１ ００９４３ －１０８８５
－０９９４１ ０ １１７９６ －０１８５５
－００９４３ －１１７９６ ０ １２７３９









１０８８５ ０１８５５ －１２７３９ ０

０８０２７

Ｐ３ ＝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 １ ［２，４］ ［４，５］
［１／２，１］ ［１／４，１／２］ １ ［４，６］
［１／３，１／２］ ［１／５，１／４］ ［１／６，１／４］









１

Ｃ３ ＝

０ ０９９４１ ０ －０９９４１
－０９９４１ ０ １０８５３ －００９１２
０ －１０８５３ ０ １０８５３









０９９４１ ００９１２ －１０８５３ ０

０７０８３

Ｐ４ ＝

１ ［１，２］ ［１，２］ ［２，３］
［１／２，１］ １ ［１，３］ ［４，５］
［１／２，１］ ［１／３，１］ １ ［４，６］
［１／３，１／２］ ［１／５，１／４］ ［１／６，１／４］









１

Ｃ４ ＝

０ ０７４８９ ０２４５２ －０９９４１
０７４８９ ０ ０５９４９ －０１５４０
－０２４５２ －０５９４９ ０ ０８４０１









０９９４１ ０１５４０ －０８４０１ ０

０５９６２

矩阵的一致性定义出发，给出了区间数互反判断矩

阵一致性的等价定义和一致性的判别方法，通过

定义导出矩阵，给出了一种完全一致性的逼近方法

和满意一致性指标及一致性调整新方法，最后给

出了权重的计算公式，通过该公式直接得出了区

间判断矩阵的实数权重，避免了区间数的排序问

题。但是，只有当原判断矩阵满足定理４时才能

利用完全一致性逼近方法，不满足时如何构造一

致性矩阵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篇幅有限，本文

只用具体算例说明了新方法的有效性，从理论上

证明方法的收敛性将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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