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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这份文档是网络层次分析法辅助软件 yaanp的官方使用手册，对 yaanp的
各功能细节进行介绍。

图 1.1: yaanp主界面

本章剩余部分对 yaanp的主要功能进行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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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模型绘制

使用 yaanp构建模型非常直观方便，用户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问题上。
通过便捷的模型编辑功能，用户可以方便地修改模型，为思路的整理提供帮助。

如果需要撰写文档或报告讲解，还可以直接将模型图各部分导出，不需要使用

其他软件重新绘制模型。

图 1.2: 模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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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多种模型类型和标度类型

按照模型结构特点，yaanp将模型分为四种类型：层次模型、单网络模型、
BOCR 模型和完全网络模型。判断矩阵所使用的标度类型也可以在 1-9 标度、
1-5标度、1-3标度和 1-2标度中选择。

模型类型和标度类型在新建模型时选定。

图 1.3: 模型类型和标度类型

1.3 判断矩阵生成及两两比较数据输入

模型结构确定后,yaanp可以对模型进行解析并生成判断矩阵。判断矩阵数
据输入时可以选择三种输入方式：

• 判断矩阵形式；

• 问卷形式；

• 直接输入。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数据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方式输入判断矩阵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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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判断矩阵输入数据

1.4 判断矩阵一致性比例及排序权重计算

由于人的主观性以及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在实际决策问题中，一次就构造

出满足一致性要求的判断矩阵很难实现，经常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多次调整修

正才能达到一致性要求。

在输入判断矩阵数据时，yaanp 能根据数据变化实时显示判断矩阵的一致
性比例和排序权重，方便用户了解目前的判断矩阵情况。

图 1.5: 判断矩阵一致性及排序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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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一致判断矩阵自动修正

除了实时显示的一致性比例，yaanp还能标记出对一致性影响最大的要素，
可以帮助用户对不一致判断矩阵进行人工调整。

但是，人工调整判断矩阵的过程有一定的盲目性，需要凭借经验和技巧来

完成，缺乏科学性。而且，如果是收集到的专家问卷调查数据，直接对这些数据

进行的调整、修改专家的原始判断很可能是不合理的。

针对这种情况，yaanp 提供了不一致判断矩阵的自动修正功能。该功能考
虑人们决策时的心理因素，在最大程度保留专家决策数据的前提下修正判断矩

阵使之满足一致性比例。

图 1.6: 不一致判断矩阵自动修正

1.6 残缺但可接受的判断矩阵计算

实际决策过程中，可能需要向众多专家收集调查问卷。专家通过调查问卷

给出的数据可能是不完整的，例如某位专家由于不好把握、不感兴趣或避嫌等

原因没有给出某些两两比较数据，这样就会导致判断矩阵中的数据不完整，即

存在残缺矩阵。

如果判断矩阵中残缺的要素可以通过其他已填写的要素间接获得，那么这

个残缺判断矩阵就是可接受的。yaanp 提供了残缺但可接受判断矩阵的计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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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一个判断矩阵可以在最少仅输入 n− 1个（而不是全部的 n(n−1)
2
个）数据的

情况下进行计算。

图 1.7: 残缺但可接受判断矩阵

1.7 群决策

群决策是为了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由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决策分析并制定

决策的整体过程。参与填写调查问卷的专家都是决策过程的参与者，最终结果

根据所有专家提供的决策数据确定。

yaanp 提供群决策支持，能够管理参与决策的专家信息以及他们提供的决
策数据。yaanp还提供了多种专家数据集结方法供用户选择。

图 1.8: 群决策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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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cel 97-2003格式的可导入调查问卷

对于利用层次分析法或网络分析法的决策过程，经常会向专家分发调查问

卷，然后回收调查问卷获得专家数据。

yaanp可以生成 Excel格式的可导入调查问卷，分发给专家填写并回收后，
可以方便地导入其中的专家决策数据，大大降低数据输入的工作量。

图 1.9: 生成可导入的 Excel格式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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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利用问卷星收集调查数据

除了生成可导入的 Excel 格式的调查问卷收集专家决策数据，yaanp 还能
利用问卷星收集专家的决策数据。问卷星调查结束后，导入问卷星的调查答案

数据，提高收集专家数据的效率，降低数据输入工作量。

图 1.10: 生成问卷星调查创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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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判断矩阵检查

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两两比较数据，如果决策专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

且认真地进行判断，那么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不一致性的原因有两种：

• 判断矩阵中多项数据的小误差累积；

• 判断矩阵中某项/几项数据的判断错误。

针对以上描述的情况，判断矩阵检查功能尝试使用一致性自动修正算法对

不一致的判断矩阵进行修正，然后根据修正结果和计算过程数据统计，给出不

一致判断矩阵的处理建议。

图 1.11: 判断矩阵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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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灵敏度分析

通过灵敏度分析，能够确定某个要素权重发生变化时，对各个备选方案权

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引导用户在更高的层次作出决策。

利用 yaanp提供的灵敏度分析功能，能够从纵向和横向的角度，查看备选
方案权重随不同要素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图 1.12: 灵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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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计算结果数据展示

yaanp 通过多种形式，展示计算结果和计算过程中的中间数据。例如总排
序权重的列表、图表展示、权重分布图，计算过程中使用、产生的判断矩阵、超

矩阵、权重集成数据等。

图 1.13: 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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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导出计算结果

为了方便用户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或撰写报告，可以将计算结果导出为 Ex-
cel格式文件、CSV文件或纯文本文件。

导出的报告中，还可以设定是否模型图、判断矩阵、超矩阵等各部分数据。

图 1.14: 导出计算数据



第二章 系统要求及安装、卸载

2.1 硬件要求

最低配置

处理器：1 GHz 32位或 64位处理器

RAM：4 GB

存储器：200MB可用空间

推荐配置

处理器：2.6 GHz 32位或 64位处理器

RAM：8 GB

存储器：500MB可用空间

2.2 软件要求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7 with SP1 或更高版本的 Windows。推荐 Microsoft
Windows 10或更高版本的Windows。

Windows 7系统使用本软件需要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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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

Step 1：双击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Step 2：如果系统中没有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将首先启动

其安装程序，完成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安装后，yaanp 安装程序将
继续；

Step 3：根据安装向导说明，接受许可协议、查看信息；
Step 4：选择安装文件夹;
Step 5：设定开始菜单文件夹名称；
Step 6：选择是否在桌面创建图标；
Step 7：完成安装。

2.4 卸载

可以使用两种方式完成 yaanp卸载：
方式一：打开开始菜单，在“所有程序”中选择“yaanp”程序组，然后选

择“卸载 yaanp”项，卸载向导将自动运行；
方式二：从系统控制面板中选择“添加/删除程序”完成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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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窗口左上角的“文件”，将打开后台功能界面。

图 3.1: 后台功能界面

在后台功能界面右下方可以看到“使用授权管理”(未激活前为” 输入序列
号”)，点击后会打开使用授权向导窗口。“使用授权向导”以向导式的操作引导
用户一步步完成输入序列号、导入使用授权等操作，如图3.2所示。

在使用授权向导窗口首页点击下一步，将显示“操作选项”页面，可以选择



. 16 . 第三章 序列号及使用授权

图 3.2: 使用授权向导窗口首页

激活序列号、申请使用授权、导入已有的使用授权文件和重新激活本机使用授

权操作。

图 3.3: 操作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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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激活序列号

大部分情况下，yaanp 软件均采用输入序列号的方式激活使用授权，只有
无法连接 Internet的电脑才需要使用导入使用授权文件方式。
激活序列号时，首先点击“激活序列号”，选中这项操作，然后根据序列号

类型 (租用版还是永久版)，点击“租用版序列号”或“永久版序列号”，然后复
制订单邮件中的序列号，粘贴到下方的“序列号”文本框内，填写“用户姓名”

文本框内容 (随意填写，仅用于关于对话框中的用户名称显示)。

图 3.4: 激活序列号

序列号和用户姓名全部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将会连接到我们的

激活服务器进行激活，根据序列号激活的结果，可能显示下面几种错误原因：

• 网络连接失败

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检查 yaanp的版本号 (主窗口右下角，或软件的“关
于”信息中可以看到版本号)，如果不是最新版本，请首先升级到最新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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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检查 Internet连接。输入序列号需要连接激活服务器进行验证，所以
需要连接 Internet。

如果软件版本和 Internet 连接都没问题，检查防火墙和安全软件 (例如
360、腾讯电脑管家等)是否禁止了 yaanp访问网络。

如果以上检查都没问题，可能是验证服务器由于维护等原因临时不可用，

可以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解决。

• 序列号与 HID不匹配

此错误提示表明该序列号已在另一台电脑上使用，或用户更换了电脑的部

分硬件 (例如硬盘主板网卡等)。

• 无效的序列号

此错误提示表明该序列号无效，请检查是否输入错误，并检查是否正确选

择了序列号类型 (租用版序列号、永久版序列号)。

3.2 申请使用授权文件

如果使用 yaanp 的电脑无法连接 Internet，可以使用“申请使用授权”的
方式获得使用授权文件，然后导入。

在申请使用授权之前，请首先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确认订单信息并备案，

然后就可以在 yaanp中使用“申请使用授权文件”功能发送申请了。
点击选中“申请使用授权文件”，然后点击下一步，弹出的消息窗口确认后，

会显示申请信息填写页面，如图3.5所示。填写信息后点击下一步，选择“保存
信息手动发送 (离线)，根据提示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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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使用授权申请信息

3.3 导入已有的使用授权文件

收到用户的使用授权申请，我们会根据其中的信息生成使用授权文件，然

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

收到使用授权文件后，在图3.2的“使用授权管理”窗口中，点击选中“导
入已有的使用授权文件”，然后点击右侧的“选择文件”按钮，在打开的文件选

择窗口中选中收到的使用授权文件，最后点击下一步就可以完成使用授权文件

的导入了。

3.4 重新激活本机使用授权

此功能仅用于执行转移使用授权后的电脑，又需要重新将使用授权转移回

来的情况。需要使用此功能时，先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按技术人员的指导操

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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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移使用授权

yaanp 的使用授权文件是每台电脑唯一的，输入序列号激活或导入有效的
使用授权文件后，该电脑就被授权使用 yaanp相应版本的功能了。授权使用的
电脑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卸载 yaanp软件后不需要重新申请使用授权，只需重
新安装 yaanp软件并重新输入序列号或导入使用授权文件即可。

如果更换了电脑，可以使用 yaanp的”使用授权转移”功能将使用授权转移
至新的电脑上。使用授权转移后，转入使用授权的电脑将可以使用 yaanp相应
版本的功能，转出使用授权的电脑不能继续使用需要使用授权的软件功能。转

移使用授权的步骤如下：

图 3.6: 转移使用授权按钮

Step 1. 点击主窗口左上方的“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面，然后选择“关
于”。在关于界面中，正式永久版的 yaanp关于信息下方会显示一个”转移使用
授权”按钮，如图3.6红圈内所示。

注意：由于技术原因，有限使用时间的租用版无法转移使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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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点击” 转移使用授权” 按钮，两次弹出确认窗口，如果确认转移需
要两次点击“是 (Y)”按钮。

Step 3. 两次点击“是 (Y)”按钮确认转移后,将弹出文件保存对话框,在这
里指定”转移确认文件”保存的位置和文件名,点击”取消”按钮取消转移过程,点
击”保存”按钮继续转移过程。转移确认文件保存后，将废弃当前电脑的使用授
权。

Step 4. 将保存的转移确认文件 (扩展名为.confirm) 发送给我们的技术支
持。

收到转移确认文件后技术支持人员会进行确认，并重置您的序列号。序列

号重置后会发送通知邮件，可以在新的电脑上启动 yaanp、再次输入序列号激
活了。如果电脑无法连接 Internet，需要通过3.2节“申请使用授权文件”，以
及3.3节“导入已有的使用授权文件”的方式获得新电脑上的使用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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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建

有两种方式打开新建功能界面：点击主窗口标题栏左侧的“新建”按钮，或

点击“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面后，选择左侧最上方的“新建”。新建功能界面

如下图所示。

图 4.1: 新建



4.1 新建 . 23 .

新建功能界面有四种类型的模型可以创建：层次模型、单网络模型、BOCR
模型和完全 ANP模型。鼠标移动到相应功能按钮上会在窗口下方显示对应的模
型说明。

• 层次模型

层次分析法模型没有网络层，同一层的要素之间没有依赖关系，可以认为

层次模型是一种特殊的网络模型。

与 Super Decision 不同，yaanp 中还提供了构建类似 yaahp 中层次模型
的支持，不需要了解节点、簇等更多概念，可以直接构建基本的层次模型。

当然使用网络模型的方式构建层次模型也是可以的，yaanp的“过河收益”
示例就提供了 AHP和 ANP两个版本。它们是等价的，如果计算参数相同，
它们的计算结果也是完全相同的。更多层次模型的不同构建方式可以参考

附录 A。

如果仅需要使用层次分析法，推荐直接创建一个层次分析法模型，而不是

用网络模型的方式构建模型。

yaanp打开层次分析法模型不会显示网络层绘图板。

• 单网络模型

单网络模型是没有控制层、仅有一个网络的网络分析法模型，yaanp打开
这类模型不会显示控制层绘图板。

• BOCR模型

选择此项将创建一个基于利益、机会、成本和风险的 ANP决策模型 [1]
。

此模型与完全 ANP 模型的区别仅在于控制层中将默认创建决策目标和
BOCR要素。

• 完全 ANP模型

创建一个具有控制层和网络层的空网络分析法模型，yaanp打开这类模型
会显示控制层和网络层绘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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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模型时，还可以设定标度类型。标度类型将影响判断矩阵中两两比

较数据的标度，不同标度类型的问卷中有不同数量的决策等级。

选定标度类型后，点击对应模型按钮，将创建一个新的评价项目。

4.2 打开

点击主窗口标题栏左侧的“打开”按钮，或点击“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

面，会显示打开功能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2: 打开

点击左侧的“打开存盘文件...”按钮，将弹出选择打开文件对话框，选择欲
打开的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将打开存盘文件中的数据。如果希望打开 yaahp(层
次分析法) 存盘文件，点击“导入 yaahp 存盘文件...”，在弹出的打开文件对话
框中选择想要打开的.ahpx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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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列出最近使用的文档，可以通过鼠标点击快速打开。

4.3 保存

当存在未保存的数据时，主窗口标题栏左侧的“保存”按钮变为可用状态，

点击此按钮就可以保存数据。如果是第一次保存，会弹出选择保存文件对话框。

4.4 另存为

点击“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面，点击“另存为”，将弹出选择保存文件对

话框，选择希望另存为的位置和文件名，点击“保存”按钮将当前数据保存到所

选位置的文件中。

图 4.3: 另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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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保存模型图

控制层或网络层的模型图可以保存为图像文件，点击图4.4左图绘图板右侧
工具栏上的“导出当前绘图区内容到图像文件”按钮，打开图4.4右图所示的“导
出设定”窗口，设定导出文件类型、背景颜色和 DPI后，点击“导出”按钮选
择导出文件保存位置和名称，完成导出模型到图像文件操作。

图 4.4: 导出模型图

4.6 导出数据

所有模型图、模型设定、判断矩阵数据、计算中间数据和计算结果都可以

导出。在计算结果界面，工具栏的“导出计算数据”及其下拉按钮可以完成数

据导出功能，点击希望导出的数据类型对应按钮，选择导出数据所保存的位置

和文件名，完成数据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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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数据导出预览

参考文献

[1] Thomas L Saaty著，鞠彦兵，刘建昌译. 网络层次分析法原理及其应用——
基于利益、机会、成本及风险的决策方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8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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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anp 模型编辑界面上方为工具栏，工具栏下方有两个模型绘图区域，控
制层绘图区和网络层绘图区。完全 ANP 模型和 BOCR 模型两种绘图区都会使
用，层次模型仅使用控制层绘图区，单网络模型仅使用网络层绘图区。图5.1中
绿色框中为控制层绘图区，下方黄色框中为网络层绘图区。

图 5.1: 模型绘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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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模型绘制工具栏

图5.1红框中的模型绘制工具栏中提供了编辑模型时常用的功能，按功能分
为五类：

• 检查模型

提供模型合法性检查的相关功能。

• 鼠标工具

提供各种鼠标工具，点击相应工具，鼠标在绘图区中变为相应的功能。例

如选中连接工具后，可以使用鼠标在绘图区方便地创建连接。

• 排列组合

利用排列组合工具组中工具，可以方便地对选中图形执行组合/取消组合
操作，以及各种重排操作。

• 绘图板

如果需要改变绘图板的行为和视图效果，例如是否自动对齐到网格、显示

绘图区网格等，在绘图板工具组中操作即可。

• 连接

利用连接工具组中提供的功能，可以对连接线的效果、规划进行设定。

鼠标光标悬停在工具栏各个工具上，会显示相关的提示信息。

5.2 控制层绘图区

控制层绘图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在线 yaanp视频演示中的第一个视频演
示 (1层次分析法模型编辑)：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 30 . 第五章 模型构建

5.2.1 添加要素图形

控制层绘图区左侧为要素工具栏，列出了可以使用的两种要素：决策目标

和控制准则。

图 5.2: 控制层要素工具栏

在右侧“要素”栏的“控制目标”或“控制准则”上按下鼠标左键，然后拖

动这个要素到绘图板上，在合适位置松开鼠标按键添加相应的要素图形。

5.2.2 修改要素文本

双击要素图形可以进入要素的文本编辑模式，编辑要素文本后按下回车键

或鼠标点击绘图板其他区域完成编辑。

图 5.3: 编辑要素文本

5.2.3 创建要素间连接

有三种创建连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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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连接

选中连接起点元素，在图形中心的连接点按下鼠标左键，然后移动鼠标光

标到计划连接的终点要素 (将显示边框高亮)，松开鼠标左键。

• 使用连接工具

顶部工具栏中选择“单向连接”工具，然后在连接起点要素内部任意位置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光标到终点要素 (将显示边框高亮)，松开鼠标左
键。

• 一次连接多个要素

框选希望作为连接终点的要素，然后在右侧工具栏上选择最上方的“一次

连接多个要素”按钮。出现连接虚线后，鼠标光标移动到起点要素，点击

鼠标左键，一次完成多个连接的创建。

5.2.4 修改要素属性

选中要素图形后，右侧会显示如图5.4左图红框中的属性设定按钮，点击后
弹出图5.4右图的属性设定窗口。
在属性设定窗口中，可以对要素的尺寸、样式、顺序值、文本格式以及文本

内容进行设定。

5.2.5 设定要素顺序

判断矩阵中要素出现的顺序是由要素的顺序值确定的，有两种方式编辑要

素的顺序值。

• 属性窗口输入顺序值

直接在要素属性窗口中修改要素的顺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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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要素图形属性设定

• 使用顺序设定模式

进入“顺序设定模式”，通过鼠标按顺序点击设定编辑要素顺序。

进入“顺序编辑模式”后，要素左上角将显示现在要素的顺序值。按希望

的要素顺序，依次点击各个要素即可完成要素的顺序设定。下一次点击的

要素顺序值，显示在绘图板标题栏右侧绿框中。所有要素顺序值设定完成

后，自动退出“顺序设定模式”。

图5.5为控制层绘图区域进入顺序设定模式后的截图。

图 5.5: 控制层顺序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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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绘图区编辑工具栏

在控制层绘图区左侧，有一个垂直摆放的工具栏，如图5.6所示。

图 5.6: 控制层编辑工具栏

这个工具栏中提供了“一次连接多个要素”、各种剪贴板操作以及导出绘图

区内容到图像文件的功能。各按钮可用状态随选中的要素、剪切板内容而变化。

鼠标光标悬停在工具栏按钮上，会显示相关的提示信息。

5.3 网络层绘图区

网络层绘图的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在线 yaanp视频演示中的第二个视频演
示 (2单网络的模型编辑)：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5.3.1 添加要素图形

网络层绘图区左侧为要素工具栏，列出了可以使用的两种要素：簇和节点，

如图5.7所示。
在右侧“要素”栏的“簇”上按下鼠标左键，然后拖动簇到绘图板上，在合

适位置松开鼠标按键添加相应的簇要素图形。“节点”要素必须在簇内创建，在

右侧“要素”栏的“节点”上按下鼠标左键，然后拖动到绘图板中某个簇的内

部，松开鼠标按键就可以在簇内添加相应的节点要素了。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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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网络层要素工具栏

5.3.2 修改要素文本

双击簇或节点要素图形可以进入要素的文本编辑模式，编辑要素文本后按

下回车键或鼠标点击绘图板其他区域完成编辑。

图 5.8: 编辑要素文本

5.3.3 创建要素间连接

有两种创建连接的方法。

• 直接连接

直接创建节点与节点间的连接。选中连接起点元素，在图形中心的连接点

按下鼠标左键，然后移动鼠标光标到计划连接的终点要素 (将显示边框高
亮)，松开鼠标左键。

也可以简单地在簇上松开鼠标左键，这样将一次操作创建起点到簇中所有

节点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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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连接工具

顶部工具栏中选择“单向连接”工具，然后在连接起点要素内部任意位置

按下鼠标左键，拖动鼠标光标到终点要素 (将显示边框高亮)，松开鼠标左
键。

类似地，在簇上松开鼠标左键，可以一次操作创建起点到簇中所有节点的

连接。

5.3.4 修改要素属性

选中要素图形后，右侧会显示如图5.9左图红框中的属性设定按钮，点击后
弹出图5.9右图的属性设定窗口。

图 5.9: 要素图形属性设定

在属性设定窗口中，可以对要素的尺寸、样式、顺序值、文本格式以及文本

内容进行设定。

5.3.5 连接检视模式

点击绘图区域标题栏右侧的“连接检视模式”按钮。标题栏由蓝色变为灰

色，说明进入了检视模式，“连接检视模式”按钮右侧的另外三个按钮变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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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图 5.10: 进入连接检视模式

连接检视模式有三种显示状态：簇间连接、起点连接和终点连接。在连接

检视模式下，点击“连接检视模式”按钮右侧的三个按钮可以切换不同的显示

状态。

• 簇间连接

簇间连接模式下，不再显示节点之间的连接，仅显示根据簇内节点连接得

到的簇间连接。如果簇内节点之间有连接，在簇的上方显示一个自连接线。

如果两个簇中节点之间存在双向的连接关系，连接线显示为蓝色，否则单

向连接为黑色连接线。

图 5.11: 连接检视模式-簇间连接

• 起点连接

起点连接模式下，将仅显示以选中节点为起点的连接。连接的起点节点边

框为红色，终点节点边框为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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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连接检视模式-起点连接

• 终点连接

终点连接模式下，将仅显示以选中节点为终点的连接。连接的起点节点边

框为红色，终点节点边框为绿色。

图 5.13: 连接检视模式-终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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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设定要素顺序

判断矩阵中要素出现的顺序是由要素的顺序值确定的，有两种方式编辑要

素的顺序值。

• 属性窗口输入顺序值

直接在要素属性窗口中修改要素的顺序值。

• 使用顺序设定模式

点击标题栏的“顺序设定模式”按钮，进入“顺序编辑模式”，要素左上

角将显示现在要素的顺序值。按希望的要素顺序，依次点击各个要素即可

完成要素的顺序设定。下一次点击的要素顺序值，显示在绘图板标题栏右

侧绿框中。所有要素顺序值设定完成后，自动退出“顺序设定模式”。

图5.14为网络层绘图区域进入顺序设定模式后的截图。

图 5.14: 网络层顺序编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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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绘图区编辑工具栏

在网络层绘图区左侧，有一个垂直摆放的工具栏，如图5.15所示。

图 5.15: 网络层编辑工具栏

这个工具栏中提供了各种剪贴板操作、导出绘图区内容到图像文件以及改

变连接线类型功能。各按钮可用状态随选中的要素或连接、剪切板内容而变化。

鼠标光标悬停在工具栏按钮上，会显示相关的提示信息。

5.3.8 带控制层的网络分析法模型编辑

带控制层的 ANP模型编辑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在线 yaanp视频演示中的第
三个视频演示 (3多网络模型编辑)：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

打开一个 BOCR 模型或完全 ANP 模型后，控制层绘图区和网络层绘图区
将同时显示在主窗口中。上方是模型“控制层”编辑区域，下方是模型“网络

层”编辑区域。

在控制层和网络层绘图区标题栏的右侧有“恢复大小”和“最大化”按钮，

点击可以改变绘图区域的大小。也可以通过拖动控制层和网络层编辑区域间的

可拖动的分隔条“改变两个编辑区域”的大小，双击分隔条也可以快速地执行

网络层绘图区域最大化和恢复大小操作。如图5.16所示，中间分隔控制层和网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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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层绘图区域的的灰色横线为可拖动的分隔条，黄色框中为恢复大小和最大化

按钮。

图 5.16: 恢复大小、最大化和可拖动的分隔条

BOCR 模型或完全 ANP 模型中，包含一个控制层结构和多个网络层结构
模型。控制层中每个底层的要素对应一个网络，控制层中点击一个控制准则要

素后，网络层绘图区域会打开其对应的网络。

图5.17的上方子图中可以看到，当控制层选中“经济利益”后，网络层绘图
区会显示经济利益网络；下方子图中控制层选中了“经济机会”，网络层对应地

显示经济机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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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控制准则和它对应的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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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模型合法性检查

合法的模型要求控制层和所有的网络层模型都是合法的，点击工具栏中的

检查模型按钮对当前打开的模型合进行法性检查。如果模型中存在错误，双击

错误可以定位到错误相关的要素。

图 5.18: 模型合法性检查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1 层次分析法模型编辑、2 单网络的模型编辑、
3多网络模型编辑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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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个网络的网络分析法模型中，为了完成计算，需要确认不同网络中

要素间的关联关系，并对“控制准则集成公式”和“备选方案”进行设定。

在 yaanp的模型设定界面可以进行要素关联关系确认、控制准则集成公式
和备选方案的设定，如图6.1所示。

图 6.1: 模型设定窗口

注意：AHP模型和单网络的 ANP模型都不需要设定控制准则集成公式，并
且 AHP模型的备选方案由模型解析自动获得，不需要设定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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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确认要素关联关系

图6.1显示的模型设定界面，右侧表格显示所有网络中各要素的关联关系。
要素关联关系表格中每一行对应一个要素，“关联名称”列为该要素的名称；除

第一列外，其他每一列对应一个网络。列的非空行表示这个网络中具有特定的

要素，并且与其他列 (网络)中的相应要素关联起来。
要素关联关系是自动根据模型中的要素名称文本生成的各网络中要素之间

的关系，如果发现要素关联关系与预期不同，可以通过返回模型编辑、修改相

关要素文本来改变要素关联关系。

图 6.2: 要素关联关系

图6.2是横向展开了的要素关联关系表格，从中可以看出，“外包所有开发
工作”在多个网络中都存在，并且它们被关联了起来。计算时，各个网络中“外

包所有开发工作”的权重将使用控制准则集成公式进行集成，作为最终“外包

所有开发工作”的权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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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控制准则集成公式

具有多个网络的模型中，同一个要素可能在多个网络中出现。例如在开发

外包示例模型中，备选方案在经济利益和技术利益网络中都存在，如图6.3所示。

图 6.3: 经济利益和技术利益网络中的备选方案

图6.3上方为经济利益网络，下方为技术利益网络，两个网络中的备选方案
簇中都有“外包所有开发工作”等要素。各网络超矩阵计算完成、得到要素权

重后，不同网络中的相同要素需要根据控制层的控制准则权重，综合对应网络

中相应要素权重，得到最终的要素对于决策目标的权重，这就需要设定控制准

则的权重集成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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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栏的“设定集成公式”按钮，或点击“控制准则集成公式”标题

栏，将打开“控制准则集成公式”的设定窗口，如图6.4所示。

图 6.4: 控制准则集成公式设定窗口

“控制准则集成公式”设定窗口中，左侧列出所有的控制准则。控制准则列

表右侧是运算符按钮区域，它们的上方是“基本集成公式”显示区域。窗口右

侧为公式测试区域，用于查看当前设定的公式是否合法以及计算示例。

双击某个控制准则，可以将其加入到集成公式中，显示在上方的基本集成

公式区域；点击运算符区域的按钮，将插入相应的运算符。右侧公式测试区域，

会根据公式内容实时显示公式是否合法和计算结果信息。图6.5左侧和右侧子图
分别显示公式非法和合法时的测试区域截图。

图 6.5: 非法、合法公式的测试区域

基本集成公式中只有控制准则权重，并不是完整的集成公式，完整的集成

公式中各控制准则权重还要乘以相应的要素权重值。在实际计算中，使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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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成公式计算要素的集成权重。图6.6中，红框中是基本集成公式，右侧绿框
中是完整的集成公式。

图 6.6: 基本集成公式和完整集成公式

双击公式测试表格中值列的单元格，可以修改其中的值，公式测试的计算

结果值也会相应地改变。双击单元格进入编辑状态的单元格如图6.7所示。

图 6.7: 单元格编辑状态

例如开发外包示例中，每个网络中都有“外包所有开发工作”。计算网络极

限矩阵、得到各个网络的“外包所有开发工作”的权重后，最终的“外包所有开

发工作”的权重将根据图6.6中右侧公式计算。也就是各个控制准则权重乘以对
应网络中“外包所有开发工作”的权重，得到公式中各项 Wi · vi，最后计算出
“外包所有开发工作”的最终权重。

控制准则集成公式应该根据模型中的具体业务需求进行设定，但如果简单

的加权平均就可以满足业务需求，简单地点击运算符区域的“默认集成公式”按

钮，就可以将设定集成公式为默认的加权平均方式。默认集成公式按钮如图6.8红
框中所示，鼠标悬停按钮上将会提示更多的说明信息。



. 48 . 第六章 模型设定

图 6.8: 使用默认集成公式

控制准则集成公式设定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设定、关闭设定窗

口。模型设定的控制准则集成公式将显示所设定的完整集成公式，如图6.9所示。

图 6.9: 集成公式设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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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备选方案设定

如果网络分析法模型中不设定备选方案，将在计算结果中展示所有要素的

权重。如果没有为模型设定备选方案，直接切换到判断矩阵界面将提示计算结

果中将显示所有要素权重的提示信息。

为模型设定备选方案，可以让计算结果的展示更加清晰。这里所说的“备

选方案”并不一定要对应具体业务或现实中的实际方案，例如有些模型只是为

了得到各种评价标准的权重，那么这些评价标准就可以设定为这里的“备选方

案”。

点击工具栏的“设定备选方案”，或者点击“备选方案”标题栏，将打开“设

定备选方案”窗口，如图6.10。

图 6.10: 备选方案设定窗口

在备选方案设定窗口中，以簇为单位设定备选方案，也就是说选定簇中的

所有要素均被设定为备选方案。点击对应的簇按钮，设定或取消该簇中所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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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为备选方案。选中簇右上角会显示一个对勾，再次点击已选中的簇会取消其

选中状态。

各网络中，簇名称中包含“方案”、“备选方案”以及“Alternative”字符串
的簇，其中的节点会自动标记为备选方案，也即“设定备选方案”窗口中，这些

簇会被自动选择。

注意：由于空间有限，备选方案设定窗口中的簇按钮上最多列出三个簇内

节点，但选中该簇将设定该簇内所有节点为备选方案。

设定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备选方案设定。模型设定的备选方案

区域将显示设定结果，如图6.11所示。

图 6.11: 备选方案设定结果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4网络模型设定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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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anp 会根据模型生成多个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中的两两数据可以直接在
yaanp 中输入，也可以通过 Excel 格式的调查问卷或利用问卷星收集数据，然
后回收导入。本章对 yaanp的判断矩阵数据输入相关的功能进行说明，其他两
种数据输入方式可以参考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内容。

合法的模型构建完成、模型设定完成后，可以切换到“判断矩阵”界面，如

图7.1所示。

图 7.1: 判断矩阵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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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判断矩阵树

7.1.1 判断矩阵树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界面的右侧显示一个树形结构，这个树形结构列出了模

型解析生成的、需要填写数据的判断矩阵，每个判断矩阵对应树形结构上的一

个叶子节点，如图7.2所示。

图 7.2: 判断矩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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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矩阵分为三种：控制层判断矩阵、网络层簇判断矩阵和网络层节点判

断矩阵。判断矩阵树上，簇判断矩阵和节点判断矩阵还按网络进行了分类。默

认状态下，树结构会完全展开，点击灰色文字节点 (类别节点)左侧的收起/展开
图标，可以收起或展开该类别下的判断矩阵节点。

7.1.2 节点图标

不同的类别节点图标不同，表7.1列出了类别节点图标的含义。

表 7.1: 类别节点图标
图标 说明

控制层类别节点

簇判断矩阵类别节点

节点判断矩阵类别节点

网络类别节点

判断矩阵树上的每个叶子节点对应一个判断矩阵，它的图标代表了相应判

断矩阵所处的不同状态，表7.2列出了各种图标的含义。

表 7.2: 判断矩阵节点图标
图标 说明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没有输入任何值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输入了部分值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输入了全部值，但是判断矩阵不一致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输入了全部值但不一致，标记为自动修正一致性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输入了全部值，并且判断矩阵一致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没有输入全部值，但可接受（可进行计算）且一致

该要素的判断矩阵没有输入全部值，可接受但判断矩阵不一致



. 54 . 第七章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7.2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鼠标左键点击一个判断矩阵节点，窗口右侧将显示其对应的判断矩阵数据

输入区域，图7.3显示在判断矩阵树上选中“开发外包决策”节点后，判断矩阵
数据输入区域就可以输入它的两两比较数据了。

图 7.3: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输入判断矩阵数据有三种形式：判断矩阵形式、问卷形式和直接输入形式。

7.2.1 判断矩阵形式

这种形式输入时，点击一个单元格，然后拖动右上方的滑动条设定两两比

较值。滑动条上下方显示两两比较要素的名称，认为哪个要素更重要，就将滑

动条向它的方向拖动。如图7.4所示。
如果选中滑动条上方的“连续的两两比较值”复选框，如图7.4红框中所示，

拖动滑动条时两两比较值将连续变化。



7.2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 55 .

图 7.4: 判断矩阵形式

如果判断矩阵不一致，对一致性影响较大的两两比较值对应的单元格底部

还会用深浅不同的橙色进行标记，如图7.4绿框中所示。橙色越深，对一致性影响
越大。默认标记对一致性影响最大的三个两两比较数据，但也可以下拉图7.4右
上方蓝色框处的下拉框，选择显示几个或不显示。

7.2.2 问卷形式

这种形式以列表的形式展示两两比较问题，每个问题一行。根据重要性判

断，点击相应数字即可完成两两比较数据的输入。如图7.5所示。

图 7.5: 问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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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直接输入形式

有些两两比较要素具有客观数据，例如两种方案的费用比较，这种具有客

观数据的情况适合使用“直接输入”的形式输入。直接填写各要素的客观数值，

选择“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完成输入。

例如“移动通信套餐选择”案例中，三种套餐的“套餐基本费用”矩阵，使

用“直接输入”方式，分别填写三种套餐的月租金额，然后选择“越小越好”即

可。如图7.6所示。

图 7.6: 直接输入形式

7.3 判断矩阵实时信息

无论哪种形式输入判断矩阵数据，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例和要素权重将根

据判断矩阵中的两两比较数据变化，实时地更新显示在实时信息区域中，如

图7.7所示。
要素权重可以选择“归一化”还是“理想化”显示，图7.7中，左侧显示归

一化的要素实时权重，右侧显示理想化的要素实时权重。



7.4 计算参数设定 . 57 .

图 7.7: 判断矩阵实时信息

7.4 计算参数设定

判断矩阵界面顶部的工具栏中可以直接对判断矩阵计算方法、一致性修正

算法及精度、极限矩阵计算方法进行设定。图7.8是工具栏默认设定的截图，鼠
标悬停在各选项上，会显示提示信息。

图 7.8: 计算、修正设定

7.4.1 判断矩阵计算方法

判断矩阵计算方法可以选择幂法、和法和根法，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建议

使用默认的幂法。因为根法或和法在计算残缺可接受判断矩阵时存在问题，如

果判断矩阵中数据有可能存在残缺，最好使用幂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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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9: 判断矩阵计算方法设定

7.4.2 一致性修正算法

yaanp可以对不一致的判断矩阵数据进行自动修正，使之满足一致性要求。
修正方法可以设定为自动选择、最小改变或最优方向，如果设定为自动选择，将

根据具体判断矩阵数据的特点自动选择所使用的修正算法。推荐使用默认的自

动选择设定。

图 7.10: 一致性修正算法设定

高中低三种精度选择将影响最小改变算法的计算时间和精度，精度越高计

算时间越长，找到全局最优解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况下，设定为低精度就够

用了，因为对于一致性修正问题来说全局最优解并不一定对应实际中的最优 (并
不一定是消除专家数据误差的最优方案)。如果存在阶数很高的判断矩阵，并在
计算结果中发现高阶判断矩阵的修正结果没有达到一致性要求，可以尝试设定

更高的精度进行计算。

图 7.11: 一致性修正精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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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极限矩阵计算方法

极限矩阵计算指的是根据加权超矩阵计算计算极限矩阵的过程，yaanp 提
供了五种不同的极限计算方法：标准算法、新层次算法——极限、新层次算法、

分块重整——左上归一以及分块重整——完整归一。

• 标准算法

极限矩阵的标准计算方法，对应 SuperDecision中的 Calculus type。

• 新层次算法——极限

按网络、层次结构的分块重整算法，计算子矩阵极限。对应 SuperDecision
的 New Hierarchy (with limit)。

• 新层次算法

按网络、层次结构的分块重整算法，不计算子矩阵极限。对应 SuperDeci-
sion的 New Hierarchy (without limit)。

• 分块重整——左上归一

按节点吸收状态的分块重整算法，左上角重整子矩阵单独归一化。对应

SuperDecision的 Sinks formula (normalize limitB)。

• 分块重整——完整归一

按节点吸收状态的分块重整算法，完整矩阵归一化。对应 SuperDecision
的 Sinks formula (straight normalize)。

标准算法 (Calculus) 使用标准的极限计算方式得到极限矩阵，而其他四种
算法利用矩阵分解的思路，将超矩阵分块计算，最后组合得到最终的极限矩阵。

更多的极限矩阵计算算法说明可以查阅文献 [1]。如果希望了解超矩阵性质、计
算相关的理论内容，可以查阅文献 [2]。

点击图7.12右侧的“说明”按钮也可以打开本文档的这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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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 极限矩阵计算方法设定

7.5 一致性自动修正

7.5.1 导致判断矩阵不一致的原因分析

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两两比较数据，如果决策专家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

且认真地进行判断，那么专家给出的判断矩阵不一致性的原因有两种：

• 判断矩阵中多项数据的小误差累积

专家基于离散标度 (例如 1-9 标度) 给出的两两比较判断本身是一个模糊
的判断，存在一定的误差是很正常的。例如专家给出了“比较重要”(对应
1-9标度中的 6)的判断，但是按照专家本意可能 6.1更适合而不是 6。判
断矩阵中多个这样的误差累积起来可能就会导致判断矩阵不能满足一致

性要求。

• 判断矩阵中某项/几项数据的判断错误

专家在输入数据时，有可能因为某个知识点的欠缺或理解错误，或者由于

误操作给出了错误的判断数据。这类情况在实际中也有可能发生，但正常

情况下，在一个判断矩阵中这类错误的数量应该是较少的。

7.5.2 判断矩阵不一致修正的思路

对于“判断矩阵中多项数据的小误差累积”，修正的思路是以最小化对专家

数据的修改为目标，对判断矩阵中各个要素进行微调，使判断矩阵满足一致性。

对于“判断矩阵中某项/几项数据的判断错误”，修正的思路是寻找出判断
矩阵中错误程度最高的要素，对其进行修正，如果一次修正不能达到一致，再

次执行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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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yaanp提供的一致性自动修正算法

yaanp 中提供了两种不一致判断矩阵修正算法：最小改变算法和最优方向
算法。

最小改变算法实际上是对判断矩阵的微调，处理的情况主要是针对由于判

断矩阵中多个值都有微小的误差，经过累积使判断矩阵不一致（这种情况也经

常发生），这种方法只是在以对判断矩阵尽量小的改动条件下，微调判断矩阵中

的值从而使之满足一致性。

最优方向算法一般适用于某个专家由于笔误或判断失误使判断矩阵中某个

值（或少量的某几个值）偏差较大，导致一致性比例不能满足，该方法将找出这

个值（或几个），根据判断矩阵的其他值进行修正。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5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参考文献

[1] Bill Adams. Superdecisions limit matrix calculations. USA: Decision Lens
Inc, 2011.

[2] Thomas L Saaty著，鞠彦兵，刘建昌译. 网络层次分析法原理及其应用——
基于利益、机会、成本及风险的决策方法.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 45-58.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八章 群决策

在判断矩阵界面右下角，有一个群决策面板，如图8.1红框中所示。

图 8.1: 群决策面板

与 yaahp中需要明确地启用群决策不同，yaanp中的单决策被认为是只有
一位专家的群决策。模型创建后，会添加并启用一个名为“Default”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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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专家管理

在群决策面板中可以执行添加、删除专家操作。

点击群决策面板上方工具栏中“添加专家”按钮 (绿色加号)，在弹出的窗
口中输入专家名称，然后点击确定或按下回车键，群决策面板的专家列表中就

会增加了一位专家。

选中专家列表中的一位专家，点击工具栏中的“移除专家”按钮 (红色减
号)，在弹出的确认窗口中确认操作，就会删除选中专家。删除专家将删除该专
家的权重设定及所有的判断矩阵数据。

如果需要修改专家名称，双击专家列表中的专家名称单元格，进入专家名

称编辑状态，输入希望的名称然后按下回车键确认修改。

图 8.2: 修改专家名称

在群决策面板中的专家列表上选择不同的专家，左侧的判断矩阵数据输入

区域将显示对应的专家数据。窗口左侧判断矩阵树上方也会显示当前专家。

图 8.3: 当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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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设定专家权重

专家用“权重”来表示其决策数据的重要性，默认情况下，各位专家的权重

是平均分配的。图8.4中，群决策面板工具栏中的“平均专家权重”为选中状态，
那么在计算时，各专家权重将完全平均分配。

图 8.4: 平均专家权重

如果希望指定各位专家的权重，点击工具栏的“平均专家权重”，取消其选

定状态，然后双击专家的权重单元格就可以修改专家权重了。yaahp 中要求各
专家权重值之和为 1.0，但 yaanp没有这个限制。计算时会先归一化专家权重，
然后使用归一化的权重值作为最终专家权重数值参与计算。

图8.5中，群决策面板工具栏中的“平均专家权重”为未选中状态，这样就
可以通过双击专家列表中各专家的权重单元格，进入编辑模式修改专家权重。

图 8.5: 设定专家权重

8.3 专家数据集结方式

群决策数据集结是将多位专家给出的决策数据综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础进

行计算得到群体决策结论。yaanp 中群决策专家数据集结方式有四种，这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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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以分为计算结果集结和判断矩阵集结两类。

• 计算结果集结

判断矩阵排序权重加权几何平均；

判断矩阵排序权重加权算术平均。

• 判断矩阵集结

判断矩阵数据等级平均；

判断矩阵数据数值平均。

群决策的专家数据集结方式可以在群决策面板的工具栏中设定，如图8.6所
示。

图 8.6: 专家数据集结方式

8.3.1 计算结果集结

使用计算结果集结方式处理群决策专家数据时，首先对每个专家的判断矩

阵进行计算，得到各个判断矩阵的排序权重，然后再对所有专家的排序权重（计

算结果）利用算术/集合平均完成数据集结，最后利用集结后的判断矩阵排序权
重计算总排序权重。

在计算结果中会显示集结后的判断矩阵，可以发现计算结果集结后的判断

矩阵一致性比例全部为 0.0。因为集结后的判断矩阵数据是根据其排序权重计算
出来的相对值，所以判断矩阵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这个一致性比例是没有实

际意义的，也即不能用它来说明决策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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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判断矩阵集结

使用判断矩阵集结方式处理专家数据时，首先对每个专家的判断矩阵中的

对应项进行等级/数值平均，得到一组集结后的判断矩阵，然后再计算这些矩阵
的排序权重 Wi，最后计算得到总排序权重。

等级平均和数值平均的差别在于对小于 1 的两两对比等级的处理。等级平
均认为小于 1的两两对比值之间的差距也是“1”，而数值平均小于 1的等级差
距小于 1。例如等级平均认为 1/2和 1/4之间相差与 2和 4之间的差距相同，而
使用数值平均时，1/2与 1/4之间的差距为 1/4，而 2与 4之间的差距为 2。

注意：集结数据的一致性没有意义，不能用它来说明决策数据的一致性！关

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说明请参考：

http://blog.metadecsn.com/group-data-in-article/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7群决策基本操作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blog.metadecsn.com/group-data-in-article/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九章 Excel格式的调查问卷

模型构建完成后，就可以生成 Excel 文件格式的调查问卷，分发给专家填
写、回收后，可以直接将调查表数据导入到软件中。相比于在软件中一个个地

输入专家数据，方便很多。

图 9.1: 调查表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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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生成

点击窗口左上角的“文件”标签，打开后台功能界面。在后台功能界面中，

选择“生成调查表”，将打开如图9.1所示的调查表界面。
图9.1上方有三个关于内容设定的复选框，可以控制生成的调查问卷中说明

文字是否可编辑、行高是否自动调整和是否包括模型图，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

定；下方是问卷中各部分的文本设定，其中已经填写了默认的文本，可以在此

基础上进行修改。

设定完成后，点击“生成调查表”按钮，在弹出的“另存为”窗口中选择调

查表文件名称和保存位置，最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调查问卷的创建。问卷

成功生成后，桌面右下角会弹出通知信息，如图9.2所示。

图 9.2: 提示信息

9.2 填写

将问卷分发给专家，专家使用 Excel打开后，会提示“启用宏”。为了方便
“两两比较数据”的输入，调查问卷使用了 Excel的宏功能，专家简单地点击鼠
标就可以完成“两两比较数据”的输入。为了输入数据，必须点击图9.3红框中
所示的“启用内容”按钮，启用调查问卷中的宏。

问卷中的宏启用后，就可以通过点击两两比较行的相应单元格输入数据了。

Excel格式调查问卷的数据填写操作演示和常见问题说明请参考：http://www.
metadecsn.com/sd/。

http://www.metadecsn.com/sd/
http://www.metadecsn.com/sd/


9.3 导入 . 69 .

图 9.3: 启用 Excel宏

9.3 导入

所有专家的问卷填写完成并回收后，就可以导入然后进行计算。Excel文件
格式的调查问卷中包含了模型数据，不需要预先打开相应的模型，导入判断矩

阵数据之前会首先导入问卷中的模型数据。

点击主窗口左上角的“文件”标签，然后在默认显示的“打开或导入”界面

上点击从“调查表导入...”按钮，在弹出的“选择希望导入的调查文件 (多选)”
窗口中，选择希望导入的所有调查问卷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开始导入数

据。

图 9.4: 调查表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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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数据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过程中会显示如图9.5所示的进度条。导入过
程中，可以通过点击暂停或取消按钮来暂停、恢复或取消导入过程。

图 9.5: 导入问卷数据

数据导入后，就可以切换到判断矩阵页面，在群决策面板中可以切换专家，

查看导入的数据。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8 Excel格式调查问卷生成、填写和导入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十章 利用问卷星收集数据

利用问卷星可以方便地收集数据。与 Excel 格式的调查问卷相比，问卷分
发、回收更加方便，但问卷星回收的问卷中没有模型数据，所以在导入数据时，

必须先打开相应的模型。

图 10.1: 生成问卷创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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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生成问卷创建文本

构建合法的模型后，点击主界面右上角的“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面。选

择“问卷星问卷”，在如图10.1所示的“生成问卷星问卷创建文本”界面中进行
问卷星问卷文本的生成，利用生成的文本可以快速地在问卷星中创建问卷。

生成问卷创建文本时，可以选择“默认设定”或是“自定义设定”。默认设

定将生成所有判断矩阵两两比较问题，并且所有问题的题型均为“比重题”，默

认设定选项下的图片展示了比重题在电脑和手机浏览器中的效果；自定义设定

可以选择问卷中出现哪些两两比较问题，并且可以以判断矩阵为单位选择问题

题型。

10.1.1 默认设定

选择默认设定，点击下一步直接显示生成的问卷创建文本，如图10.2所示。

图 10.2: 问卷创建文本



10.1 生成问卷创建文本 . 73 .

继续点击下一步，问卷创建文本将复制到系统剪贴板中，并在桌面右下角

显示如图10.3所示的提示信息。

图 10.3: 提示信息

生成问卷星问卷创建文本的最后一步显示创建文本如何使用的信息，如

图10.4所示。界面左侧列出操作步骤，右侧以动画形式演示在问卷星中创建调
查问卷的操作。

图 10.4: 问卷星问卷创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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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自定义设定

如果选择自定义设定，点击下一步将显示“设定参与调查的判断矩阵”界

面，如图10.5所示。在这里可以选择哪些判断矩阵中的问题参与调查，如果需要
包含所有两两比较问题，点击图10.5红框中的复选框，可以选中所有判断矩阵
参与调查。

图 10.5: 选择参与调查的判断矩阵

选择哪些判断矩阵中的问题参与调查后，点击下一步显示“设定各问题题

型”界面，如图10.6所示。
有三种题型可以设定，分别是：比重题、矩阵题和选择题。点击右上方的

“题型效果”按钮，会弹出如图10.7所示的“题型说明及效果”窗口，在这里可
以查看各种题型的说明和在电脑、手机浏览器中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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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题型设定

图 10.7: 题型说明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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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想要修改的判断矩阵，然后点击左上角相应的设为题型按钮，就可以

将选中的判断矩阵设定为对应的题型。

图 10.8: 设定题型 (多个)

也可以通过点击各行的题型列单元格，拉下题型选择组合框，选择该行判

断矩阵希望的题型。

图 10.9: 设定题型 (单独)

点击下一步，显示生成的问卷创建文本。图10.10展示的问卷创建文本中，
前三题分别为比重题、矩阵题和选择题。

图 10.10: 自定义的问卷创建文本

继续点击下一步，问卷创建文本将复制到系统剪贴板中，并且显示如何使

用的提示。这个步骤与默认设定相同，如图10.3和如图10.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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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创建问卷星问卷

浏览器中访问问卷星主页 (https://www.wjx.cn/ )，登录后“进入管理后台”。

图 10.11: 问卷星管理后台

在管理后台页面，点击图10.11左上角红框内的“创建问卷”，进入选择问
卷类型页面。

图 10.12: 选择问卷类型

在创建问卷页面，点击图10.12中红框内的“调查”，创建一个调查问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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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的如图10.13的窗口中，选择下方红框标出的“文本导入”。

图 10.13: 文本导入方式创建问卷

在文本导入页面中，首先点击图10.13所示“文本输入框”上方红框中的“清
空文本”按钮，清空文本框中的示例内容。

图 10.14: 清空默认文本

然后在文本框中点击鼠标右键，并选择“粘贴”或“粘贴为纯文本”，如

图10.15所示。粘贴完成后，文本框中将显示之前生成的问卷创建文本。
注意不要修改问卷创建文本的任何内容，否则收集回的问卷数据可能无法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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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5: 粘贴问卷创建文本

在页面右侧问题预览中检查问卷题目无误后，点击图10.16中下方红框中的
“完成”按钮，完成问卷的创建，转移到问卷星的问卷编辑页面。

图 10.16: 完成创建

问卷编辑页面将显示根据创建文本生成的调查问卷，如图10.17所示。在这
里应该添加问卷标题和问卷说明，也可以删除问卷中的问题，但不要添加任何

问题，否则最后收集的问卷答案数据无法导入到 yaanp中。
默认情况下，创建后的问题均为“必答”，如果不要求专家填写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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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7: 问卷编辑

可以将问题改为“非必答”。将鼠标移动到一个题目上，将在题目下方显示“编

辑”等按钮，如图10.18所示。

图 10.18: 问题编辑按钮

点击“编辑”按钮，进入题目的编辑状态。在编辑状态下，取消勾选“必

答”，然后点击右侧的“将所有题目设为非必答”，如图10.19所示。这样所有问
题就全部设定成了非必答题。

另外，可以将第一道题：“姓名”设定为必答题，这样导入数据后，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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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9: 必答、非必答设定

用姓名更好地区分专家。

注意：除了必答和非必答，不要修改任何其他的题目设置，否则收集回的

问卷数据无法导入！

点击页面顶部右侧的“完成编辑”按钮，显示“设计向导”页面后，点击

“发布此问卷”按钮，就可以发送二维码或问卷链接邀请专家填写问卷了。

图 10.20: 发布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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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下载、导入数据

专家填写完成问卷星发布的调查问卷后，就可以在问卷星中下载答案数据，

导入 yaanp进行分析和计算了。
在问卷星后台管理页面，点击左侧的“分析和下载”，进入该问卷的分析下

载页面，点击顶部的“查看下载答卷”，在图10.21所示的页面中，点击“下载
答案数据”下拉菜单中的“按选项序号下载”或“按选项文本下载”，选择下载

数据文件的保存位置，点击“保存”。

图 10.21: 下载问卷答案数据

为了导入问卷星收集的专家数据，必须首先打开该问卷对应的模型。导入

问卷星答案数据时，会根据要素文本检查问卷中的两两比较问题在模型中是否

存在，如果发现模型中不存在的要素，将无法导入问卷数据。

点击“文件”，在默认的“打开和导入”界面，点击图10.22红框中的选择
“导入问卷星数据...”按钮，在弹出的选择文件窗口中，选择之前下载的数据文
件，点击“打开”按钮，开始导入数据。

图 10.22: 导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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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问卷星数据...”按钮左侧有两个选项按钮，分别为“取整”和“限制
范围”设定，图10.22红框内是这两项均未选中状态的截图。

• 取整

如果选中“取整”，将会把问卷中两两比较值不等于标度等级的值，转换

取整为最近的标度等级。

• 限定范围

如果选中“限制范围”，将会把问卷中两两比较值超出标度范围的值，转

换为标度的最大/最小值。如果选中“取整”，则“限定范围”默认同时选
定。

鼠标悬停在这两个按钮上会显示如图10.23所示的功能说明。左侧为“取整”
的说明内容，右侧为“限制范围”的说明内容。

图 10.23: 导入设定

与导入 Excel 文件格式的调查问卷类似，数据导入过程中会显示数据导入
的进度，导入过程可以暂停/恢复或取消。数据导入完成后，桌面右下角会显示
如图10.24所示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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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4: 导入成功提示

导入完成后，切换到判断矩阵页面，群决策面板可以看到从问卷星答案数

据中导入的专家。

图 10.25: 导入数据后的专家列表

注意：由于群决策中专家名称可以重复，所以可以多次导入相同的数据。再

次导入问卷星答案数据文件，将会发现又一次导入了其中的数据。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9利用问卷星收集决策数据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十一章 判断矩阵检查

yaanp的判断矩阵检查功能利用第七章7.5节所描述的一致性修正思路，尝
试对不一致的判断矩阵进行修正，并根据修正结果给出不一致判断矩阵的数据

评价和相处理建议。

判断矩阵界面页面工具栏的“判断矩阵检查”工具组中，如图11.1红框中所
示，有两个判断矩阵检查的功能按钮。点击“当前专家”或“所有专家”按钮，

就可以对当前选中的专家或所有专家的判断矩阵数据进行检查。

图 11.1: 判断矩阵检查工具栏

检查过程中，会显示检查过程进度条，并且可以暂停/恢复或终止检查计算。

图 11.2: 判断矩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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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计算结束后，将显示的判断矩阵检查结果窗口。

图 11.3: 判断矩阵检查结果

检查结果可以“按专家”查看，或者“按问题类型查看”。

11.1 按专家查看

图11.3为按专家查看时的判断矩阵检查结果窗口。“按专家”查看时，“仅
显示异常”为默认选中状态，也就是只有检查异常的判断矩阵才会显示，而软

件认为自动修正合理、不需要人工介入处理的不一致判断矩阵不会显示。点击

“仅显示异常”取消其选中状态，可以显示所有的不一致判断矩阵检查结果。

判断矩阵检查结果窗口左侧列表中列出了各个判断矩阵，点击列表中判断

矩阵后，窗口中间上方将显示它的描述和处理建议 (图11.3红色框内)，中间下方
显示这个判断矩阵中的数据 (图11.3绿色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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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窗口右侧的专家列表中的各项，可以切换不同专家的检查结果。

选中一个专家后，点击最右侧的“禁用专家列表”工具栏的“加入禁用专

家列表”，将会把选中的专家加入图11.4右侧红框中的禁用专家列表中。

图 11.4: 禁用专家列表

11.2 按问题类型查看

“按问题类型”查看时，将按问题类型分为多个标签页展示，如图11.5所示。
点击问题类型标签，可以查看各类问题的判断矩阵。数据检查结果中将不一致

判断矩阵分为下面的几类，各类都给出了进一步程度处理建议。

• 最小改变 (一致)

这类判断矩阵经过最小改变修正后能够满足一致性要求，一般不需要对此

判断矩阵数据做进一步处理。yaanp默认设置下能够对其进行自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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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按问题类型查看

• 最小改变 (不一致)

通过最小改变一致性修正算法无法使此判断矩阵达到一致性要求。建议将

计算参数恢复为默认设置后再次检查，恢复默认设置如下：判断矩阵界面

工具栏中判断矩阵计算方法设定为“幂法”；修正算法设定为“自动选择”；

精度选择“低精度”。

• 最大改进方向 (改变一个要素)

这类判断矩阵利用最大改进方向算法进行自动修正可以达到一致性要求，

并且只需要修正判断矩阵中的一个数据项即可，一般不需要对此判断矩阵

数据做进一步处理。yaanp默认设置下能够对其进行自动修正。

• 最大改进方向 (改变多个要素)

这类数据利用最大改进方向算法进行自动修正可以达到一致性要求，但是

需要修正的数据项大于 1个，根据需要修正的数据所占百分比，确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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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处理对策。yaanp判断矩阵检查结果中这类判断矩阵具有不同颜色的
图标，并根据需修正数据百分比给出相应的处理建议。

• 最大改进方向 (修正失败)

这类数据无法利用最大改进方向算法进行自动修正使此判断矩阵达到一

致性要求。建议重新填写或废弃此判断矩阵数据。

• 可接受但不一致

可接受状态的判断矩阵指：虽然没有填写判断矩阵中所有数据，但根据已

填写的数据足以间接地计算出剩余数据。如果可接受判断矩阵不能够满足

一致性要求，由于它的数据不完整，无法进行自动修正。

这种类型的判断矩阵需要用户介入、人工判断是否需要修改或废弃这个判

断矩阵的数据。

选中一个判断矩阵时，点击最右侧的“禁用专家列表”工具栏的“加入禁

用专家列表”，将会把当前选中判断矩阵所属的专家加入到禁用专家列表中。

11.3 自动禁用专家

禁用专家列表中列出的专家，在点击判断矩阵检查窗口的“确定”按钮后，

经过确认会直接禁用专家。被禁用的专家数据被设定为不参加计算。图11.6为
点击“确定”按钮关闭判断矩阵检查窗口，并确认禁用专家后的自动禁用了某

些专家后的群决策面板。可以看到专家列表中的专家“李四”最左边的复选框

没有勾选，表示此专家已经禁用、不会参加群决策计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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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禁用专家后的群决策面板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10判断矩阵检查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十二章 专家数据统计

专家数据统计功能可以统计两两比较问题各专家数据的均值、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还可以了解各项数据专家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否有判断相反和未填写

情况。

图 12.1: 数据统计分析窗口

在判断矩阵界面，点击图12.2红框中所示的“专家数据统计”按钮，将打开
图12.1所示的数据统计分析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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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专家数据统计工具栏按钮

12.1 统计数据查看

数据统计分析窗口打开后，默认显示全部判断矩阵的两两比较统计数据，每

一行对应一个两两比较项。点击每行最左侧的加号“展开”按钮，将显示各专

家的这个两两比较项数据。如图12.3所示。

图 12.3: 各专家数据

图 12.4: 判断相反

点击工具栏的“全部”、“判断相反”或“未填写”按钮可以切换显示所有

两两比较项、仅显示存在判断相反的两两比较项或仅显示存在未填写数据的两

两比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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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为仅选中“判断相反”后的截图，可以看到仅列出了专家判断存在
相反判断的两两比较项。

12.2 排序和过滤

表格中可以通过点击各列头以该列数据为准进行排序，图12.5中显示按“最
大差异”列从大到小 (点击列头两次)排序后的表格。

图 12.5: 排序

各列的列头右侧都有一个过滤按钮，如图12.6红圈所示，包括各专家权重
子表。点击过滤按钮将弹出过滤设定窗口，图12.6绿框中显示的过滤条件设定
为“最大差异”数值大于 3，所以表格中仅显示“最大差异”大于 3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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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6: 过滤

12.3 均值计算说明

在计算某两两比较项各专家数据的均值时，并不是直接使用 1-9(或 1-5等)
标度数值进行平均，而是将标度值转换为等级后再进行平均。如 1-9 标度中，
1/9~9 的 17 个标度分别对应的等级为 0~16。图12.7中，均值列中显示用’/’ 分
隔的两个数值，左侧数值为等级均值再转换回 1-9(或 1-5等)标度后的值，右侧
数值为等级均值。

互反标度下，小于 1 的两两比较值计算均值时，数值平均与等级平均的结
果不同，因为互反标度中小于 1的两个标度之间差异与大于 1的两个标度之间
差异相同，所以计算均值时使用等级平均才是合理的。下面用图12.7中的“经
济收益 vs. 社会收益”两位专家数据进行说明。

图 12.7: 基于等级值计算

图12.7中，张三给出了 1/5的相对值，认为社会收益更重要；李四给出了 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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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值，认为经济收益更重要。如果直接进行数值平均，那么均值为 1/5+4
2

= 2.1，

1-9标度中，1与 1/5相差了 4个等级，1与 4相差了 3个等级，但均值结果是
2.1显然不合理。如果使用等级均值，会将 1-9标度中 1/9~9的 17个标度分别
对应到 0~16 的等级，例如 1/5 对应的等级为 4,4 对应的等级为 11。计算得到
等级均值：4+11

2
= 7.5，然后将等级均值 7.5转换回 1-9标度值为 0.75。也就是

图12.7中均值列所显示的数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是通过根据等级计算得到，例如图12.7中等级均值为

7.5，标准差为 3.5，所以变异系数为 3.5
7.5

= 0.4667，也就是 46.67%。



第十三章 计算结果

判断矩阵数据输入或导入后，应该先使用判断矩阵检查功能对专家判断矩

阵进行检查，根据检查建议做相应处理后，就可以进行计算和分析了。

在计算前，可以修改计算设定和群决策相关设定。关于计算的相关设定可

以在“判断矩阵”工具栏上调整，例如，判断矩阵计算方法、不一致判断矩阵

自动修正算法、极限矩阵计算方法等，在手册的7.4节对计算设定项有详细说明。
群决策相关的专家权重和数据集结方式设定可以在群决策面板调整，具体信息

可以查看手册的第八章。

13.1 启动计算

有两种方式启动计算过程：

1. 点击判断矩阵工具栏的“计算”工具组中的当前专家或群决策按钮，将
分别启动当前专家的单决策或群决策的计算。如图13.1红框中所示。

图 13.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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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图13.1绿框中的“计算结果”页标签，如果有超过一位专家数据，将
显示图13.2所示的计算确认窗口，根据需要选择群决策或当前专家。

图 13.2: 计算

13.2 计算数据处理和计算

计算开始后，如果存在不一致或残缺的判断矩阵，会显示图13.3所示的“计
算前数据处理”窗口。

图 13.3: 计算前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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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窗口中，上半部分列出了所有不满足一致性的判断矩阵，下半部分列

出了残缺的判断矩阵。选择是否自动修正 (红框)和自动补全处理方法 (绿框)后，
点击“继续计算”按钮，开始计算。

计算过程中会显示进度条，点击暂停/恢复、取消按钮可以控制计算过程。

图 13.4: 计算过程

13.3 计算结果

计算完成后，将自动切换到计算结果界面。计算结果界面使用多个标签页

展示数据，分别为：权重列表显示、权重图表显示、权重分布图、权重集成、判

断矩阵、超矩阵、数据导出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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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权重列表显示

“权重列表显示”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备选方案的权重。

图 13.5: 权重列表显示

工具栏的“簇归一化权重”和“按簇分组”点击后，可以切换列表的展示方

式。图13.6左侧是显示簇归一化权重的截图，右侧是选择簇归一化以及按簇分
组后的截图。

点击工具栏的“簇归一化权重”和“按簇分组”设定它们为选中状态，可以

看到相应的显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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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 簇归一化和按簇分组

13.3.2 权重图表显示

“权重图表显示”页面中，以带状图、柱状图、饼图和环图的形式展示备选

方案的权重。默认以相同大小显示四个图表区域，如图13.7；

图 13.7: 权重图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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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某个图表的标题栏，将放大该图表区域，图13.8展示柱状图区域放大
后的情况。

图 13.8: 柱状图

在图表区域上方的工具栏中，如图13.8红框中所示，可以改变图表配色、显
示/隐藏标签和网格、保存图表到图像文件，另外带状图和柱状图中，还可以设
定是否排序、递增还是递减排序。

在饼图和环图中，工具栏的显示/隐藏标签和网格、排序工具无效，但可以
在图表区域右侧选择标签的布局策略，如图13.9所示。



. 102 . 第十三章 计算结果

图 13.9: 饼图

鼠标悬停在工具栏各工具区域，可以显示对应功能的提示信息。

注意：工具栏的保存图表功能将保存当前最大化的图表区域内容，如果没

有任何最大化的图表区域，将保存左上位置的图表区域内容。

13.3.3 权重分布图

“权重分布图”页面中，显示带要素权重值的各个模型图。与权重图表显示

中各图表区域操作类似，双击各模型图的标题栏，可以将其最大化在窗口左侧。

网络层的模型图默认仅显示簇间连接，如图13.10所示，如果希望显示所有
连接，点击“簇间连接”按钮进行切换。

与“权重图表显示”界面中工具栏独立于各图表区域不同，如图13.10红框
内所示，权重分布图每个区域有其独立的工具栏，工具栏中的设定仅对其所在

区域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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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0: 权重分布图

点击“按簇归一化”按钮，可以改变网络图内要素权重的归一化类型。图13.11左
侧为按簇归一化的权重分布图，右侧为未按簇归一化的权重分布图，可以看出

其中权重数值的不同。

图 13.11: 归一化权重对比

注意：控制层或层次分析法模型没有簇，所以“按簇归一化”按钮在这种

控制层模型图或者层次分析法模型图上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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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的其他工具：修改背景色、权重文本颜色、显示网格线、适合窗口、

导出为图像，分别对应相应的功能，更详细的信息可以查看鼠标悬停后显示的

功能说明文字。

权重分布图上的图形大小、位置也可以编辑，并且编辑结果将反映在导出

的计算结果报告中。图13.12中修改了“不外包任何工作”节点图形的大小。

图 13.12: 编辑图形大小

13.3.4 权重集成

“权重集成”页面中，展示权重集成公式以及权重集成计算时的所有相关数

据，如图13.13所示。

注意：层次分析法模型和单网络模型的计算结果中不显示“权重集成”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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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3: 权重集成

13.3.5 判断矩阵

“判断矩阵”页面主界面分为四部分：左侧判断矩阵列表、中部上方当前判

断矩阵数据的表格展示、中部下方的当前判断矩阵排序权重图表展示，以及右

侧的专家列表。

1)判断矩阵列表
判断矩阵列表中列出了当前模型中所有的判断矩阵，并以控制层和各个网

络分类，如图13.14中红框部分所示。点击列表中的一个判断矩阵，界面中部将
显示相应判断矩阵的数据表格和权重图表。

2)判断矩阵数据表格
判断矩阵数据表格中展示当前选中判断矩阵的所有两两比较数据和排序权

重 (Wi)，如图13.14中绿框部分所示。

点击表格上方左侧的“分数形式”和“小数形式”按钮，可以切换表格中数

据显示方式。如果选中分数形式，将尝试以分数形式显示表格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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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4: 判断矩阵

如果判断矩阵数据经过自动修正或残缺数据补全，相应的数据单元格背景

色将会有所变化，表格上方右侧展示出了修正和补全数据单元格的显示效果示

例，如图13.14中紫色框内所示。

3)判断矩阵排序权重图表

中部下方展示判断矩阵排序权重图表，四种图表分为四个区域，如图13.14中
蓝框部分所示。操作及工具栏功能与13.3.2节的权重图表显示类似。

4)专家列表

右侧是专家列表，其中列出了所有参与计算的专家，如图13.14中黄框部分
所示。

在专家列表最上方是集结数据项，根据数据集结方式，会显示“计算结果

集结数据”或“判断矩阵集结数据”。集结的判断矩阵数据是计算中间数据，没

有实际的意义，更多信息请参考第八章的8.3小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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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 超矩阵

“超矩阵”页面中，以表格形式显示各个网络的簇权重矩阵、未赋权超矩阵、

赋权超矩阵和极限矩阵，可以通过图13.15红框中标签进行切换显示。点击右侧
绿框内网络列表中各项，可以在不同网络的超矩阵之间切换。

图 13.15: 超矩阵

1)簇权重矩阵
图13.16展示网络的簇权重矩阵。

图 13.16: 簇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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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赋权超矩阵
图13.17展示网络的未赋权超矩阵。

图 13.17: 未赋权超矩阵

3)赋权超矩阵
图13.18展示网络的赋权超矩阵。

图 13.18: 赋权超矩阵

4)极限矩阵
图13.19展示网络的极限矩阵。极限矩阵计算所使用的算法、网络结构和收

敛情况显示在矩阵数据下方 (红框)。

图 13.19: 极限矩阵

注意：层次分析法模型的计算结果不显示“超矩阵”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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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 数据导出预览

如图13.20所示，计算结果界面工具栏提供了控制报告内容的相关设定工具，
例如：报告中使用哪种模型图、如何排列、模型图背景颜色；以及报告中包括哪

些数据：备选方案权重、控制层权重、权重集成、集结的判断矩阵、判断矩阵、

簇权重矩阵、未加权超矩阵、加权超矩阵、极限矩阵。

图 13.20: 数据报告选项

点击“数据导出预览”、切换至数据导出页面时，需要耗费一定时间进行计

算结果报告的生成，生成过程中会有如图13.21所示的进度提示。

图 13.21: 生成报告

如果“计算结果报告”行数小于“预览最大行数”的设定值 (图13.20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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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预览结果将会在“数据导出预览”页面的表格中显示，否则不会预览，而
是提示直接保存为 Excel存盘文件格式的报告文件。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6单决策计算和查看计算结果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十四章 灵敏度分析

为了进行灵敏度分析，需要首先完成计算。

图 14.1: 计算结果页面-灵敏度分析工具组

图14.1为计算结果界面截图，上方工具栏最左侧的灵敏度分析工具组中有
两个按钮，如图14.1中红绿框中所示。“包括备选方案”按钮 (图14.1绿框中)如
果处于选中状态，灵敏度分析时可以将备选方案作为分析对象，否则不能对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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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进行分析。在层次分析法模型中，备选方案不会影响模型中其他要素，“包

括备选方案”按钮不可用。

点击工具栏的“灵敏度分析”按钮 (图14.1红框中)，打开图14.2所示的灵敏
度分析窗口。

图 14.2: 灵敏度分析主窗口

灵敏度分析分为“纵向分析”和“横向分析”。纵向分析显示备选方案的权

重随某个要素权重变化而变化的曲线；横向分析显示模型中各要素权重变化对

某个备选方案权重变化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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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纵向分析

如图14.3所示，纵向分析界面左侧是一个根据模型结构生成的树结构，每
个节点对应一个模型中的要素；右侧的图表中显示备选方案权重 (y 轴) 随当前
选中要素权重 (x 轴) 变化而变化的曲线。点击左侧列表中的节点，右侧的图表
会切换为相应的变化曲线。

在图14.3上方的工具栏 (红框中) 上可以选择灵敏度分析线图的配色风格，
还可以将当前图表区域显示的内容保存到图像文件中。

图 14.3: 纵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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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横向分析

如图14.4所示，横向分析界面左侧是备选方案列表，选中一个备选方案，右
侧的分析图表中显示这个备选方案的灵敏度横向分析图表。横向分析图表可以

按“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查看，默认显示“影响程度”图表。

图 14.4: 横向分析

模型中要素数量越多，灵敏度分析所需的时间越长。分析计算的进度显示

在图表区域上方。图14.4上方红框中显示的就是一个横向分析的计算进度，表
示这个计算还未完成，当前图表中显示是之前选中的备选方案的横向分析图表。

计算完成后，将会显示选中备选方案的横向分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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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表上项目太多、无法看清，可以通过滚动鼠标滚轮或拖动 X轴上方
的范围控件 (图14.5红框)缩放图表。

图 14.5: 横向分析-图表缩放

通过图14.5绿框工具栏中的工具，可以修改图表配色、设定是否显示标签/网
络、柱图是否排序、递增还是递减，还可以将当前图表区域显示的内容保存到

图像文件中。

点击图14.6红框中的“影响范围”，将切换显示如图14.6所示的影响范围图
表。

与影响程度图表类似，也可以通过滚动鼠标滚轮或拖动 X轴上方的范围控
件对图表进行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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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 横向分析-影响范围

本章内容对应的视频演示：11灵敏度分析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http://www.metadecsn.com/yaanp_video/


第十五章 系统设定

在 yaanp的系统设定中，可以修改 yaanp的界面主题和判断矩阵计算时的
各阶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值。
点击主窗口右上方的“文件”，在后台功能界面中选择图15.1红框中的“设

定”，将显示图15.1所示的设定界面。

图 15.1: 设定界面



. 118 . 第十五章 系统设定

15.1 界面主题

yaanp 提供了五种界面配色，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点击欲设定的配
色配色按钮，弹出图15.2所示的确认窗口。

图 15.2: 重启 yaanp提示窗口

点击“是 (Y)”按钮，将重启 yaanp；如果选择“否 (N)”yaanp不会重启，
但有些界面要素无法完全变为设定的配色，下次重启后才会完全改变。

15.2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选中“随机一致性指标 (RI)”，将显示如图15.3所示的 RI 设定界面。双击
“值”列的单元格，该单元格将进入编辑状态，修改后按下回车即可完成修改。

点击下方的“恢复默认设置”按钮，将重置 RI表格中的所有数值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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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随机一致性指标 (RI)设定



第十六章 模糊综合评价法

16.1 生成模糊综合评价法评测问卷

16.1.1 生成与 ANP/AHP相结合的评测问卷

点击 yaanp的计算结果界面工具栏的“生成 FCE问卷”按钮 (图16.1中红
色框中)，将弹出如图16.2所示的“生成模糊综合评价法评测表窗口”，在该窗口
中可以跟随向导一步步地生成 Excel格式或利用问卷星的评测表。

图 16.1: 生成评测问卷工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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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 生成评测问卷主窗口

1)选择评测表类型

图16.2中的生成向导的第一步是选择评测表类型，可以选择利用 Excel 文
件或问卷星来收集问卷。选择评测表类型后，点击下一步，将进入向导的第二

步：选择评测表生成模式，如图16.3所示。

图 16.3: 选择评测表生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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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生成模式

图16.3左侧红框内是在第一步选择 Excel 类型后的界面截图，右侧蓝色框
内是在第一步选择问卷星后的界面截图。

生成模式分为“快速”和“高级”两种，在生成模式选择步骤，不同模式所

需要填写的参数数据不同，例如 Excel 的快速模式下，需要设定标题、说明文
本等，并且需要设定用于各个评价标准的评价等级；而高级模式下，不需要设

定评价等级 (因为各评价标准的评价等级设定可能不同)。图16.4展示了不同问
卷类型、不同生成模式的生成参数设定截图。

图 16.4: 快速-高级模式参数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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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模式下生成的评测表中所有的评价标准都是主观定性的，并且所有的

评价标准使用同一套评价等级，例如都是“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如果只需要
使用基本的模糊综合评价法，选择“快速”模式即可。

高级模式可以生成主客观、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评价表，各个评价标准可

以是主观定性的，也可以是客观定量的，而且可以为评价指标分别设定不同的

评价等级。例如图16.1中列出的 11个评价标准中，如果其中的“考试成绩”和
“实验成绩”可以用所有听课学生的成绩均分 (或其他统计量)作为指标得分，也
就是这两个指标有客观的分值、是客观评价指标；另外“结合实际”这个评价指

标，假设不同于其他评价标准有“优/良/中/及格/不及格”等评价等级，“结合实
际”只有两个评价等级“是”和“否”。这种特殊要求的评测表就可以使用“高

级”模式来生成。

3)快速生成模式

选择评测表类型，然后选择快速生成模式并设定生成参数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如图16.5所示的总览界面。途中左侧红框中是 Excel 类型的总览截图，右
侧蓝框中是问卷星类型的总览截图。

图 16.5: Excel-快速总览

总览界面列出了生成评测表的参数设定和评价标准设定，确认无误后点击

“下一步”按钮，将会按设定生成 Excel评测表问卷或问卷星问卷创建文本。如
果是生成 Excel类型评测表，将显示如图16.6所示的生成完成信息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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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6: Excel-快速生成结果

如果是生成问卷星类型，将先显示图16.7左侧红框中的“问卷设定数据”和
“问卷创建文本”界面。利用问卷星来收集问卷数据时，必须保存好问卷星问卷

设定数据，在导入之后回收的问卷星答案数据时会用到。

保存问卷星问卷设定数据后，点击下一步显示图16.7右侧蓝框中的生成完
成信息界面。

图 16.7: 问卷星-快速生成设定数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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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级生成模式

快速模式和高级模式需要设定的生成参数不同，如图16.4所示，除此之外，
选择高级模式将会在步骤“生成模式选择”和“总览”之间加入一个“评测表

高级设定”步骤，如图16.8所示。

图 16.8: 评测表高级设定

在这里可以修改各评价指标的主客观类型，或设定不同的评价等级类型。图

中的评价指标列表中，每一行对应一个评价标准，行内使用鼠标左键点击将会

勾选/取消勾选最右侧的复选框，表示当前评价指标是否被选中，点击图16.8红
框中的“设为主观定性指标”或“设为客观定量指标”按钮，选中的评价指标将

设定为相应的类型。

下面以“考试成绩”、“实验成绩”和“结合实际”为例，说明如何将评价

标准设定为客观定量评价标准或特定的评价等级类型。

4.1)设定客观定量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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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考试成绩”和“实验成绩”两个评价指标，然后点击“设为客观定量

指标”按钮，这两个指标将被设定为客观定量评价指标，如图16.9所示。

图 16.9: 设定评价标准为客观定量

4.2)编辑、设定评价等级
如果希望评价指标“结合实际”与其他主观定量指标的五个可选等级不同，

只能在“是”和“否”中选择，可以通过添加一个新的评价等级类型，然后设定

为将“结合实际”的评价等级类型即可。

点击图16.10蓝红框中的“编辑评价等级”按钮，将打开图16.10所示的“编
辑评价等级类型”窗口。

图 16.10: 编辑评价等级类型

上图中添加了一个名为“是否”的评价等级类型，其中有“是”和“否”两

个评价等级。保存并关闭评价等级类型编辑窗口后，图16.11红框中评价等级列
表中将显示新添加的“是否”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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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1: 设置评价等级类型

选中“结合实际”，双击红框中的“是否”评价等级项，或者点击“结合实

际”行最右侧单元格，拉出评价等级类型选择框选择“是否”项，都可以将这个

评价标准的评价等级类型设定为“是否”。

5)问卷星问卷设定数据

选择生成利用问卷星的评测问卷时，无论快速模式还是高级模式，“问卷设

定数据和创建文本 (问卷星)”步骤都会提示保存问卷星设定数据，如图16.12中
蓝色框中所示。

利用问卷星的问卷没办法保存完整的评价指标信息以及权向量等数据，所

以需要将这些数据 (问卷设定数据)保存在一个数据文件中，当导入通过问卷星
收集的问卷答案数据时，再从这个数据文件中载入这些额外的数据，完成数据

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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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2: 问卷星——问卷设定数据

16.1.2 生成普通评测问卷

1)设定评价指标

点击模糊综合评价法辅助软件 (yafce) 主窗口右上角的“生成评测表”按
钮，或点击“文件”打开后台功能界面然后选择最上面的“生成评测表”功能

(如图16.13黄色框中所示)，将显示如图16.14的生成评测表向导界面。

图 16.13: 生成评测表功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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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节的根据 ANP/AHP 计算结果生成评测问卷不同，生成普通评测问
卷时首先需要设定评测表中的评价指标。

图 16.14: 生成评测表———添加评价指标

点击图16.14中“添加”、“删除”按钮增删评价指标，双击评价指标名称、
说明文字或权重对应的单元格，可以进入编辑模式对相应文本、数值进行修改。

最右侧的“归一化权重”列，是根据左边“权重”的各个评价指标权重设定

值进行归一化后得到的权重。

2)选择评测表类型

这部分操作与“生成与 ANP/AHP相结合的评测问卷”相应步骤完全相同，
请参考121页的此步骤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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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生成模式

这部分操作与“生成与 ANP/AHP相结合的评测问卷”相应步骤完全相同，
请参考122页的此步骤操作说明。

4)快速生成模式

这部分操作与“生成与 ANP/AHP相结合的评测问卷”相应步骤完全相同，
请参考123页的此步骤操作说明。

5)高级生成模式

这部分操作与“生成与 ANP/AHP相结合的评测问卷”相应步骤完全相同，
请参考125页的此步骤操作说明。

16.2 导入问卷数据

16.2.1 导入 Excel评测表数据

在如图16.15所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辅助软件 (yafce) 主界面中，点击上方
“从评测表导入数据”工具组中的的“Excel评测表”按钮 (蓝色框中)，将打开
一个文件选择窗口。

图 16.15: 导入 Excel评测表数据——功能按钮

在这个文件选择窗口中，可以一次选择多个评测表文件，然后点击确定按

钮，将显示如图16.16所示的导入进度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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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16: 导入 Excel评测表数据——导入过程

数据导入完成后，主窗口界面将显示如图16.17所示的界面，其中左侧列出
了被评测对象列表 (蓝色框中)，右侧列出当前选中的被评测对象的所有评测人
(每个评测人对应一份评测问卷) 列表 (黄色框中)，中间部分展示当前选中的评
测对象和评测人的问卷数据 (黄色框中)。

图 16.17: 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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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 导入问卷星问卷数据

在如图16.18所示的模糊综合评价法辅助软件 (yafce) 主界面中，点击上方
“从评测表导入数据”工具组中的的“问卷星问卷”按钮 (蓝色框中)，将打开如
图16.19所示的“导入问卷星答案”窗口。

图 16.18: 导入问卷星问卷数据——功能按钮

图 16.19: 导入问卷星答案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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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16.19导入问卷星答案窗口中的“选择问卷设定数据文件 (.wjxmeta)”
按钮，将显示打开文件窗口。在这个打开文件窗口中，选择之前保存的、与计划

导入的问卷星答案数据相匹配的问卷设定数据文件，下方列表中将显示问卷设

定的相关数据，如图16.20所示。

图 16.20: 载入问卷星设定数据

确认与欲导入的问卷星答案数据一致后，点击“下一步”按钮，显示如

图16.21所示的选择问卷星问卷答案数据步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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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1: 选择问卷星答案数据

点击“选择问卷星答案数据 (.xlsx)”按钮，在打开的选择文件窗口中选择
问卷星答案数据，确定后窗口下方将显示答案数据信息，如图16.22所示。
从图16.22中可以看出，所选择的问卷星答案数据中共有 7行数据，评价数

据共有 9列。

问卷设定数据和问卷星答案数据都设定完成后，点击“开始导入”按钮开

始导入问卷星答案文件中的数据，导入完成后，将显示数据导入后的界面，如

图16.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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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2: 载入问卷星答案数据

图 16.23: 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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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数据和计算设定

16.3.1 显示精度

工具栏的“显示精度”设定可以修改客观数据以及计算结果中浮点数显示

的小数点后位数，如图16.24蓝色框中所示，点击下拉后就可以选择显示时的小
数点后位数。

图 16.24: 显示精度

16.3.2 模糊合成算法及其设定

软件中提供了四种模糊合成算法供选择，分别是：

• M(∧,∨) 主因素决定型

• M(•,∨) 乘 +取大

• M(∧,⊕) 取小 +求和

• M(•,⊕) 加权平均

用 R表示模糊评价矩阵，W 表示归一化的权向量，模糊评价矩阵中各要素

用 rij 表示，权向量中各元素用 wj 表示。i = 0, 2, · · · , n，j = 1, 2, · · · ,m，m为

评价指标数量；n为评价等级的数量。下面对四种模糊合成算法进行说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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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这种算法通过“最大最小”原则获得模糊评价向量，如公式16.1所示。

si = ∨m
j=0(wj ∧ rji)

=
m

max
j=0

{min(wj, rji)},

i = 0, 2, · · · , n

(16.1)

从公式16.1可以看出，权重 wi 起到了“过滤”、“限制”的作用，并没有起

到加权作用，在后续的计算中通过取大运算，留下最大值而淘汰了其他元素，所

以这种运算类型又称为主因素决定型。

2) M(•,∨)

这种算法以”乘”代替公式16.1中的”取小”运算，计算如公式16.2所示。

si = ∨m
j=0(wj · rji)

=
m

max
j=0

(wj · rji),

i = 0, 2, · · · , n

(16.2)

wi 起到了加权作用，但后续的计算仍然是取大运算，主因素的作用仍然比

较突出。

3) M(∧,⊕)

这种算法以”加”代替16.1中的”取大”运算，计算如公式1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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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
m∑
j=0

(wj ∧ rji)

=
m∑
j=0

{min(wj, rji)},

i = 0, 2, · · · , n

(16.3)

wi 还是起“过滤”、“限制”的作用，并没有起到加权作用，但在后续的计

算中用求和代替取大，各个因素都可以起到作用，主因素的作用降低。

4) M(•,⊕)

这种算法以”乘”代替公式16.1中的”取小”运算、以”加”代替16.2中的”取
大”运算，计算如公式16.4所示。

si =
m∑
j=0

(wj · rji), i = 1, 2, · · · , n (16.4)

这种算法通过权向量与模糊评价矩阵的乘法计算得到模糊评价向量，所有

因素在计算中都起到了作用，是真正的综合。

可以通过点击图16.25蓝色框中四个按钮设定模糊合成算法，鼠标光标悬停
在各按钮上会显示提示信息。

图 16.25: 显示精度



16.3 数据和计算设定 . 139 .

16.3.3 客观定量评价指标设定

导入包含客观定量评价指标的评测数据后，需要为这些客观定量的评价指

标设定分值，与导入全部为主观定性指标问卷后的工具栏不同，导入存在客观

定量指标后，工具栏中会多出一个“客观定量评价指标”工具组，如图16.26蓝
色框中所示。

图 16.26: 客观定量评价指标设定

1)设定客观定量指标分值

图 16.27: 数据表格中设定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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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客观定量指标的分值是确定的，不是由各专家主观给出，所以每个被

测对象的客观评价指标只需要输入一次。为客观定量指标输入分值的方法有两

种：直接在窗口数据区域表格中编辑；在“设定分值”窗口中设定。

•直接输入

在窗口中部的评价数据表格中，双击客观评价指标所在行最右侧的“定量

原始评价值”列单元格，进入编辑模式，输入分值，然后回车确定。如图16.27中，
红色框中是一个已经完成输入的定量指标分值，蓝色框中是一个处于编辑模式、

正在输入数据的定量指标。

•“设定分值”窗口输入

如果希望使用“设定分值”窗口来输入定量的分值，可以点击工具栏中的

“设定分值”按钮，会显示如图16.28所示的“设定分值”窗口。

图 16.28: 设定分值窗口

左侧列表中点击选择评价对象，右侧表格中双击“评价值”列的单元对指

标分值进行设定。设定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客观定量指标的分值设

定。

客观定量指标分值设定后，点击右侧评测人列表，选择不同的评测人，可

以看到这个评价对象的所有评测人这项指标的分值全被设定成了这个分值。



16.3 数据和计算设定 . 141 .

2)规范化/模糊化设定

图16.29中，“评价值”列显示每个评价标准的主客观评价。对于主观定性
的评价指标，该列的值就是行所在评价指标的模糊等级，对于客观定量的评价

指标，该列的值是根据“定量原始评价值”使用规范化/模糊化设定计算出来的。

图 16.29: 客观定量指标分值

•规范化

图 16.30: 规范化/模糊化设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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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图16.29中两个客观定量指标的“评价值”与“定量原始评价值”相
同呢？因为默认的规范化/模糊化设定是“效益型的标准化 0-1变化”。点击工具
栏的“规范化/模糊化”按钮，将打开图16.30所示的窗口。

规范化/模糊化设定窗口的右侧列表中列出了所有的客观定量评价指标，窗
口左侧是规范化或模糊化的设定区域。规范化方法可以在“标准 0-1变化”、“线
性变化”、“最优区间变换”和“自定义规范化公式”中选择，各种规范化方法的

公式说明直接展示在相应的参数设定区域左侧，这里不再赘述。

•模糊化
如果评测表问卷中所有的主观定性评价指标均采用相同的评价指标类型，

例如各主观定性评价指标的可选等级均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不存在某
几个指标使用不同评价等级的情况，那么这个评测表问卷中的客观定量评价指

标可以设定为“模糊化”，也就是设定为根据客观分值隶属于不同评价等级。

图16.31展示了模糊化设定界面，在其中可以设定分值的最大值、最小值，以及
各个评价等级对应的分值范围。

图 16.31: 模糊化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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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模糊化结果示例
图16.32展示了规范化和模糊化设定完成后，评价值的计算结果。其中，上

方红色框中是两个客观评价指标的规范化/模糊化设定，下方蓝色框中是各评价
指标数据，两个绿色框标记了两个客观评价指标的规范化/模糊化结果。

图 16.32: 规范化/模糊化结果

对于评价指标“讲解清晰程度-换行”，客观分值为 89.6，规范化/模糊化设
定为模糊化，89.6的分值对应第一个评价等级“A”(66.67, 100)，所以评价值
为“A”；
对于评价指标“启发性和参与性”，客观分值为 67.8，规范化/模糊化设定

为最优区间变换，因为 67.8 在最优区间中 (50.00, 80.00)，所以其规范化后的
值为 100.00。

16.4 计算结果

导入数据、规范化或标准化设定完成后，就可以进行综合评价计算了。点

击工具栏的“开始计算”按钮，或者直接点击“评测结果”标签页，就可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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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如图16.33中红色、蓝色框中所示。

图 16.33: 计算功能

计算完成后，会切换到计算结果展示界面，如图16.34中所示。计算结果展
示界面分为三个部分：评测对象列表 (图16.34红色框中)、综评结果详细数据
(图16.34绿色框中)、评价等级赋分、权向量列表 (图16.34黄色框中)。

图 16.34: 计算功能

点选评测对象列表中各评测对象，中部区域将显示相应的综评结果详细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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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 评价等级赋分和权向量

可以通过编辑评价等级赋分表格中的分值，改变使用加权平均原则计算时

各个评价等级对应的分值。双击单元格，进入编辑模式，输入分值然后回车完

成编辑，当前的综评结果中各项数据将重新计算。

图16.35显示了一个进入编辑状态的评价等级赋分表格。

图 16.35: 编辑评价等级赋分

类似地，在权向量列表中双击数值单元格，也可以进入编辑状态、修改权

重值，权重值修改后也会重新计算综评结果中的各项数据。

注意：如果导入的问卷中有层次分析法模型和判断矩阵数据，也就是问卷

是在 yaanp中使用层次分析法模型计算结果生成，则不能修改“权向量”列表
中的数值，因为这些权重与 AHP模型和判断矩阵是相关的。

16.4.2 等级赋分

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最后一步得到综评结果步骤，软件会使用“加权平

均原则”和“最大隶属度”原则计算得到最终的结果 (如果数据支持的话)，分别
对应图16.36中的“等级赋分”和“最大隶属度”标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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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赋分计算结果中，以图形和列表两种形式展示计算结果数据。其中表

格形式总是显示，而图形形式只有特殊的、包含 AHP相关数据的问卷才会显示。

图形

如果导入数据中包含层次分析法模型和判断矩阵数据，也就是问卷是在

yaanp 中使用层次分析法模型的计算结果生成的，那么等级赋分计算结果中将
会有图形形式的数据展示，如图16.36所示。

图 16.36: 等级赋分结果图形形式展示

在图形展示的等级赋分结果中，可以使用工具栏各功能，修改下方图形的

样式，还可以导出到图像文件。图形展示区域，也可以选中修改各图形大小以

展示其中完整的文本。图16.37中展示一个修改了图形大小、改变了权重文字颜
色后并增加了网格线的等级赋分图，这些修改将会作用于数据导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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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7: 等级赋分结果图形形式展示——修改样式

列表

列表形式每行展示一个评价标准/要素的分值，如果导入问卷中有 AHP 数
据，表格中会有多个分组，每个分组代表层次模型中的一层，如图16.38所示。

图 16.38: 等级赋分结果表格形式展示——AHP

如果导入问卷中没有AHP数据，将仅显示各个评价标准的分值，如图16.39所
示。并且因为没有 AHP数据，等级赋分结果中没有“图形”展示形式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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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39: 等级赋分结果表格形式展示——无 AHP

16.4.3 最大隶属度

“最大隶属度”部分以表格形式展示评测对象及各指标相关的隶属度数据，

其中第一行是评测对象隶属度数据，下面的各行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数据。如

图16.40所示。

注意：目前只有当导入问卷中评价等级类型的数量等于 1、并且所有的客观
定量评价指标也被设定为模糊化时，才会显示“最大隶属度”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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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0: 最大隶属度列表

图16.41显示一个导入数据中有多个评价等级类型的计算结果界面，从右侧
的“评价等级赋分”列表中可以看出问卷中有两个评价等级类型，所以计算结

果中不显示“最大隶属度”内容。

图 16.41: 多个评价等级类型

16.4.4 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预览”部分显示导出数据的预览，工具栏中可以设定预览及导出

报告中有哪些数据内容，如图16.42所示。工具栏上勾选/取消勾选内容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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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生成预览”按钮后，数据导出预览内容将相应地发生变化。

图 16.42: 数据导出预览功能按钮

数据导出预览生成需要一定的处理时间，切换到“数据导出预览”标签页

或者点击工具栏的“重新生成预览”后，将显示处理进度，处理完成后，显示数

据导出预览表格，如图16.43所示。

图 16.43: 数据导出预览

点击工具栏的“导出计算数据“按钮，将以 Excel格式导出计算结果报告。
如果希望以其他文件格式导出数据，可以点击“导出计算数据”按钮下方的下

拉箭头，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其他文件格式，例如 PDF、CSV 或纯文本文件。
如图16.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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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44: 导出数据

16.5 保存和打开

导入的数据以及评价等级赋分设定会被保存，点击软件窗口左上角的“保

存”按钮、后台功能界面的“保存”功能或按下 Ctrl+S键，可以保存这些数据
到数据存盘文件。数据存盘文件的默认扩展名为.fcex，保存下来的数据可以再
次打开。

后台功能界面中的保存、另存为以及打开功能如图16.45所示。

图 16.45: 保存、另存为、打开

参考文献

[1] 曹炳元. 应用模糊数学与系统.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附录 A层次模型的不同构建方式

层次分析法模型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网络模型：每一层对应一个簇，簇

内节点对应层次中的每个要素，簇内节点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各层之间没有影

响关系循环。在 yaanp中，层次分析法问题建模时除了可以使用与层次分析法
软件 yaahp类似的层次模型构建方式外，还可以使用单网络的网络分析法方式
构建，两者是等效的。

图 A1.1过河收益决策的三种模型图



图 A1.1中展示了三种过河收益决策模型图，分别为层次分析法软件 yaahp
中构建的层次模型图 (红框内)、yaanp中构建的层次模型图 (绿框内)和 yaanp
中单网络 ANP模型方式构建的层次模型图 (黄框内)。

图 A1.1中下方的网络模型图与其他两个层次模型图完全等价，并且在计算
参数设定相同的情况下，最终的计算结果完全相同的。图 A1.2中展示三个模型
对应的计算结果。左侧是各个计算结果的图表显示截图，右侧是权重分布图备

选方案要素部分的截图。

图 A1.2过河收益决策三种计算结果



附录 B快捷键列表

• 1连接线操作

为连接添加连接点：选中连接后，按下 Ctrl并在连接点上点击鼠标左键

删除连接上的连接点：选中连接，按下 Ctrl并在该连接点上点击鼠标左键

• 2绘图工具

选择：Space(空格)或 Esc

拖动：A

文本：T

单向连接：Q

双向连接：W

无向连接：E

• 3比例

放大 (以当前画布中心为准心)：Z

缩小 (以当前画布中心为准心)：X

适合窗口：F

放大/缩小 (以鼠标光标为准心)：滚动鼠标滚轮

• 4剪贴板



复制：Ctrl+C

复制网络层图像：Ctrl+Shift+C

剪切：Ctrl+X

粘贴：Ctrl+V

• 5撤销、重做、删除、选中全部

撤销：Ctrl+Z

重做：Ctrl+Y

删除：Delete(删除)

选中全部：Ctrl+A

• 6群组

组合：Ctrl+G

取消组合：Ctrl+U

• 7文本

编辑元素文本：F2

文本编辑换行：Shift+Enter(回车)

完成文本编辑：Enter(回车)

取消文本编辑：ESC

• 8调整位置

微调元素位置：Ctrl+方向键

调整元素位置：Ctrl+Shift+方向键

对齐到网络：Ct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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