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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P6++0教学法在重心法选址中的教学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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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物流类专业的本科教学中! 为了使学生更有效率地应用重心法进行配送中心选址! 采纳 1*,+34P6++0教学法快速有

效解决问题的思想! 将软件应用作为教学的核心! 而非单纯强调理论推导及复杂运算& 文中应用并比较了 ()2+8% K-/97%

K79[3,+B279三种软件! 并从迭代次数% 选址直观性及学生学习难易度三方面进行比较! 分析各自的优缺点! 并提出进一

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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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P6++0原意是电子数据表* 1*,+34P6++0教

学法是目前欧洲' 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的

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中全面运用的一种管理科学教

学法" 主要应用于需要进行模型计算的管理决策类

课程* 它在()2+8背景下将所需解决的问题进行描

述与展开" 然后" 建立数学模型" 并使用 ()2+8的

命令与功能进行预测' 决策' 模拟和优化等运

算5!6

* 0实用管理科学/1*,+34P6++0建模应用1

5$6

明确指出" 该教学法的重点不是数学公式的理论推

导与计算" 而是注重于如何对复杂的实际系统进行

描述与建模" 并借助计算机软件工具进行求解" 从

而避免了大量烦琐的数学计算与推导" 使得管理科

学的方法回归简明直观* 1*,+34P6++0教学法特别适

合于工业工程类管理与技术相结合的学科*

重心法是工业工程专业物流系统设计课程中的

一个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于它是根据待选物流

配送中心的数量" 将各起讫点预先分配给各个物流

配送中心" 从而形成个数等于物流配送中心数量的

多起讫点群落" 再采用精确重心法找出每个起讫点

群落之间使总运输成本最小的物流配送中心的精确

位置" 是解决单一选址问题的有力工具* 难点在于

手工计算量巨大" 以 & 个需求点计算规模为例" 找

到初始点并进行一次迭代就需要学生花去 "% .-/

的时间* 而要真正找到局部最优解一般要迭代十几

次" 这样解决一个简单的重心法选址问题" 计算量

与所需时间过长" 与管理科学的宗旨相违背" 更与

现实工作相脱节* 因此" 将 1*,+34P6++0教学法引

入物流系统设计课程中" 既有利于学生节约时间"

提高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 又激发了他们学习软件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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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法模型及迭代步骤

!<!#重心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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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假设 !个零售店的位置坐标为!6

/

" 5

/

#" /j

!" $" 4" !" 拟建配送中心的位置坐标为!6" 5#&

设物品从配送中心运至各零售店的道路均为直线"

运输费率为 D

/

" 原材料供应量为:

/

" A为总配送费

用* 欲求使总配送费用最小化的拟建配送中心的坐

标*

!<$#重心法迭代步骤

! # 求 出 配 送 中 心 的 初 始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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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式求出初始的总运输费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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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式!$#和式!"#求出第一次迭代后的新

配送中心位置*

+

!

!H#

j

)

!

/j!

D

/

:

/

6

/

>2

/!HB!#

)

!

/j!

D

/

:

/

>2

/!HB!#

!$#

5

!

!H#

j

)

!

/j!

D

/

:

/

5

/

>2

/!HB!#

)

!

/j!

D

/

:

/

>2

/!HB!#

!"#

'#求出新的总运费" 将 A

!

与 A

%

进行比较"

若A

!

pA

%

" 则得到最优解& 否则" 返回到步骤 "#

进行下一次迭代*

由计算步骤可以看出$ 重心法计算烦琐" 如果

不借助于有效的工具" 将费时费力& 决定迭代次数

的关键是初始地点的选择*

$#软件应用及实证分析

本文以各类物流系统设计教材中常用的有 & 个

需求点的问题为例" 应用三种软件进行分析解决"

并从迭代次数' 选址精确性与学生学习难易度三方

面进行衡量" 分析各自的优缺点*

$<!#问题描述

已知" & 个需求点的 6轴坐标" 5轴坐标" 每

日所需的货物数量 :

/

及所在地区的平均运输费率

D

/

" 要求确定配送中心的位置坐标" 使得总配送费

用最小* 各需求点数据如表 ! 所示*

$<$#应用()2+8软件解决

在()2+8表格中确定变量 6" 5与目标函数总

配送费用的引用位置" 给 6" 5赋初始值" 如!6"

5# j!%" %#& 启用 ,加载宏- 选项并调出 ,规划

求解- 对话框" 按照要求设置目标单元格及两个

变量引用位置" 并选择目标单元格求最小值& 点击

求解按钮" 即得到所求结果" 运算时间小于 %<$ P"

无迭代次数显示* ()2+8计算界面及结果如图 ! 所

示* 中等水平的学生需至少 $ 个课时才能掌握" 难

点是对引用位置概念的理解及目标函数的正确

表达*

表 !#各需求点数据

需求点
6坐标J

`.

5坐标J

`.

供应量

:

/

J̀9

运输费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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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计算界面及结果截图

$<"#应用K-/97软件解决

运行K-/97N<%及以上版本" 可求解大规模的线性

规划' 非线性规划及非线性整数规划等问题* 直接在

K̂=SA模型窗口中按照其语句要求输入程序" 点击

,P78U0-7/- 按钮" 即可得到结果" 如图 $ 所示* 显示

迭代次数为 $%次" 所花时间因为小于 %<%$ P" 显示为

% P*

因为要按照软件规范进行编程" 学生需要至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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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课时才能够基本掌握*

图 $#K-/97计算界面及结果截图

$<'#应用K79[3,+B279软件解决

首先" 在K79[3,+软件包中调用 279软件" 输

入相应已知数据" 点击 ,P78Z+- 按钮" 软件默认

按照几何重心点取 6" 5初始坐标值" 并计算相应

的总配送费用& 然后" 不断点击 ,27/0-/U+- 按钮"

下一轮的迭代结果会依次出现& 直到总配送费用不

再继续降低" 迭代即可结束& 点击 , *870- 按钮"

软件会按照设定比例绘制出坐标图" 非常直观" 如

图 " 所示*

经学生使用后反馈" 该软件为界面最友好' 最

容易使用的软件" 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 ! 个课时

即可掌握*

图 "#879[3,+B279计算结果截图

"#结束语

三种软件的性能对比如表 $ 所示*

表 $#重心法选址软件性能对比表

软件类型 迭代次数 选址直观性 学生学习难易度

()2+8 无显示 无图形显示 需 $ 课时" 中等

K-/97 $% 次
需做特殊设置并编

程" 可显示选址位置
需 ? 课时" 最难

K79[3,+B279!Q 次 直观显示选址位置 需 !课时" 最容易

##三种软件中" ()2+8是最基础' 可开发性与包容

性最强的一款软件& K-/97与K79[3,+B279软件均是

在它的基础上开发而来* K79[3,+B279是专门针对

重心法开发的软件" 无论是初始点的选择" 还是选

址的直观性都有较强的优势" 又因为界面设计友好"

很受学生的喜爱" 教学效果良好& K-/97软件功能强

大" 编程中采用了集合的概念" 因此" 输入数据与

改变数据都很容易" 二次开发的潜力巨大*

除 K79[3,+B279软件不能二次开发外" 其他

两款软件均可在重心法初始点的选择及搜索的方向

上做进一步尝试" 使得当问题规模较大时" 可以减

少迭代次数" 迅速得到局部最优解* 也可在可视化

方面进一步努力" 使得坐标图可以嵌套在实际城市

的地图中" 使实用性会进一步增加*

在教学实践中" 通过使用多种软件解决同一个

问题的尝试" 激发了学生学习软件的兴趣" 扩展了

视野" 增强了动手能力" 更重要的是转变了学生思

路" 使其懂得了具备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性*

同样" 培养学生利用软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

应当成为工业工程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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