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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证据理论起源于1967年Dempster提出的由多值映射导出的上概率和下概率，之后Shdcr进一步将其完善
，建立了命题和集合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把命题的不确定性问题转化为集合的不确定性问题，满足
比概率论弱的情况，形成了一套关于证据推理的数学理论。
在不确定性推理方面，其使用更便捷、灵活，推理机制更简洁。
证据理论在人工智能、检测诊断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或多源信息融
合）中，已成为一种基本的、重要的融合算法。
但是在利用证据理论中的证据合成方法进行数据融合时，如果参与合成的证据间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
或冲突，则证据合成方法不能使用或得出明显不合理的结果，引起错误决策。
但是在实际的数据处理当中，证据冲突的情况经常遇到，所以要设法避免冲突证据合成产生的错误，
否则会引起不可预料的后果。
因此，对具有冲突的证据合成方法进行研究是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本书根据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参阅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通过系统研究证据理论产生的典型冲突
悖论问题，结合识别框架、证据可靠性与优先级、乘加合成策略、焦元基数等对证据冲突的影响，剖
析证据冲突产生的机理；研究证据的冲突强弱的衡量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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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解决冲突证据合成问题的有关研究内容，具体包括D—S证据理论的基本概念、证据距离、
合成规则的性质、冲突悖论、证据冲突的衡量、开放识别框架、冲突证据合成规则、冲突证据合成规
则的评价与仿真等。
    本书可供从事人工智能、多源信息融合、不确定性推理、信息处理与识别等方面的科研工作者使用
，也可作为高等学校军事指挥自动化、自动控制、检测与诊断、信号与信息处理等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和高年级学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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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模糊数学的创始人Zadeh在文献中指出了对D－S证据理论的一些观点。
例如，证据合成规则的正则化：过程有时会导致推理结果出现悖论，并且指出产生该情况的原因是由
正则化因子X造成的。
因此，他建议把K去掉，引入假设M而m（g）>0意味着真值可以在识别框架之外取值。
另外，他对证据理论与可能性理论的关系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证据理论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的推理方法，在人工智能、检测诊断等方面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中，已成为一种基本的、重要的融合算法。
证据理论具有以下优点：（1）证据理论采用信任函数而不是概率作为度量，通过对一些时间的概率
加以约束来建立信任函数，而不必说明精确的难以获得的概率。
（2）证据理论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知识，既能处理随机性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又能处理模糊性所导
致的不确定性。
（3）证据理论可以依靠证据的积累，不断地缩小假设集。
（4）证据理论能将“不知道”或“不确定”区分开来。
（5）同概率论相比，证据理论可以不需要先验概率和条件概率密度。
尽管证据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合成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也比较符合人的推理习惯，
但同时也表现出不少缺点：（1）证据合成规则要求所有证据必须是独立的。
这种“证据独立性”要求限制了证据理论的使用范围。
因为证据合成是一个把多源数据进行综合获得决策的过程，被用来合成的数据很可能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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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D-S证据理论的冲突证据合成方法》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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