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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目标规划问题的单纯形法
• 三种不同的单纯形法求解方式
▫ 将多目标整体优化的单纯形法（单纯形法）

▫ 按优先级分层优化的单纯形法（层次单纯形法）

▫ 对优先因子赋权的单纯形法（权和单纯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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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研读：教材《运筹学教程》
(第5版)113-113页的内容。



将多目标整体优化的单纯形法
• 该方法也称为检验数分列的单纯形法，规定如下：
▫ （1）将目标规划的目标函数表示为求和形式（综合考
虑优先级和权系数）；

▫ （2）由于目标规划问题的目标函数为求最小化，因此
所有检验数𝜎𝑗 = 𝑐𝑗 − 𝑧𝑗 ≥ 0为最优准则；

▫ （3）由于非基变量的检验数中含有不同级别的优先因
子，即

𝜎𝑗 = 𝑐𝑗 − 𝑧𝑗 = σ𝛼𝑙𝑗𝑃𝑙 , 𝑙 = 1,… , 𝐿

因此将检验数按优先因子分列表示，但从每个检验数的
整体来看：检验数的正负首先取决于𝑃1的系数𝛼1𝑗的正
负。若𝛼1𝑗 = 0，则此时该检验数的正负就取决于𝑃2的
系数𝛼2𝑗的正负，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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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目标整体优化的单纯形法
• 计算步骤（min 𝑧）

▫ (1) 建立初始单纯形表，在表中将检验数行按优先因子个数
（其级别从高到低）依次列成𝐿个行。

▫ (2) 对于当前单纯形表，置𝑙 = 1。

▫ (3) 检查第𝑙行中是否存在负数，且该负数所对应列的前𝑙 − 1

个行的系数均为零。若有这样的负数，则取其中最小者对应
的变量为换入变量，转到(4)；否则，转到(6)。

▫ (4) 按最小比值规则确定换出变量，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
同的最小比值时，选取具有较高优先级别的变量为换出变量。

▫ (5) 按单纯形法进行迭代，得到新的计算表，返回(2)。

▫ (6) 当𝑙 = 𝐿时，计算结束，表中的解为满意解；否则，置𝑙 =
𝑙 + 1，转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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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求解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的步骤基本相同，但由于目标优先
级的存在，因此应首先寻求使最高优先级别的目标优化，然后
转向下一级，当下一级目标优化后再转更低一级，依此类推。



应用举例
• 例3用单纯形法求解下述目标规划问题

min 𝑧 = 𝑃1 𝑑1
− + 𝑑2

+ +𝑃2𝑑3
−

𝑠. 𝑡.

𝑥1 + 𝑑1
− − 𝑑1

+ = 10

2𝑥1 + 𝑥2 + 𝑑2
− − 𝑑2

+ = 40

3𝑥1 + 2𝑥2 + 𝑑3
− − 𝑑3

+ = 100

𝑥1, 𝑥2, 𝑑𝑖
−, 𝑑𝑖

+ ≥ 0 (𝑖 =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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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
列出初始单纯形表

迭代后得到下面的表格：

𝒄𝒋 → 𝟎 𝟎 𝑷𝟏 𝟎 𝟎 𝑷𝟏 𝑷𝟐 𝟎

𝑐𝐵 𝑋𝐵 𝑏 𝑥1 𝑥2 𝑑1
− 𝑑1

+ 𝑑2
− 𝑑2

+ 𝑑3
− 𝑑3

+

𝑃1 𝑑1
− 10 1 0 1 −1 0 0 0 0

0 𝑑2
− 40 2 1 0 0 1 −1 0 0

𝑃2 𝑑3
− 100 3 2 0 0 0 0 1 −1

𝑐𝑗 − 𝑧𝑗
𝑃1 −1 0 0 1 0 1 0 0

𝑃2 −3 −2 0 0 0 0 0 1

应用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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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迭代时应将检验数
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运算。



应用举例
• 解(续)：

继续迭代得到下面的表格（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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𝒄𝒋 → 𝟎 𝟎 𝑷𝟏 𝟎 𝟎 𝑷𝟏 𝑷𝟐 𝟎

𝑐𝐵 𝑋𝐵 𝑏 𝑥1 𝑥2 𝑑1
− 𝑑1

+ 𝑑2
− 𝑑2

+ 𝑑3
− 𝑑3

+

0 𝑥1 10 1 0 1 −1 0 0 0 0

0 𝑑2
− 20 0 1 −2 2 1 −1 0 0

𝑃2 𝑑3
− 70 0 2 −3 3 0 0 1 −1

𝑐𝑗 − 𝑧𝑗
𝑃1 0 0 1 0 0 1 0

𝑃2 0 −2 3 −3 0 0 0 1



应用举例
• 解(续)：

已得满意解，计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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𝒄𝒋 → 𝟎 𝟎 𝑷𝟏 𝟎 𝟎 𝑷𝟏 𝑷𝟐 𝟎

𝑐𝐵 𝑋𝐵 𝑏 𝑥1 𝑥2 𝑑1
− 𝑑1

+ 𝑑2
− 𝑑2

+ 𝑑3
− 𝑑3

+

0 𝑥1 20 1 Τ1 2 0 0 Τ1 2 Τ−1 2 0 0

0 𝑑1
+ 10 0 Τ1 2 −1 1 Τ1 2 Τ−1 2 0 0

𝑃2 𝑑3
− 40 0 Τ1 2 0 0 Τ−3 2 Τ3 2 1 −1

𝑐𝑗 − 𝑧𝑗
𝑃1 0 0 1 0 0 1 0 0

𝑃2 0 − Τ1 2 0 0 0 Τ−3 2 0 1

0 𝑥1 10 1 0 1 −1 0 0 0 0

0 𝑥2 20 0 1 −2 2 1 −1 0 0

𝑃2 𝑑3
− 30 0 0 1 −1 −2 2 1 −1

𝑐𝑗 − 𝑧𝑗
𝑃1 0 0 1 0 0 1 0 0

𝑃2 0 0 −1 1 2 −2 0 1



课堂练习
• 思考与讨论

▫ 若以下表达式作为目标规划的目标函数，其逻辑是
否正确，为什么？
（1）max 𝑑− + 𝑑+

（2）max 𝑑− − 𝑑+

（3）min 𝑑− + 𝑑+

（4）min 𝑑− − 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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