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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R(Rank-Sum Ratio)秩和比是一种用于多属性决策分析的方法,主要用于评

估和排序不同方案的优劣，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档（对评价对象分成几个档

次），其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等领域，比如分析结合医院相关指标数据，针对

医院的优劣进行评价，并且进行排名和分档次。其位于SPSSAU-》综合评价-》

WRSR秩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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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AU 操作 

 
分别将‘高优指标’和‘低优指标’拖拽放入框中，也可将研究对象拖拽

到‘标签’框中。SPSSAU中涉及3项参数，分别是编秩方法、档次数量和指标

权重。 

编秩方法：包括整次法（默认）和非整次法，具体可见算法处说明。 

档次数量：可提供3档（默认）、4档和5档选择使用。 

指标权重：如果输出则按照提供的权重值进行RSR值计算，默认SPSSAU会

对输入权重进行归一化处理，如果不输入则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相同。 

 

SPSSAU 数据格式 

 

RSR秩和比可分析研究对象在‘研究指标’上的综合表现水平情况。数据格式

上需要1列表示1上研究指标，1行表示1个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即A列可在分析时

拖拽到‘标签’框中。 

 

算法 

1. 准备数据 

秩和比法时，一行代表一个评价对象，一列代表一个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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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数据的秩 

秩(R)是数字的相对排名值，该值越大意味着越优，此步骤计算出各个评价

对象分别在评价指标上的秩次，用于下一步RSR值计算使用。秩的计算上共分

为两种，分别是整次法和非整次法，并且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时，秩的计算略

有不同。 

✓ 关于整次法时：正向指标的秩为数字大小升序排名，逆向指标的秩为数

字大小降序排名。 

✓ 关于非整次法时，正向指标或逆向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时：𝑅 = 1 + (𝑛 − 1)
𝑋 − 𝑋𝑚𝑖𝑛

𝑋𝑚𝑎𝑥 − 𝑋𝑚𝑖𝑛
 

逆向指标时：𝑅 = 1 + (𝑛 − 1)
𝑋𝑚𝑎𝑥 − 𝑋

𝑋𝑚𝑎𝑥 − 𝑋𝑚𝑖𝑛
 

上式中n表示评价对象个数， 𝑋𝑚𝑎𝑥表示该评价指标的最大值，𝑋𝑚𝑖𝑛表示该

评价指标的最小值。 

整次法和非整次法是两种不同编秩方式，最终得到的秩均为数字越大越

优，下一步会利用已计算好的秩进行RSR值计算。 

3. 计算 RSR 值 

利用上一步计算得到的秩，此步骤计算综合秩，用于所有指标一起时的综

合秩，也称RSR值，RSR值越大意味着越优，RSR值计算时分为两种，分别是

整次法和非整次法。计算得到RSR值后，进一步计算RSR值的降序排名值，

RSR值表示所有评价指标的综合秩情况，其计算如下公式： 

𝑅𝑆𝑅𝑖 = ∑  

𝑚

𝑗=1

1

𝑚
×

𝑅𝑖𝑗

𝑛
 

公式中m表示评价指标个数， n表示评价对象个数。 

如果考虑各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即各个评价指标权重不一致时，RSR计算

公式如下： 

𝑅𝑆𝑅𝑖 = ∑ 𝑤𝑖 

𝑚

𝑗=1

𝑅𝑖𝑗

𝑛
 

公式中𝑤𝑖为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该数据由输入参数决定，且SPSSAU会对

该输入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如果不输入则默认每个指标的权重一致即为1/m。 

4. 计算 Probit 值 

此步骤时首先将RSR值去重复后由从小到大排序得到RSR分布值，并且计

算各个RSR分布值的频数，累积频数，平均秩次和向下累积频率共计5个指标

值。并且基于向下累计频率，计算得到Probit值。 

✓ 频数是指某个RSR分布值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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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频数指从上到下某RSR分布值的频数累积 

✓ 平均秩次指RSR分布值对应‘RSR升序排名’的平均值（注：RSR排名为降

序排名，RSR升序排名=n + 1 - RSR排名，n为评价对象个数） 

✓ 向下累积频率=平均秩次/n×100%’，n为评价对象数量，RSR分布值最大

时，其按1-1/4×n进行计算 

基于向下累积频率，最终计算Probit值，该值为‘向下累积频率’对应的标准

正态分布区间点加上5，比如14.3%时对应的标准正态分布区间点值为-1.068，

那么对应Probit值为-1.068+5=3.932。 

5. 得到 RSR 拟合值 

上一步计算得到Probit值之后，将Probit值作为自变量，RSR分布值作为因

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到得到线性回归的拟合值，该拟合值也称作RSR拟合

值。 

6. 结合 RSR 拟合值进行排序和分档 

利用上一步得到的RSR拟合值，该值为优劣评价的标准值，该值越大意味

着其越优，即可通过RSR拟合值（也或者RSR值）对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大小

排序。 

除此之外，结合RSR拟合值的分档排序临界表，可得到各个评价对象的分

档等级。SPSSAU列出分别不同档次时的百分位数临界值、Probit临界值和RSR

拟合值的临界值，分档时档次的数字越高，意味着评价对象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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