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环境监测的两级数据融合模型与算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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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多源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不仅存在大量冗余, 而且会影响最终监测结果. 为了提高监测的准确度, 本文提

出一种面向草原环境监测的两级数据融合模型. 在一级数据融合中, 首先采用自适应加权平均法对各区域内的同类

传感器进行融合, 然后利用 BP神经网络对该区域内的异类传感器进行训练和融合, 从而得到对各区域环境状况的

初步判断. 由于经 BP神经网络融合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二级融合利用 D-S证据理论对一级融合结果进行

综合分析, 从而得到对草原环境的决策判断. 最后对模型及算法进行了有效性验证与分析,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

法能够较准确地监测草原环境状况, 同时对草原环境的高效管理和科学养护等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指导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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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 collected by multi-source sensors not only have a lot of redundancy, but also affect the final
monitoring resul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monitoring, this study proposes a two-level data fusion model and
algorithm for grassland environment monitoring. In the first-level data fusion, the adaptive weighted averaging method is
used to fuse the similar sensors in each region, and then the BP neural network is used to train and fuse the heterogeneous
sensors in the region, thus a preliminary judgment on 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each region is obtained.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usion result by BP neural network, the secondary fusion uses DES evide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imary fusion result and get the decision-making judgment of grassland environment. Finally, the validity and analysis of
the model and algorithm are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accurately monitor
the grassland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some valuable guidance and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scientific conservation of grassl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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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安全, 因此, 做好草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及时

掌握草原环境变化, 对合理保护草原以及有效利用草

原其意义十分重大.
为了提高环境监测效率, 其监测方法已不再利用单

一的监测体系, 而是采用多传感器相互协作方式对环境

进行监测, 但是利用多传感器采集到的各种环境参数存

在大量冗余, 若将这些数据直接送到监测中心做处理,
不仅增加了数据的传输量, 而且可能导致最终的监测结

果存在较大误差. 因此, 学者们将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应

用到环境监测中, 对融合模型和算法进行深入研究. 文
献[1]基于自适应加权平均和 BP 神经网络建立融合模

型, 对农田环境进行监测. 但由于 BP 神经网络易陷入

局部最优值, 导致融合结果存在偏差; 文献[2]基于 D-
S证据理论构建的环境监测模型, 增强了监测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 但使用 D-S 证据理论的难点在于基本概率

的分配, 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从而降低监测的准确性; 文
献[3]采用 AFWDF 算法建立融合模型, 对各区域内所

有节点采集的数据直接进行加权融合. 但是该模型的运

算量较大, 降低了环境监测的效率. 针对上述融合模型

的不足之处, 本文建立了一种两级数据融合模型. 通过

该模型对多传感器接收的数据进行融合处理, 不仅提高

了环境监测的效率, 而且大大提高了准确性.

1   多源数据融合技术简介

多源数据融合 (multi-source data fusion)又称多传

感器数据融合, 指的是为了某一目的, 综合处理来自多

个传感器的数据, 以期得到既精确又可靠的估计或推

理决策[4]. 按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 多源数

据融合技术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对来源于各传感器探测

的信息, 按照所需达到的目标任务协调和管理传感器

信息, 并构建相应的传感器模型, 在此基础上对所收集

的传感器数据进行数据状态统一、数据选择剔除、数

据分类和数据融合, 以此达到对对象进行综合准确判

断的目的[5].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流程如图 1所示.
数据融合技术的出现和应用起源 20世纪 70年代[6].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到现今为止, 持续的研究热潮使

多源数据融合理论和技术得到迅猛发展. 多源数据融合

技术的主要特点是它可以依靠一定的标准来综合分析

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数据, 以获得比单传感器更准确的类

别或者状态检测. 如今该技术在众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原因在于该技术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和抗干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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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流程

 

把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应用到各种领域, 对同类传

感器来说, 它不仅可以获得较全面准确的信息, 还能克

服因信息的冗余性造成输出结果不确定性的缺点, 提
高其可信度. 同样地对于异类传感器, 数据融合技术可

以互补不同传感器测得的数据, 而相互补充的信息既

补偿了单个传感器测量的不确定性, 又解决了测量范

围局限性的问题, 因此应用多源数据融合技术对增加

系统的可靠性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   草原环境监测的数据融合模型构建

由于草原地域广阔, 需要划分区域布置传感器, 每
个区域内都布置若干个传感器节点, 然后根据 LEACH
协议在各区域按照一定规则选取一个簇头节点, 这便

形成一个分簇结构[7,8]. 其网络拓扑图如图 2所示. 其中

传感器节点主要负责采集各类环境参数数据, 簇头节

点则负责接收各区域内传感器节点送来的数据. 簇头

节点在收到各传感器节点传来的数据后执行一级融合,
然后将一级融合结果发送给网关节点. 网关节点负责

接收不同区域传来的数据, 在接收到各区域传来的数

据后进行二级融合, 通过对融合结果的综合分析得到

最终的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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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草原环境监测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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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监测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和光照强度 3个
环境参数为例, 设计两级数据融合模型如图 3所示. 当
簇头节点接收到该区域中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之后, 首
先对该区域内的同类传感器数据利用自适应加权平均

法来融合; 其次, 采用 BP 神经网络方法对各区域进行

局部融合处理, 即把各区域的异类传感器数据进行融

合. 然后将一级融合结果发送到网关节点进行二级融

合, 二级融合采用 D-S 证据理论对 BP 神经网络局部

融合的结果进行决策级融合, 从而整体判断草原环境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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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草原环境监测多源数据融合模型示意图
 

数据预处理: 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中, 可能有异常

数据存在, 所以在融合前有必要进行预处理. 在这些异

常数据中, 一种称为有效异常数据, 主要是因为周围环

境存在隐患引起的; 另一种是节点故障等非正常因素

导致采集到的无效异常数据, 这些无效异常数据会影

响最终的融合结果, 因此需要判断传感器测量数据的

有效性[9]. 在本文中, 判断采集数据的有效性方法是群

体支持度的思想, 以此剔除无效的异常数据, 其不参与

融合.
数据融合: 由于每个区域内各传感器的测量精度

不同, 若直接将传感器接收的数据融合, 计算量较大.
因此, 首先利用自适应加权平均法对区域内多个同类

传感器预处理后数据进行融合, 自适应地根据均方误

差最小的方法寻找对应的权值, 将预处理后的数据乘

以权值后相加得到对各区域内同类传感器融合. 然后

利用 BP神经网络对各区域异质传感器数据进行融合,
输出为各区域的环境状况. 经一级融合得到的融合结

果仅能够反应该区域内的环境状况, 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因此需要进行二级融合整体判断草原环境状况,
即归一化处理各区域 BP神经网络输出值, 以此作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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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焦点元素的基本概率分配. 最后再利用 D-S 证据

理论进行综合考虑, 得到最终判断.
2.1   数据预处理

在数据融合过程中, 无效异常数据会导致最终融

合结果不准确. 因此, 应剔除无效异常数据. 为了准确

判断异常数据的有效性, 本文引入群体支持度的思想.

ai a j

ai ai

ai

用群体支持度来判断异常数据有效性的方法如下[9]:
在所有传感器节点数据中, 都有一个支持度, 而支持度

所反映的是该区域内临近节点对异常数据有效性的支

持. 假设某区域内测量土壤温度的传感器有若干个, 其
中节点 i 的测量值记作 , 节点 j 的测量值记作 . 如果

测量值 的有效性高, 证明其他节点的测量值对 的支

持度就越高, 则 是有效数据的可能程度越高.

sup(a,b) b a

为了证明各传感器采集数据的相关支持度, 采用

支持度函数 来表示数据 对 的支持程度. 其中

Yager支持度函数满足以下 3个条件:
sup(a,b) ∈ [0,1](1)  ;
sup(a,b) = sup(b,a)(2)  ;
|a−b| < |x− y| sup(a,b) > sup(x,y)(3)若 , 则

描述支持度函数通常采用高斯函数, 但高斯型支

持函数需要执行指数运算, 这将占用节点大量的硬件

资源, 并不适用于资源有限的传感器网络. 因此, 本文

提出了一种改进型支持度函数, 以提高数据融合的精

确度. 如式 (1)所示:

sup(m, n) = S N(m, n, K, β) = K ×
(
1+ (a−b)6

)−1
(1)

K ∈ [0,1] β

(β ≥ 0)

式中,  , 表示支持函数幅度; 对于衰减因子

, 其值越大, 支持度函数衰减越快. 如果同类型传

感器接收的数据, 其中 2个测量值越接近, 则二者支持

度函数值越大. 改进的支持度函数仍需满足 Yager 提
出的 3个必要条件.

设某区域内采集土壤温度的传感器节点有 n 个,
通过式 (1) 计算支持度矩阵.

S =


s11 s12 · · · s1n
s21 s22 · · · s2n
...

...
...

...
sn1 sn2 · · · snn

 (2)

ai则其他传感器节点对传感器节点 的综合支持度

如式 (3) 所示:

si =

n∑
j=1

si j (3)

si

ai

si

xi(t)(i ∈ {1,2, · · · ,n}) yi(t)(i ∈ {1,2, · · · ,
n}) zi(t)(i ∈ {1,2, · · · ,n})

若 值越大, 则与多数传感器节点的测量值越接

近, 此时 为有效异常数据的概率较高; 相反地, 如果

值越小, 证明偏离多数传感器测量值, 其为无效异常

数据的可能性较高. 因此, 经预处理后, 某区域内土壤

温度传感器、土壤湿度传感器和光照强度传感器在

t 时刻的值分别为 、

、 .
2.2   基于自适应加权平均和 BP 神经网络的一级融合

方法

2.2.1    自适应加权平均融合方法

wi

本文首先将各区域内经预处理后的同类传感器数

据进行融合, 采用的是自适应加权平均法. 由于不同传

感器的权重不同, 因此根据均方误差最小理论, 自适应

寻找各传感器对应的权值 , 将各传感器接收到的数

据和对应的权值相乘, 并将结果相加便可得到最后的

融合值. 其中自适应加权融合的模型如图 4所示[10]:
 

x2

x1

...

w1

w2

wixi

...

XΣ

 
图 4    自适应加权融合算法模型示意图

 

σ2
1σ

2
2 · · ·σ2

n xi

wi

x̄

假设某一区域内用到 n 个土壤温度传感器, 每个

传感器的方差分别为 ,  为预处理后土壤温

度传感器测量到的数据,  为对应的权值. 根据自适应

加权平均计算公式, 融合后的 权值满足式 (4)和式 (5):

−
X =

n∑
i=1

wixi (4)

n∑
i=1

wi = 1 (5)

其中, 均方误差如式 (6)所示:

σ2 = E
[
(x− X̄)2

]
= E

 n∑
i=1

wi
2(x− xi)2 +2

∑
wiw j(x− xi)(x− x j)

] (6)

由于各传感器安装在草原的不同位置并且距离足

够远, 因此可近似认为各传感器数据相互独立, 所以有:

E
[
(x− xi)(x− x j)

]
= 0 (i , j)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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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 = E

 n∑
i=1

w2
i (x− xi)2

 = n∑
i=1

w2
i σ

2
i (8)

当均方误差最小时, 各土壤温度传感器所对应的

权值为:

wi = 1/σ2
i

n∑
i=1

1
σ2

i

(9)

类似地, 可获得该区域内土壤湿度传感器和光照

强度传感器在剔除无效异常数据后的一级融合值.
2.2.2    BP神经网络融合方法

在本文中, 采用 BP神经网络方法对各区域内异类

传感器数据进行局部融合. 各区域自适应加权平均融

合后得到的各环境参数融合值作为 BP 神经网络的输

入, 利用 BP神经网络分别对各区域的异类传感器数据

做融合处理, 得到该区域环境状况判断. 其中具体融合

方法如下:
(1) 首先预处理这 3种类型传感器的数据;
(2) 经预处理后, 分别对各环境参数进行特征提取;
(3) 归一化处理各特征信号, 提供统一的形式以供

神经网络输入;
(4) 开始进行 BP 神经网络训练. 将样本数据送入

BP 神经网络中, 训练到满足要求为止. 然后将训练好

的网络作为已知网络, 把归一化处理后的监测数据送

入该神经网络中, 此时神经网络的输出即为该区域的

环境状况.

x = {x1, x2, x3} W1i j

W2ki Y1

根据草原环境监测的实际情况, 本文设计的 BP神

经网络模型如图 5所示. 其中各参量意义如下: 输入向

量 ;  是输入层与隐含层间连接权值;

为隐含层与输出层间连接权值;  为该 BP 神经网

络的输出.
 

x1

x2 Y1

输入层 隐含层 输出层

x3

W2ki
W1ij

.
.
.
.
.
.

 
图 5    BP神经网络模型

 

根据选择的三个环境参数并经过反复训练, BP神

经网络的各层参数设置如下: 其中输入层神经元的个

数, 是根据输入信号的维数确定的, 本文中选取 3个环

境参数作为输入量, 即为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和光照

强度; 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的选取, 一般是由经验公

式 (10) 计算出隐含层节点数的区域范围, 并通过实验

进行确定, 直到网络输出误差值最小为止[11].

p =
√

m+n+a (10)

式中, p 为隐含层节点数; n 为输入层节点数; m 为输出

层节点数; a 为[1, 10]之间的常数. 由经验公式 (10), 可
以得到隐含层节点数范围在[2, 12]之间. 通过实验结果

发现当隐含层节点数为 6时, 网络误差较小, 因此本文

将隐含层节点数设定为 6 个. 输出层设置神经元节点

个数为 1, 输出的是对各区域的环境状况初级判断.

ε = 0.01

在 BP 神经网络各层节点数设计完成后, 开始对

BP 神经网络进行训练. 本次训练采集 1200 组数据作

为样本数据, 然后利用图 3 所示的 BP 神经网络结构,
使用MATLAB工具箱建立 BP神经网络. 在考虑收敛

精度与收敛速度最佳的情况下, 采用 logsig 函数作为

激活函数将网络输出限定到 (0, 1)区间上, 训练函数使

用 trainlm 函数, 学习函数使用 learnpbm 函数, 取目标

误差值 进行网络训练. 其仿真结果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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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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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训练迭代次数 
图 6    BP神经网络训练曲线

 

ε = 0.01

由图 6可以看出, 在训练 300次后趋于稳定. 若训

练误差要求越来越小, 则训练结果更接近实验期望值.
因此, 直到网络误差满足 , 结束网络训练. 此时,
可将样本集输入到神经网络中进行识别, 得到 BP神经

网络的决策输出, 并将输出结果归一化处理得到焦点

元素的基本概率分配.
2.3   基于 D-S 证据理论的二级融合

为了增强草原环境监测的精度, 采用 D-S 证据理

论进行全局融合. BP神经网络局部融合的缺点在于其

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而 D-S 证据理论恰为解决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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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 本文经过一级融合后, 可
得到对各区域的局部判断 .  然后归一化处理各区域

BP神经网络的输出值, 再利用 D-S证据理论进行决策

级融合. 具体方法如下:

L1

L2

Ln

假设将一处草地分为 n 个区域 ,  其中区域 1 经

BP 局部融合后的结果记为 , 区域 2 经 BP 局部融合

后的结果记为 , 以此类推, 区域 n 经 BP 局部融合后

的结果记为 , 每个信任函数的焦点元素对应各区域

局部判断结果. 将所有局部判断结果构成识别框架, 然
后对各区域 BP神经网络的输出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

各焦点元素的基本概率分配值 m, 最后利用 D-S 证据

理论合成规则进行全局融合, 从而得到草原环境状况.
D-S证据理论组合模型如图 7所示.
 

神经网络
局部判断1

神经网络
局部判断 n

m
n

m1

D-S 证据
理论

决策结果

......

......

 
图 7    D-S证据理论融合模型

 

2Ω

2Ω 2Ω ∈ [0,1]

在问题域中 ,  任意命题 A 均属于幂集 [ 1 2 ] .  在
上定义基本概率赋值函数 m:  , 而 m 满足

下式:

m(ϕ) = 0,
∑
A⊆Ω

m(A) = 1 (11)

ϕ 2Ω式中,  为空集或称为不可能事件; m 为 上的基本概

率分配函数; m(A) 为 A 的基本概率值. 式中所有满足

m(A)>0的子集 A 称为 m 的焦元.
将 D-S证据理论中的信任函数 Bel 及似然函数 Pl,

定义如下:

Bel(A) =
∑
B⊆A

m(B) (12)

Pl(A) = 1−Bel(A) =
∑

B∩A,Θ

m(B) (13)

A ⊆Ω对所有满足条件 的 A 有: Bel(A)≤Pl(A). 通过

上述 D-S 证据理论公式, 便能够合成多个证据源提供

的证据[13,14].

E1E2 · · ·En

m1m2 · · ·mn

例如, 将整个草原监测区域划分为 n 个区域, n 个

区域对应 m 个证据, 分别记为 , 其对应的基

本概率赋值函数为 , 证据理论合成公式为:

m(A) =
1

1− k

∑
B∩A=A

n∏
j=1

m j(Ai) (14)

k =
∑

B∩A,φ

n∏
j=1

m j(Ai)式中,  , 1/(1–k)为归一化因子.

∑
A⊆Ω

m(A) = 1

由于 D-S证据理论基本概率分配函数必须满足条

件 , 所以要先对各区域 BP神经网络的输出

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 使其满足证据理论组合的基本

条件. 经过处理后就可得到各区域独立的证据, 然后利

用合成公式 (14) 对各区域证据进行组合, 就得到了最

终的草原环境监测结果.
利用 D-S进行二级融合的运算复杂度主要取决于

所划分区域的个数, 因为 n 个区域所对应的是 n 条证

据体. 并且本文在使用 D-S证据理论的过程中, 不仅解

决 BP神经网络输出的不确定性, 同时借助 mass函数,
设置置信区间, 保证了各子集数据的有效性.

3   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该两级融合模型的有效性, 实验选取某

一草坪并将其划分为 5个区域, 分别标记为 A, B, C, D,
E, 每个区域内均布置若干个土壤温度传感器、土壤湿

度传感器、光照强度传感器节点和一个簇头节点. 选
用 Matlab2016 仿真工具进行模拟实验. 在每个区域 3
种传感器分别采集的 200 个样本数据, 为了实验具有

普遍适用性, 每次仿真实验在各类传感器采集的数据

中随机抽取 180个样本进行模拟, 剩余的 20个样本作

为模型的测试集.

x1

x2 x3 x1 x2 x3

σ2
1 σ2

2 σ2
3

w1 w2 w3

首先利用自适应加权平均法得到各区域内 3个环

境参数的融合值. 例如 A 区域内有 3 个土壤温度传感

器采集的数据进行实验, 3个传感器节点分别标记为 ,
,  . 某次实验测得 =28.6 ℃,  =27.7 ℃,  =28 ℃.

求得节点方差为:  =0.02,  =0.13,  =0.1, 对应权值

为 =0.34,  =0.47,  =0.41, 此时融合结果 X=28.05 ℃.
如此实验 30次, 得到的结果如图 8所示.

通过上述实验可以看出, 存在一些节点采集的数

据波动较大. 但通过自适应加权平均法对同类传感器

数据融合后, 这些波动较大的数据,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并不大. 为了进一步体现自适应加权平均的准确性及

有效性, 分别对自适应加权平均、算术平均[15]和加权

平均 3 种方法的融合误差进行对比, 图 9 所示为 3 种

方法的融合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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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A区域 3个土壤温度传感器采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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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三种方法的融合误差对比

 

经过 30次实验可以看出, 算术平均法的融合误差

最大精度最低, 而自适应加权平均法的融合误差最小

精度最高. 由此说明了自适应加权平均法的有效性.
根据该两级融合模型功能结构以及采集的实验数

据形式, 选用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和相关系数, 对二级

融合模型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价. 计算公式如下: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MAPE =
1
n

n∑
i=1

| f (xi)− yi|
yi

相关系数:

λ =

n n∑
i=1

f (xi)yi−
n∑

i=1

f (xi)
n∑

i=1

yi

2n n∑
i=1

f (xi)2−
 n∑

i=1

f (xi)

2

n n∑

i=1

yi
2−
 n∑

i=1

yi

2


f (xi) yi其中,  为融合值,  为真值 (即各传感器采集的数

据), n 为总数值. 模型性能越好, 则 MAPE 绝对值越小,

反之则差; 相关系数在[0, 1]内, 模型性能越好系数越接

近 1. 分别利用 BP 神经网络、D-S 证据理论以及二者

结合进行融合, 经过 10 次实验, 得到平均绝对百分比

误差和相关系数对比如图 10和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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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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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相关系数对比图

 

通过图 10 可以看出, 使用 BP 神经网络融合的绝

对百分比误差普遍大于使用 D-S证据理论融合的均方

误差. 但将二者结合使用, 发现其远小于单独使用这两

种融合方法. 根据图 11所示的结果分析, BP神经网络

和 D-S 证据理论结合使用的相关性系数更接近 1, 其
中大多数在 0.5 以上. 由此说明将 BP 神经网络和 D-
S证据理论结合进行融合的系统性能更好. 通过实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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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该两级融合模型的有效性, 同时该模型提高了系

统的精度, 表明将多个传感器获得的数据进行融合的

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4   结束语

本文根据草原生态环境的是实际情况, 建立了两

级融合模型. 由于传感器故障等原因导致采集的数据

中会存在无效异常数据, 因此融合前首先利用群体支

持度的方法剔除无效异常数据, 保留有效异常数据. 然
后先对各区域同类传感器采用自适应加权平均法进行

融合, 再利用 BP 神经网络对异类传感器数据融合, 此
时输出为各区域环境状况. 因经 BP神经网络输出的结

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文针对一级融合结果, 采用 D-S证

据理论进行决策级融合. 将 BP神经网络自适应性的特

点与 D-S 证据理论基本概率分配问题互补, 即把 BP
神经网络的输出值进行归一化处理, 以此作为基本概

率分配值, 再利用 D-S证据理论进行决策判断. 本文的

模型致力于解决多源传感器在草原环境中采集参数数

据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 最后通过模型的性能

评价, 证明了该模型有一定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孙玉文. 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农田环境监测系统研究与

实现[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 2013.
1

刘卫萍, 王宁, 周晓磊, 等. 数据融合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

的应用. 计算机系统应用, 2016, 25(6): 88–93. [doi: 10.15888/
j.cnki.csa.005202]

2

余修武, 范飞生, 周利兴, 等. 无线传感器网络自适应预测

加权数据融合算法. 传感技术学报, 2017, 30(5): 772–776.
[doi: 10.3969/j.issn.1004-1699.2017.05.023]

3

潘泉, 程咏梅, 梁彦, 等. 多源信息融合理论及应用.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4

彭冬亮, 文成林, 薛安克. 多传感器多源信息融合理论及应

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5

李洪伟, 刘兆东, 闵远胜, 等. 多源数据融合方法研究. 核动

力工程, 2018, 39(3): 77–80.
6

范时平, 何超杰. 基于 NARX神经网络的分簇数据融合算

法. 计算机工程与设计, 2018, 39(3): 938–942.
7

张明阳, 沈明玉. 基于 WSN的数据融合在水质监测中的

研究.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4, 50(23): 234–238, 260. [doi:
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8

谭德坤, 付雪峰, 赵嘉, 等. 基于异常数据驱动的 WSN簇

内数据融合方法 . 传感技术学报 ,  2017,  30(2):  306–312.
[doi: 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9

邓振文, 孙启湲, 贾云伟, 等. 可应用于气体泄漏源搜寻的

融合算法. 计算机科学, 2016, 43(8): 212–215. [doi: 10.11896/
j.issn.1002-137X.2016.08.043]

10

Jing  GL,  Du  WT,  Guo  YY.  Studies  on  prediction  of
separation  percent  in  electrodialysis  process  via  BP  neural
networks  and  improved  BP  algorithms.  Desalination,  2012,
291: 78–93. [doi: 10.1016/j.desal.2012.02.002]

11

章巍. 基于 D-S证据理论的数据融合方法设计与实现[硕
士学位论文].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2018.

12

Xiao  FY.  A  novel  evidence  theory  and  fuzzy  preference
approach-based  multi-sensor  data  fusion  technique  for  fault
diagnosis.  Sensors,  2017,  17(11):  2504.  [doi:  10.3390/
s17112504]

13

Zhu PY, Xiong WL, Qin NN, et al.  D-S theory based on an
improved  PSO  for  data  fusion.  Journal  of  Networks,  2012,
7(2): 370–376.

14

高杨, 沈重, 张永辉. 基于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的臭氧监

测系统设计. 传感器与微系统, 2014, 33(5): 66–68, 72. [doi:
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15

2019 年 第 28 卷 第 10 期 http://www.c-s-a.org.cn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Software Technique•Algorithm 软件技术•算法 119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5.023
http://dx.doi.org/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016/j.desal.2012.02.002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5.023
http://dx.doi.org/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016/j.desal.2012.02.002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5.023
http://dx.doi.org/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016/j.desal.2012.02.002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15888/j.cnki.csa.005202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5.023
http://dx.doi.org/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016/j.desal.2012.02.002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http://dx.doi.org/10.3778/j.issn.1002-8331.1301-0123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4-1699.2017.02.024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1896/j.issn.1002-137X.2016.08.043
http://dx.doi.org/10.1016/j.desal.2012.02.002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390/s17112504
http://dx.doi.org/10.3969/j.issn.1000-9787.2014.05.020
http://www.c-s-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