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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 级
“

喜爱度
”

自然语言进行 赋值
,

建立其模

糊评判的数学模型
,

为临床心 理治疗效果评价的 自然语 言数

量化研 究提供科 学计算方法
,

方法 采 用 区 间模糊统计方

法
,

被试 为 名军 医大学男性本科和大专学生 结果 该

级语义量词均对应一个模糊 子集合及 相应 的隶属 函数
,

其量

表值有着严格序关 系
,

间距呈 非等距分布
,

肯定性量词 的模

糊度大 于 否定性量 词 根据该 级 量表值 及主
、

次量词 建立

了
“

喜爱 度
”
量词集 的多级估 量模糊 集模 型 结论 低文化程

度者对语词
“

量
”
的属性 认知较高

,

级
“

喜爱度
”
多级估量模

糊集模 型为临床心理治疗效果评价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 一 ,

月
一 ,

, ,

,

 ! , ‘

引育

在医疗活动过程中
,

常常需要通过对特定药物

或治疗方法的评价
,

以了解该药物或治疗方法的治

疗效果 传统评价判别方式通常采用简单的自然语

言
“

喜欢
”

或
“

不喜欢
”

来表示一个人的态度 这些方

法违背了 自然语言模糊性 的原则
,

不仅造成信息的

丢失
,

而且造成可靠性 的下降 模糊评判理论则认

为
,

每一个语意量词都有相应 的心理量
,

这个量不是

一个具体的数
,

而是一个模糊数量范围 采用特殊

的多级估量模糊评判技术
,

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人

的心理量 模糊评判
“

多级估量法
’,
仁’〕为心理测量的

数量化研究提供 了新的途径 本研究 旨在对描述人

类行为的
“

喜爱度
”

自然语言进行模糊赋值
,

建立其

模糊评判数据模型
,

为临床心理治疗等工作提供一

种有效
、

准确的工具
,

并对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试赋值

结果进行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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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
.
1 被试者 军校男性在校大学生 200 名

,

其中本

科生 100 名
,

平 均 20
.
8 岁 ;大 专生 100 名

,

平 均

22
.
3 岁

.

1
,

2 调查材料 7 级喜爱度 (极不喜爱
、

很不喜爱
、

较不喜爱
、

一般性
、

较喜爱
、

很喜爱和极喜爱 )自然语

词赋值量表
.

1
.
3 赋值规则 依个体对每一词义的理解

,

给每一

语词在闭区 间〔o
,

10 〕中指定一个适合的数值范围
,

亦可为一个实数
.
极不喜爱从零 开始渐增

,

极喜爱

从 10 开始渐减
.
某一词含有 的属性越多

,

应选取数

字越大 ;词义越含混
,

数字范围则应越宽
.
反之

,

当

自认为词义明确时
,

也可选择其中一个数值
.

2 赋值结果及其筛选

2
.
1 赋值 结果筛选 为防止不理解或偏激结果影

响赋值 的代表性
,

分别计算每名被试在 7 类量词上

的取值 (2 1
,

i ~ 1
,

2

,

3
,

4

,

5

,

6

,

7 ) 与各 总体取值分 布

函数频率 (si )间的符合度 (H i)
.
符合度 (H i) 的计算

公式
:(R i/ si ) X (R i/ Zi )

.
式中 Si 为全体被试在某量



词赋值曲线下的面积 ;Zi 为某被试在某量词赋值下

的面积 , R i 为 Zi j在 Si 上 的投射
.
Ri 越大

,

个体与总

体重叠性越好
,

H i 值越大
.
将 H i< 。

.
05 的 39 名被

试测试结果删除
,

保留 161 名被试的赋值结果
.

2
.
2 斌值频率 根据 16 1 名被试钓 赋值结果

,

计

算 7 类
“

喜爱度
”

语义量词在闭区间不同数值上的分

布频数 (T ab l)
.

表 1 7 级喜爱度遥词斌值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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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 所示

, “

极不喜爱
”

量词的语义赋值频率

在数值 O上频率最高
,

从 1 至 5 逐渐降低
,

大于 6 时

频 率等于 。;“极喜爱
”

恰恰相反
,

数值 10 赋值频率

最高
,

至 7 时频率逐渐降低 ;而
“

较不喜爱
”

和
“

一般

性
”

赋值范围最宽
.

2
.
3 七级

“

喜 爱度
”

童词词 义赋位区 间
、

模糊度及

童表值 模糊集合理论认为〔2〕
,

在心理反应 的连续

体上
,

一种判断类别与另一种判断类别的界线是一

种不分明的状态
.
根据这一理论

,

分别将 7 条频率

分布曲线归 1 化
,

得 A i( 各曲线下 面积 )
.
以各中值

为中轴
,

确定 A i 的两条边所对应区间实数轴上 的两

个点
,

定义两点间距离为该量词的赋值区间
.
计算

7 级
“

喜爱度
”

量词各 自的模糊度及量表值闭
.
结果

见 T ab 2.

表 2 7 级喜爱度量词斌值 区 间
、

模糊度
、

量表

T a b 2 Interv al of d esig nating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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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Z 提示
,

各量词之间有严格 的序关系 ;各量

词赋值区 间宽度不等
.
相邻量词赋值区 间在

“

极不

喜爱
”

与
“

很不喜爱
”

之间有 0
.
006 的重叠闭

.
量词

“

较喜爱
”

的模糊度最大
, “

很喜爱
”

次之
, “

极不喜爱
”

和
“

极喜爱
”

两极性量词的模糊度最小
.

量表值呈严格的序关系
.

“

极不喜爱
”

量词趋 于

0 , “

极喜爱
”

近似于 10 , “

一般性
”

基本居 中
.
各量词

间距呈非等距分布
, “

一般性
”

间距最大
, “

极不喜爱
”

与
“

极喜爱
”

间距最小
.

2
.
4 七 级

“

喜爱度
”

的 多级佑童模栩集模型 多级

估量法阮
6〕要求被试在每一事件或情景判别中

,

首先

在多级估量测试表的诸类别上
,

选择 自认为最适合

的一个
,

并指明肯定度等级
,

然后在相邻的类别上作

同样的选择
.
将相应的区 间值和肯定度值代人数学

模型
,

便可赋予每一次判别一 个确定 的数值
.
Fi gl

为 7 级
“

喜爱度
”

多级评估法简化量表评判举例
.
主

记为 1
,

次记为 2
.

M ostN p v oryN p M OreN p G e., e M P r e
P V e r y P M

o s t P

图 1 7 级喜爱度 多级评估量表

F 19 1 S eale of m u ltistag e evaluatio n sealin g o f 7
一

d
e
g

r e e p
r e

f

e r e n e e
w

o r
d
s

该评判 量表法遵 循
“

事件
”

间相容性原 则[v]
.
其 中

“

主
”

赋值为 0
.
7 , “

次
”

赋值为 0
.
3
.

根据模糊集数学和心理测量理论
,

建立模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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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评判模型
.
设 X

, ,

X

Z

……X
‘

为依大小次序排列 的

类别 量表值
.
被试 在其 中的一个 类别 凡

、

或其 中的

两 个类 别等级 Xi
。 ,

Xi

。 、;上作反应时
,

则被试反应 的

量表估计值 (P )为
:

仅在一个等级上反应

在两个等级 上反应
,

无 主次之分

以 X
.。_
上反应为主

以 xi 时 , 上反应为主

.r{XX自at了

l一
00巴|十

X一,
.

I<j旧

、一
‘

XX

一一

2
.
5 不 同文化程度在词 义 量词 赋值 上 的差 异比较

将被试分为本科生和大专生两组
,

分别为 95 名

和 66 名
.
两组被试在 7 级

“

喜爱度
”

量词上的中值
、

赋值 区间宽度
、

模糊度及量表值的比较结果见 T ab

3
.

不同文化程度被试在 7 个词义量词上的赋值
,

其 中值基本相等
:
在

“

极不喜爱
”

等级上
,

本科生为

0
.
05 6 ,

大专生为 0
.
0 65 ;在最高级上

,

本科生0
.
93 8

,

大专生 0
.
943
.
而两组被试在量词赋值区 间的宽度

上
,

本科生在七个等级上均稍大于大专生
.
但 因词

的模糊性 主要取决于赋值频率
,

大专生对词理解 的

模糊度大于本科生
.
因此

,

前者各等级量词的量表

值均大于后者
.

表 3 不 同文化组学生 7 级喜爱度坛词赋值区 间
、

模糊度 和量表值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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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传统 二 值逻辑判别方式至少存在三点不足
:
¹

将确定或否定某事件或情景视为截然分开的两种事

件 ;º 将不同被试作
“

是
”

或
“

否
”

判断 的心 理量视为

等值 ;» 在
“

事件
”

或情景判断上常常丢失大量的信

息
,

特别是对具有负性意义的事件或情景上作判断

日寸
.

语 义量词的数量化一直是心理测量的难点
.
理

论上
,

模糊概念在数轴上不是一个确定的点
,

而是 一

个 区间
,

类别间 呈非绝然分割 ;但在实际应用中
,

却

必须为每一 量词赋予具体的数量
.

模糊评判理论在解决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问题时
,

是通过赋值试验实现的
.
在大量统计基础

L
,

获得数轴上实数对该模糊概念较稳定 的隶属频

率
.
模糊理 论将该隶属频率所在的数值定义为描述

模糊集合函数的隶属度川
.
根据隶属频率计算各量

词 的模糊度 和量表值
.

rab Z 所示
,

各量词模糊度 大 小分布基本符合

人类语言描述的规律
:
最高级修饰词的模糊度小

,

比

较级的模糊度大
,

中间过程量词其次
.
这说明

,

两极

性量词在人们心 目中的量是 比较明确 的
,

基本符合

集合论关于
“

无
”

与
“

非无
”

两个集合界线是分明的定

律
.
对各量词模糊度数值大小分布进行分析发现

,

同级肯定性量词 的模糊度均分别大于否定性量词
.

换句话说
,

人们在作喜爱度的肯定性判断时
,

常常不

如象作否定性判断时来得那样坚决和明确
,

另外
,

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

模糊度大小有 明显的序例

关系
:“
较

”

级>
“

很
”

级>
“

极
”

级
, “

一般性
”

居中
.

T ab 3 结果说 明
,

两组被试对各量词所对应的

闭区 间数值范围的认识趋于一致
,

即对各量词论闹

的理解基本相同
.
两组被试

“

一般性
”

量词的赋值区

间最宽
,

而两极性量词赋值宽度最小
;
但两组被试赋

值所采取的策略有所不同
:
尽管高学历被试除少数

人采取宽赋值区间策略外
,

赋值点较集 中;而大专生

则主要采取较分散 的赋值 策略
.
因 此

,

前者对词 的

模糊性认知小于后者
.
低学历者各量表值大于高学

历者
,

说明
,

如果将两文化程度被试赋值结果分开
,

那么低学历者对语义量词所包含
“

量
”

的属性认知较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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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6 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分析

T ab 4 A nalysis of eurative effeets in six m ethods of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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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评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

最终获得对各种疗

法的认识
.

T ab 4 所示
,

某患者对
“

森 田疗法
”

的疗效 评判

等级最高
,

而对
“

生物反馈疗法
”

的喜爱程度最低
.

该评判方法最大特点是
,

可供评价选择的等级多
,

可

以非常细致地刻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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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多级估量法在心理治疗效果评判上有着广

泛的应用价值
.
T ab4 为应用举例及量表估计值 (P )

的换算方式
.
P 值越大

,

表明喜爱程度越大
.
例如

,

在评价各种方法治疗恐惧症的效果时
,

可 以根据每

个患者的亲身体验
,

在以上量表中作出选择
,

然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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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中药有效成分补骨脂素 ( pso ra len
s) 加长波紫外光

(U V A )照射疗 法
.
国际 上称 之 为 PU V A 疗法

,

或光 化学 疗

法
,

主要 用于牛皮癣
、

白瘫 风
、

草样霉菌等皮肤病 的治疗
,

其

作 用机理是 由于 P S or al en
s
在 3“

nm 长波紫外线 照射下
,

可

以 造成 D N S 的特异 和非 特异性 损 伤 H B V 是 一种 D N A 病

毒
,

主要 由 D N A 与蛋 白质组成
,

D N A 是病毒 的生命中枢
,

是

H B V 繁殖
、

致 病和遗传变异的物质基础
;
病毒的蛋 白质 则对

病毒有保护作用
,

病毒 的外壳 还具有抗原性
。

目前 H B V 的实

验 室诊断方法主要有免疫学方法
、

病毒培养核酸分子杂交 及

P C R 法
,

由于 P C R 具有高度敏感性
、

特异性
、

快 速
、

简便等优

点 已 被实验 室广 泛采用[z]
.
本 结果 显 示采 用 P U V A 疗法 能

有效灭活血液 中的 H B V
,

但不影响 H B V 的抗原性
,

即 P U V A

可 以使 H B V 中核酸的模板活性丧 失
,

从 而抑制 了 H B V 的

D N A 复制[3J
.
从此 实验结果可 以 推测

,

应 用 P u V A 疗 法
,

结

合光量子血液治疗仪
,

血液透析仪等装置
,

可 以 清除或 抑制血

液中的 D N A 病毒
,

为预 防血 液制 品在应 用冲 的 D N A 病毒交

叉感染 提供 一种新 的手段
,

若 能开 发利用
,

研制 新 的有关设

备
,

一定能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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