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年 % 月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第 "% 卷 第 * 期 &+’,-.( +/ 01+-234-2 5+,6.( 7-489,:4;<（5.;’,.( =>49->9） ?+() "% 5+) *

运筹学与控制论 @AB：$#) CDED F &) B==5) $E%"G EEDC) "#$#) #*) ##C

一种改进的单纯形最优化方法
!

董! 兵，梁! 俊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计算机学院，四川 广汉 E$HC#%）

摘要：对求极小化线性规划问题 6.I ! J "#，$# J %，#"#，通过添加人工变量，可直接获得问题的基解，若求得问题

的基解不是原问题的可行解，也不是对偶问题的可行解的情况下，本文给出了求解该类规划问题初始可行解的一般

方法。迭代过程如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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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 ’&(为主元，对单纯形表进行初

等行变换，可获得问题的可行解或最优解。与大 K 法和两阶段法相比，该算法计算量大大减少。最后给出了具体实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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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及预备知识

单纯形法是求解线性规划的基本方法，许多文

献对其不断的改进［$G%］。若求解线性规划问题时，存

在基可行解或对偶问题的基可行解，则可直接采用

文献［H］的方法，文献［D］采用人工约束法寻找问题

的解，文献［C］提出“求解线性规划问题可行基的一

种方法”，可避免引入人工变量的优点，但文献［*G
M］中指出上述两方法存在不正确之处。本文针对

求得问题的基解不是原问题的可行解，也不是对偶

问题的可行解的情况下，给出了求解该类问题的新

的一般方法。

一般地，线性规划问题通过添加松弛变量，可以

化为如下典式［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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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5 .3 称为对应于基 6 的变

量 /3 的检验数。其中 .4 为目标函数的系数，’43 为系数

矩阵中 /3 的系数。

" 主要结果

定理 $! 线性规划问题对应的单纯形表中，若

某个 %4 7 #（ 8 #），而所在行变量的系数 ’43 " #（$
#），3 - $，"，⋯，1，则该线性规划问题无可行解。

证明 ! （反证法）设线性规划存在可行解 9/ -

（9/$，9/"，⋯，9/1），9/4 " #，4 - $，⋯，1，左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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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左边 - %4 7（ 8 ）#，则矛盾。假设不成立，

该线性规划问题无可行解。 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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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 在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问题对应的单

纯形表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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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为主元，对单纯形表进行初等行变换，则新的

基解中小于 # 的项至少减少一个，重复上述过程，可

以得到该单纯形问题的可行解。

! 收稿日期："##DG $#G ""! ! 修回日期："#$#G #EG $M

资助项目：中国民航飞行学院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 &"##HG%E）

作者简介：董兵，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最优化算法。



证明 ! "）在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问题对应的

单纯形表中，若
!"

#"$
$

!%

#%$
，则以为 #"$ 主元，对单纯形

表进行初等行变换，即由非基变量 &$ 代替基变量 &"，

得到基解，不妨设为 &" ’（&"
"，&"

#，⋯，&"
(，⋯，$），则

&"
$ ’

!"

#"$
" $（因为 !" ) $，#"$ ) $）。

!若 !* " $，（ *& "）则有

（%）设 #*$ $ $，
!"

#"$
" $，&"

* ’ !* +
!"

#"$
#*$ " $。

（&）设 #*$ , $，由
!"

#"$
" $，

!*

#*$
$

!"

#"$
有

&"
* ’ !* +

!"

#"$
#*$ " $

"若 !* ) $（ *& "），则有

（%）设 #*$ ) $，由
!"

#"$
" $，

!*

#*$
$

!"

#"$
有

&"
* ’ !* +

!"

#"$
#*$ " $

（&）设 #*$ , $，&"
* ’ !* +

!"

#"$
#*$ $ $。

根据系数的选择，&"
$ ’

!"

#"$
" $，而其他情况，在

基解中不会出现新的小于 $ 的分量，则新的基解中

小于 $ 的项至少减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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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系数的选择要求，必定存在 #*$$ $，由条件

所述，而在其他情况，在基解中不会出现新的小于 $
的分量，则新的基解中小于 $ 的项至少减少一个。

证毕

推论 "! 在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问题对应的单

纯形表中，若 !* " $，* ’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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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 #%$ 为主元，对单纯形表进行初等行变换，得到

的新基必为可行基。

推论 #! 在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问题对应的单

纯形表中，若 !* $ $，* ’ "，#，⋯，(，而存在某个 $
（" $ $$ .），使得 #*$ ) $（" $ *$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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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 #"$ 为主元，对单纯形表进行初等行变换，得到

的新基必为可行基。

+ 应用举例

例 "! 求解下列线性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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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将问题化为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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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为主元进行换基迭代。完成一次迭代后，已

经得到基可行解，此时 !" " #，不是问题的最优解，

进行单纯形迭代，由表 ! 的单纯形表可知最优解为

#! $ $，#% $ #，#& $ #，最优值 %! $ & !%。

例 %’ 求解下列线性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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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将问题化为具有典式的线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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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例 % 的迭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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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为主元进行换基迭代。经迭代后，获得该线

性规划的基可行解。其中存在检验数 !! " #，该可行

解不是问题的最优解，进行换基迭代。问题的最优解

为 #! $ &. =.，#% $ #. =.，#& $ #，目标函数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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