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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and rough set theory. The 
follow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1) a derivative formal context of an information system can be induced by the 
notion of nominal scale and the technique of plain scaling in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2) some core notions in 
rough set theory such as partition, upper and lower approximations, independence, dependence and reduct can be 
reinterpreted in derivative formal contexts. In addition, the limitation of rough set theory to data processing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synthesis of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and rough 
set theory. 
Key words:  rough set;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nominal scale; plain scaling; concept lattice 

摘  要: 侧重于建立形式概念分析与粗糙集之间融合的理论基础.利用形式概念分析中名义梯级背景(nominal 
scale)的概念,对信息系统进行平面梯级(plain scaling)得到了衍生的形式背景.证明了粗糙集理论中的划分、上下近

似、独立、依赖、约简等核心概念都可以在相应的衍生背景中进行表示.揭示了粗糙集理论在分析处理数据时的局

限性,指出了利用梯级的方法可以扩展粗糙集理论. 
关键词: 粗糙集;形式概念分析;名义梯级背景;平面梯级;概念格 
中图法分类号: TP18   文献标识码: A 

粗糙集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代由波兰学者Pawlak提出的一个用于分析数据的数学理论[1,2].由于粗糙集理

论能够分析处理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信息[3,4],因此作为一种具有极大潜力和有效的知识获取工具而受到

人工智能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形式概念分析(formal concept analysis)是德国学者Wille[5]提出的一种从形式背景(formal context)建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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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来进行数据分析和规则提取的强有力工具,已被广泛加以研究[6−9],并应用到机器学习[10]、软件工程[11]和信息

获取[12]等领域. 
对形式概念分析和粗糙集理论进行结合研究,目前已有一些成果.Kent[13]和Yao[14]将粗糙集理论中上下近

似的思想引入到形式概念分析中,分别讨论了形式概念分析中的几种近似算子.王志海等人[15]研究了在形式概

念分析中如何实现粗糙集合的基本运算,并运用这些运算来求得函数依赖.张文修教授[16]将粗糙集理论中属性

约简和辨识矩阵的概念引入到形式概念分析中,实现了形式背景中冗余知识的约简.我们[17]将包含度和偏序集

的概念引入到形式概念分析中,对形式概念分析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分别用包含度和偏序集加以表示.然而,这些

文献主要侧重于将粗糙集的概念引入到形式概念分析中,并没有对形式概念分析和粗糙集理论进行融合研究.
本文侧重于建立粗糙集和形式概念分析之间融合的理论基础.本文利用形式概念分析中的名义梯级背景 [6] 

(nominal scale)和平面梯级[6](plain scaling)的概念,论证了粗糙集理论中的上下近似、属性依赖等核心概念都可

以在相应的衍生背景中进行表示,并指出了利用梯级的概念可以对粗糙集理论进行扩展. 
本文第 1 节和第 2 节简要介绍粗糙集理论和形式概念分析的基本概念.第 3 节利用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

理论的概念加以表示.第 4 节讨论粗糙集中对象集合的上近似与形式概念分析中对象集合的外延之间的联系.
第 5 节简要分析粗糙集理论的局限性,指出利用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进行扩展的重要性及可行性.第 6 节对

全文进行总结. 

1   粗糙集理论 

定义 1 [4 ] .信息系统S是一个四元组S=(G ,M,W,I).这里 ,G称为论域 ,它的元素称为对象 ;M称为属性集 , 
它的元素称为属性;G与M是有限的非空集合; 称为属性值域 ,Wm M mW ∈= ∪ m为属性m的值域;I为G×M到W 

的一个映射,对任意的g∈G,m∈M,I(g,m)∈Wm,通常称I为信息函数或描述函数. 
一个简单的信息系统表示见表 1[2],其中对象集为病人集合,属性集为症状集合. 

Table 1  An information system 
表 1  信息系统 

Patient Headache Muscle-Pain Temperature Flu
p1 No Yes High Yes
p2 Yes No High Yes
p3 Yes Yes Very high Yes
p4 No Yes Normal No
p5 Yes No High No
p6 No Yes Very high Yes

设 S=(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B⊆M 为一个属性子集,g,h∈G,等价关系 
IND(B)={(g,h)|∀m∈B,I(g,m)=I(h,m)} 

称为 B 不可分辨关系.令 
[g]B={h∈G|(g,h)∈IND(B)}. 

我们称[g]B为由g决定的B等价类,此时,G/B={[g]B |g∈G}为论域G的一个划分. 
定义 2[4]. 设S=(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A⊆G为一个对象子集,B⊆M为一属性子集,A关于B的下近似定义

为 
}][|{)( AgGgAB B ⊆∈= . 

A 关于 B 的上近似定义为 

}][|{)( ∅≠∩∈= AgGgAB B . 

定义 3[4]. 设S=(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B,C⊆M.如果m∈B且IND(B)=IND(B−{m}),则称m在B中是不必要

的;否则称m在B中是必要的.进一步地,如果每一个m∈B都为B中必要的,则称B是独立的;否则,称B是依赖的.如
果C⊆B,C是独立的且IND(B)=IND(C),则称C是B的一个约简.称属性C依赖于属性B,当且仅当IND(B)⊆I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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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式概念分析 

2.1   基本概念 

定义 4[6]. 形式背景K是一个三元组:K=(G,M,I),其中,G为所有对象的集合,M为所有属性的集合, I⊆G×M为

G和M中元素之间的关系集合.对于g∈G,m∈M,(g,m)∈I或者gIm表示“对象g具有属性m”. 
一个形式背景见表 2.在这个形式背景中,对象集 G 为病人集合,属性集 M 为症状和症状值组成的序偶集合.

对于症状,我们使用了缩写,H 表示 Headache,M 表示 Muscle-pain,T 表示 Temperature,F 表示 Flu.这样,对于对象

g∈G 和属性 m=(q,w)∈M,(g,m)∈I 表示病人 g 在症状 q 上的值为 w.例如,病人 p1 具有属性(H,no),表示病人 p1 在

症状 H 上的取值为 no,即该病人不头疼,其余情况类推. 

Table 2  A formal context 
表 2  形式背景 

 (H,yes) (H,no) (M,yes) (M,no) (T,high) (T,very high) (T,normal) (F,yes) (F,no) 
p1 0 1 1 0 1 0 0 1 0 
p2 1 0 0 1 1 0 0 1 0 
p3 1 0 1 0 0 1 0 1 0 
p4 0 1 1 0 0 0 1 0 1 
p5 1 0 0 1 1 0 0 0 1 
p6 0 1 1 0 0 1 0 1 0 

定义 5[6]. 设K=(G,M,I)为一个形式背景.对于集合A⊆G,记 
AI={m∈M|(g,m)∈I,∀g∈A}. 

相应地,对于集合 B⊆M,记 
BI={g∈G|(g,m)∈I,∀m∈B}. 

定义 6[6]. 设K=(G,M,I)为一个形式背景,A⊆G,B⊆M,称X=(A,B)为K的一个概念,如果AI=B且BI=A.此时,称A为
X的外延,B为X的内涵.我们用B(K)记K的所有概念组成的集合. 

定义 7[6]. 设K=(G,M,I)为一个形式背景,C1=(A1,B1),C2=(A2,B2)是K的两个概念,规定 

X1≤ X2⇔A1⊆A2(⇔B1⊇B2). 

显然,关系“≤”是集合B(K)上的一个偏序,它可诱导出B(K)上的一个格结构,可以证明,它是一个完备格,此完

备格称为形式背景 K 的概念格,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仍然记为 B(K). 

定义 8[6]. 设K=(G,M,I)为一个形式背景,B1,B2⊆M.任给 ,若对任意m∈BIBg 1∈ 2,有(g,m)∈I成立,则称属性集 

B1蕴涵属性集B2,记为B1→B2,称为K上的蕴涵. 

2.2   多值背景、梯级背景及梯级 

定义 9[6]. 一个多值背景是四元组(G,M,W,I),其中,G为对象集,M为属性集,W为属性值域,I⊆G×M×W为三元

关系序偶,且当(g,m,w)∈I,(g,m,v)∈I时有w=v成立. 
显然,多值背景和信息系统具有相同的含义,因此,我们对它们并不作区别,在文中统一使用信息系统这一

术语. 
我们知道,形式概念分析仅对值域为 0 和 1 的形式背景进行研究,而通常的信息系统即(多值背景)的值域具

有多值性,因此,要使用形式概念分析对信息系统进行研究,需要对信息系统进行转换,这就需要使用梯级背景

对信息系统进行梯级.具体地说,首先对信息系统的每个属性m根据合适的意义或额外的知识得到相应的梯级

背景,接着对信息系统利用梯级背景进行梯级就可以得到一个衍生的形式背景[6].这个衍生背景就是信息系统

在形式概念分析中的相应背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形式概念分析的方法对此背景进行处理.在这个过程中,
梯级背景起到了一个中介作用,并不是最终的形式背景. 

梯级背景的形式化定义如下: 
定义 10[6].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m∈M.m的一个梯级背景(scale)是一个形式背景Sm=(Gm,Mm,Im), 



 

 

 

曲开社 等: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理论的表示及扩展 2177 

 

满足 
m(G)={m(g)|g∈G}⊆Gm. 

由于在定义 10 中仅要求m(G)⊆Gm,没有对Gm和Mm作更多的限制,所以,我们通常需要对相应的梯级背景加

以限制,使得与实际情况更相符合. 
定义 11[6]. 设 (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 ,m∈M.m的一个名义梯级背景 (nominal scale)是一个形式背景

Sm=(Gm,Mm,Im),它满足: 
1〉 Gm=Mm=m(G)={m(g)|g∈G}, 
2〉 对g∈Gm,n∈Mm,有gImn⇔g=n. 
对于表 1 中的属性 Temperature,其名义梯级背景见表 3,其他属性的名义梯级背景见表 4. 

 
 
 
 
 
 

Table 3  The nominal scale of attribute Temperature
表 3  属性 Temperature 的名义梯级背景 

 Normal High Very high 
Normal 1 0 0 

High 0 1 0 
Very high 0 0 1 

Table 4  The nominal scale of other attributes 
表 4  其余属性的名义梯级背景 

 Yes No 
Yes 1 0 
No 0 1 

利用属性的梯级背景可以将一个信息系统通过梯级转换为形式背景.一般说来,梯级的方式也是比较随意

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信息系统的特点及相应的领域知识对信息系统进行梯级.本文仅考虑一种梯级,即
平面梯级. 

定义 12[6]. 设(G,M,W,I)为一信息系统,Sm=(Gm,Mm,Im)为梯级背景,其中,m∈M.记 

}|),{(}{ mmm MnnmMmM ∈=×=
•

. 

一个由平面梯级衍生的背景(derived context with respect to plain scaling)为一个形式背景(G,N,J),其中, 

m
m M

N M
•

∈

= ∪ ,对于 g∈G, ,二元关系 J 由下式确定: mMnm
•

∈),(

gJ(m,n)⇔I(m,g)=w且wImn. 
直观上,一个由平面梯级衍生的背景就是保持原信息系统中的对象不变,由梯级背景Sm的梯级属性代替多

值属性m而得到的一个形式背景,而结合信息系统和梯级背景得到衍生背景的过程便是平面梯级.对表 1进行平

面梯级后衍生的背景见表 2,其中所用到的名义梯级背景见表 3 和表 4. 

3   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的表示 

本节中,我们将用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理论中的一些概念加以表示.下文中,若非特别说明,我们对信息

系统进行平面梯级所用到的梯级背景均是名义梯级背景. 
定理 1(等价类表示).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A⊆G,B⊆M,BN为信

息系统中属性集B在衍生背景中相应属性集,即 
BN={(m,n)|m∈B,n∈Mm}. 

对于g∈G,[g]B表示在信息系统中由g决定的B等价类,在衍生的形式背景中,令 

}|{][ N
J

N
J

B BhBgGhg ∩=∩∈= , 

其中,gJ和hJ表示衍生背景中对象g和对象h相对应的内涵,则有 BB gg ][][ = . 

证明:首先证明 BB gg ][][ ⊆ .设h∈[g]B,由[g]B的定义可知(g,h)∈IND(B),再由不可分辨关系的定义,对任意的 

m∈B,我们有 I(g,m)=I(h,m). 
令I(g,m)=I(h,m)=w∈Wm.在名义梯级背景Sm中,对任意的n∈Mm,我们有I(g,m)=w且wImn,当且仅当I(h,m)=w且

w I m n ,即 g J ( m , n ) ⇔ h J ( m , n ) .由m和 n的任意性及B N 的定义可知 ,对任意的 b ∈ B N 有 g J b ⇔ h J b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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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BN=hJ∩BN,即 Bgh ][∈ . 

其次 ,我们证明 BB gg ][][ ⊆ .设 Bgh ][∈ ,对任意的m∈B及n∈M m ,由 Bg][ 和B N的定义有g J ∩B N =h J ∩B N ,即 

gJ(m,n)⇔hJ(m,n).因此,存在w1,w2∈m(G)=Gm,使得 
I(g,m)=w1且w1Imn⇔I(h,m)=w2且w2Imn 

成立 .由于w1,w2∈Gm,n∈Mm,从而由定义 11 有 ,w1=n⇔w1Imn⇔w2Imn⇔w2=n,即w1=w2=n,这意味着对任意

m∈B,I(g,m)=I(h,m).因而有(g,h)∈IND(B),从而h∈[g]B. 

因为 BB gg ][][ ⊆ 且 BB gg ][][ ⊆ ,所以 BB gg ][][ = . □ 

例 1:在信息系统表 1 和衍生的名义梯级背景表 2 中,取 B={Muscle-pain,Temperature},通过计算得到 
IND(B)={{p1},{p2,p5},{p3,p6},{p4}}, 

BN={(M,yes),(M,no),(T,high),(T,very high),(T,normal)}, 

}1{]1[ pp B = , }5,2{]2[ ppp B = , }6,3{]3[ ppp B = , }4{]4[ pp B = . 

由 IND(B)可以看出,对任意的 g∈G,都有 BB gg ][][ = . 

另外,由定理 1 可以看出,对任意的 g∈G,在衍生背景可以得到相应的 Bg][ ,再由 BB gg ][][ = ,从而可以得到一

个与 G/B 完全相同的划分,即 }|][{}|]{[/ GggGggBG BB ∈=∈= ,这表明粗糙集中的等价划分可以通过衍生背 

景来实现. 

定理 2(上下近似表示).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A⊆G,B⊆M, )(AB
和 )(AB 分别为信息系统中 A 关于 B 的上近似和下近似,则 

}][|{)( ∅≠∩∈= AgGgAB B , 

}][|{)( AgGgAB B ⊆∈= . 

证明:由定理 1 知 BB gg ][][ = ,再由定义 2 可知结论成立. □ 

上下近似在粗糙集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概念,许多工作都离不开上下近似.例如,粗糙集中的近似精

度是基于上下近似,它将集合的不精确性定量化.由等价关系 B⊆M 定义的集合 A⊆G 的近似精度为 

)(
)()(

AB
ABAB =α . 

基于定理 2,我们可以对近似精度在衍生背景中进行如下表示 

}][|{
}][|{

)(
∅≠∩∈

⊆∈
=

AgGg
AgGg

A
B

B
Bα . 

在粗糙集中,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概念[4]也是基于上下近似的,如集合的上粗相等、下粗相等、粗相等,粗
糙集的 4 个拓扑特征,即粗糙可定义、内不可定义、外不可定义和全不可定义,这些概念都可以由定理 2 直接

推导出来. 
定理 3.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B⊆M,m∈B,则 

1〉 m 在 B 中是不必要的,当且仅当对任意的 g∈G, }{][][ mBB gg −= ; 

2〉 B 是独立的,当且仅当对任意的 m∈B,存在 g∈G,使得 BmB gg ][][ }{ ⊆/− . 

证明:1) 在粗糙集中,m在B中是不必要的,当且仅当IND(B)=IND(B−{m}),即对任意的g∈G有[g]B=[g]B−{m}, 
由定理 1 知 BB gg ][][ = 且 }{}{ ][][ mBmB gg −− = ,因此有 }{][][ mBB gg −= ,故有 1〉成立. 

2) B 是独立的,当且仅对当任意的 m∈B 都为 B 中必要的,即对任意的 m∈B,IND(B)≠IND(B−{m}),由于 

IND(B−{m})⊇IND(B),所以 )(}){( BINDmBIND ⊆/− ,此时,必然存在 g∈G 且 ,即BmB gg ][][ }{ ⊆/− BmB gg ][][ }{ ⊆/− . □ 

定理 4(约简表示).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C⊆B⊆M,则 C 是 B 的

一个约简当且仅当 
1〉 对任意的 c∈C,存在 g∈G,使得 CcC g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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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任意的 g∈G, CB gg ][][ = . 

证明:由粗糙集约简的定义,C是B的一个约简,当且仅当C是独立的且 IND(B)=IND(C).由定理 3的 2〉可知,C 
是独立的 ,当且仅当对任意的c∈C,存在g∈G,使得 CcC gg ][][ }{ ⊆/− ,即C是独立的 ,当且仅当条件 1〉成立 .又

IND(B)=IND(C),当且仅当对任意的g∈G,[g]B=[g]C,即 CB gg ][][ = ,因此IND(B)=IND(C),当且仅当条件 2〉成立.于 

是定理成立. □ 
例 2:在信息系统表 1 中,取 B={Headache,Muscle-pain,Temperature},C={Headache,Temperature},计算可得 

IND(B)=IND(C)={{p1},{p3},{p4},{p2,p5},{p6}}, 
IND(C−{Temperature})={{p1,p4,p6},{p2,p3,p5}}≠IND(C), 
IND(C−{Headache })={{p1,p2,p5},{p4},{p3,p6}}≠IND(C). 

从而,C 是 B 的一个约简. 
在衍生的名义梯级背景表 2 中,计算得到 

BN={(H,yes),(H,no),(M,yes),(M,no),(T,high),(T,very high),(T,normal)}, 
CN={(H,yes),(H,no),(T,high),(T,very high),(T,normal)}. 

相应于定理 4 中的条件 2〉,有 

}1{]1[]1[ ppp CB == , }5,2{]2[]2[ pppp CB == , }3{]3[]3[ ppp CB == , 

}4{]4[]4[ ppp CB == , }6{]6[]6[ ppp CB == . 

对于{Headache}∈C,存在 p1, 

CHeadacheC pppppp ]1[}1{}5,2,1{]1[ }{ =⊆/=− . 

对于{Temperature}∈C,存在 p1, 

CeTemperaturC pppppp ]1[}1{}6,4,1{]1[ }{ =⊆/=− . 

即 C 满足定理 4 的条件 1〉,从而验证了 C 为 B 的一个约简. 
定理 5(依赖表示).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B,C∈M,则 C 依赖于 

B,当且仅当对任意的 g∈G,存在 h∈G,使得 CB hg ][][ ⊆ . 

证明:由于C依赖于B,当且仅当IND(B)⊆IND(C),即对任意g∈G,存在h∈G,使得[g]B⊆[h]C .再由定理 1 有 

BB gg ][][ = 且 CC hh ][][ = ,从而 CB hg ][][ ⊆ ,结论成立. □ 

例 3:在信息系统表 1 中,取 B={Headache,Temperature},C={Muscle-pain},计算可得 
IND(B)={{p1},{p3},{p4},{p2,p5},{p6}},IND(C)={{p1,p3,p4,p6},{p2,p5}}, 

由 IND(B)⊆IND(C)可知,C 依赖于 B. 
在衍生的名义梯级背景表 2 中,可得 

BN={(H,yes),(H,no),(T,high),(T,very high),(T,normal)}, 
CN={(M,yes),(M,no)}. 

进而有 

CB pp ]1[]1[ ⊆ , CB pp ]2[]2[ ⊆ , CB pp ]3[]3[ ⊆ , CB pp ]4[]4[ ⊆ , CB pp ]6[]6[ ⊆ . 

从而验证了 C 依赖于 B. 

4   上近似与外延之间的联系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在(G,M,W,I)中对象集 A⊆G 包含于它的 

上近似 )(AM 中,即 )(AMA ⊆ .而在(G,N,J)中,对象集A包含在它的外延AJJ中,即A⊆A JJ .那么, )(AM 和A JJ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我们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 6. 设(G,M,W,I)为一个信息系统,(G,N,J)为相应的平面梯级衍生背景,A⊆G, )(AM 为A在(G,M,W,I)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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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M的上近似,AJJ为A在衍生背景(G,N,J)中相对应的外延,则 JJAAM ⊆)( . 

证明:若 )(AMg ∈ ,由上近似的定义有,[g]M∩A≠∅,此时,存在g1∈[g]M且g1∈A.由 MM gg ][][ = ,有 Mgg ][1 ∈ ,而

}|{}|{}|{][ JJJJ
N

J
N

J
M hgGhNhNgGhMhMgGhg =∈=∩=∩∈=∩=∩∈= ,所以有 .在衍生背景中,

这意味着 .又因为g

JJ gg 1=
JJJJ gg 1= 1∈A,因此 ,从而 ,即g∈AJJJJ Ag ⊆1

JJJJJJ Aggg ⊆=∈ 1
JJ,所以 JJAAM ⊆)( . □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定理结论中,逆包含一般情况下并不一定成立,例如集合{p3,p4}, 

4},3{)4},3({ ppppM = , . 6}4,,3,1{4},3{ pppppp JJ =

显然, JJppppM 4},3{)4},3({ ⊆ ,但逆包含不成立. 

5   形式概念分析对粗糙集的扩展 

我们知道,在使用粗糙集进行分析和处理数据时,并不需要额外的信息或知识,这是粗糙集的优点,但也是

它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粗糙集在处理某些需要额外信息或知识的数据时,就会显得无能为力.例如表 1 中,对
于属性 Temperature,在默认的情况下,粗糙集理论会认为属性值 normal,high,very high 之间是无关的,也就是说,
属性 Temperature 的 3 个属性值之间无蕴涵关系,从表 3 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结合表 1 和表 2,我们还可以看出,
如果一个病人(比如病人 p3)的 Temperature 是 very high,即这个病人的体温很高,那么这个对象的 Temperature
必然不是 high,即这个对象的体温不高.虽然有时我们会认为 high 和 very high 是无关的,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

可能认为 high 和 very high 之间是相关的,即我们可能认为 very high 也是 high,见表 5. 

Table 5    Another scale of attribute Temperature 
表 5   属性 Temperature 的另一梯级背景 
 Normal High Very high 

Normal 1 0 0 
High 0 1 0 

Very high 0 1 1 

将表 4 和表 5 作为梯级背景,以平面梯级的方式对表 1 进行梯级,得到的衍生背景见表 6. 

Table 6   Formal context 
表 6  形式背景 

Patient (H,yes) (H,no) (M,yes) (M,no) (T,high) (T,very high) (T,normal) (F,yes) (F,no) 
p1 0 1 1 0 1 0 0 1 0 
p2 1 0 0 1 1 0 0 1 0 
p3 1 0 1 0 1 1 0 1 0 
p4 0 1 1 0 0 0 1 0 1 
p5 1 0 0 1 1 0 0 0 1 
p6 0 1 1 0 1 1 0 1 0 

从表 5 和表 6 我们可以看出:若一个病人的体温正常(normal),那么,此病人的体温不高(没有属性 high),也不

是非常高(没有属性 very high);若一个病人的体温高(high),那么,此病人的体温不正常(没有属性 normal),但不是

非常高(没有属性 very high);若一个病人的体温非常高(very high),那么,此病人的体温不正常(没有属性 normal),
而且体温高(有属性 high). 

从形式概念分析的角度来看,(H,yes)→(T,high)并不是形式背景表 2 的一条蕴涵.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病

人头痛时都会导致体温高,这是因为病人 p3 头痛(具有属性(H,yes))但体温却不高(不具有属性(T,high)).然而

(H,yes)→(T,high)却是形式背景表 6 的一条蕴涵,从表 6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从实际的意义看,因为 p3
头痛且其体温非常高,因而可以说,p3 体温也是高的,所以蕴涵(H,yes)→(T,high)与实际是相符合的. 

显然,从形式背景表 2 可以得到信息系统表 1.同样,相应于表 6,我们可以得到表 7. 
由表 7 可以看出,它已不再是一个信息系统,原因是病人 p3 和 p6 在属性 Temperature 下的值已经变为一个

集合,粗糙集理论中并没有相应的处理方法,而形式概念分析却可以从相应的表 6 中提取出蕴涵.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粗糙集理论的局限在于被处理的信息系统值域中的各值之间必须是无蕴涵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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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前面的表示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上面的例子中,由于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梯级背景,而得到了不同的

衍生背景,进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因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对粗糙集理论进行扩展,一般情况下,我们

可以利用常识或额外的信息或知识来得到梯级背景,这样就会产生相应的衍生梯级背景.此时,如果我们从衍生

背景中提取规则,则得到的规则就更为细致,进而可能获取一些额外的知识,这一点在粗糙集中是无法做到的. 
事实上,由表 7 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对全部的属性采用名义梯级背景得到的衍生背景才可以还原为信息系

统,而采用其他梯级背景[6]得到的衍生背景将不能还原为信息系统.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对粗糙集理论中的信

息系统概念进行扩展,而研究扩展意义下的粗糙集模型也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Table 7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of Table 6 
表 7  表 6 的相应表格 

Patient Headache Muscle-Pain Temperature Flu
p1 No Yes High Yes
p2 Yes No High Yes
p3 Yes Yes {very high, high} Yes
p4 No Yes Normal No
p5 Yes No High No
p6 No Yes {very high, high} Yes

6   结  论 

对粗糙集和形式概念分析进行融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形式概念分析中名义梯级背景

和梯级的概念,证明了粗糙集中的上下近似、属性依赖等核心概念都可以在衍生的平面梯级背景中进行表示,
这也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用形式概念分析对信息系统进行研究的优点在于,对不同的领域可以

灵活地选择梯级背景和梯级方式,其缺点是梯级后的属性较多,而这个问题可以采用文献[16]中提出的属性约

简理论进行处理. 
在第 5 节中,我们还揭示粗糙集在分析处理数据时的局限性,对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

实际情况及一些额外的信息选择不同的梯级背景和梯级方式,由此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更具有应用价值,我们将

进一步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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