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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运筹学介绍

管理运筹学的应用范围广，发展前景广阔，在许多行业中

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营销中，它可以用于广告

预算、竞价、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计划等。在城市管理执法

部门中，常应用管理运筹学来设计和使用各种紧急服务系统，

并为消防安全部门，紧急车辆和巡逻车辆创建分配点。这是一

门综合性的学科研究，在未来的科学研究中，管理运筹学将统

筹协调各行各业的发展布局。

就中国而言，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阶段，通过

开设管理运筹学这门学科，能够使学生有机会接触真实案例，

运用所学的线性规划模型、整数规划、目标规划、存储论、

排队论、效应理论、决策树、表上作业法等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亲身体会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和方法，进而有效提高

高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为祖国各个领域

的管理、控制等岗位储备人才。

本文将针对管理运筹学的一个动态规划问题中的最短路径问

题案例进行分析，使读者对此类问题有深入的了解。

2  案例分析

2.1提出问题

某公司要将一批货物从出发站A处送到接收站F处，A和F之

前的路线如下图所示，其中A为发货处，F为目的地，中间结点

表示中转站，线段表示可以经过的路径，线段旁的数字表示各个

结点之间的距离。试问，该公司应当如何运送，才能使送货线路

最短？

2.2分析问题

这是一个动态规划问题中的最短路径问题。

根据题目给出的网络图，可以将运输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A为起点，以（B1，B2，B3）为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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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以（B 1，B 2，B 3）为起点，（C 1，C 2，C 3）

为终点；

第三阶段以（C 1，C 2，C 3）为起点，（D 1，D 2，D 3）

为终点；

第四阶段以（D 1 ，D 2 ，D 3 ）为起点，（E 1 ，E 2 ）为

终 点 ；

第五阶段是以（E 1 ，E 2 ）为起点，F 为终点。

根据所学运筹学的知识，此五阶段决策过程的最优化问题可

用动态规划来求解——将这个五阶段的决策问题化成一系列单阶

段决策问题。

2.3方法介绍

用动态规划来求解此问题，将用到最优化原理以及逆序

解法。

最优化原理：

从最短路上的每一点到终点的部分道路，也一定是从该点

到终点的最短路。

逆序解法：

以最后一个阶段开始，沿着终点向始点的方向一个按阶段

逆推，找出各点到终点的最短路，进而找出始点到终点的全过

程的最短路。

2.4解决问题

第五阶段

从第五阶段开始。在第五阶段中有两个始点 E1 和 E2，终

点只有一个点为 F 点，无论始点是 D1 还是 D2，最佳终点都是

E 点，尽管目前不能确定全过程的最短路径是否经过 E1（或

E 2），但一旦经过 E 1，（或 E 2），则此段路的下一步一定是

从 E 1 （E 2 ）到 F 。

第五阶段的结果可表示如下：

第四阶段

在第四阶段中有三个始点D1，D2，D3，终点有E1和E2。当

以D1为始点时，若经过E1到F，那么距离是4+1=5；若经过E2

阶段五

本阶段始点
（状态）

本阶段各终点
（决策） 到F的最短距

离
本阶段最优决策终点

（最优决策）
F

E1 1 1 F

E2 2 2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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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F，那么距离是 2+2=4。因此，若以 D1 作为始点，必须走

D1 — E2 — F 才能有最短路径。

同理，若以D2 作为始点，必须走D2 — E1 — F才能有最短

路径。以 D3 作为始点，须走 D3 — E2 — F 才有最短路径。

第四阶段的结果可表示如下：

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中有三个始点C1，C2，C3，终点有D1，D2和D3。

当以C1为始点时，须走C1—D1—E2—F才能有最短路径。当

以C2为始点时，须走C2—D2—E1—F才能有最短路径。当以

C3为始点时，须走C3— D1— E2— F才能有最短路径。

第三阶段的结果可表示如下：

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中有三个始点B1，B2，B3，终点有C1，C2和C3。

当以B1为始点时，须走B1—C1—D1—E2—F才能有最短路径。

当以B2为始点时，须走B2—C1—D1—E2—F才能有最短路径。

当以B3为始点时，须走B3—C3—D1—E2—F才能有最短路径。

第二阶段的结果可表示如下：

第一阶段

在第一阶段中只有一个始点A，终点有B1，B2和B3。以A为

始点时，须走A—B2— C1— D1— E2— F才能有最短路径。

第一阶段的结果可表示如下：

由此得到了此问题的最短路：A—B2—C1—D1—E2—F。

最短长度为14。

题目后记：

利用动态规划的方法，不仅求出了全过程的最短路，也求出

了图上的任一点到F的最短路径和最短距离，如下图，蓝色字体

显示的就是从该点到终点F的最短距离。

3  结尾

随着客观问题和具体问题的发展趋势，现如今，运筹学不

仅对经济发展和国防等主题活动进行科学研究，它已经渗透到

日常生活中。管理运筹学是一门强调理论结合实践的学科，老

师在授课时不仅应有基本原理和算法的讲授，并需从实际问题

出发，教会学生如何从这些问题中抽象出运筹学的模型，使用

科学研究数据有效地选择每个过程，以及如何使用综合对策来

取得最佳结果。

总而言之，管理运筹学的学习不仅能带来是知识方面的增

长，也要教会如何将理论联系实践，不仅要能够纸上谈兵，更需

实操，面对实际问题时要有更加周密的思考，将所学的理论知识

应用到问题的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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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四

本阶段始点
（状态）

本阶段各终点（决策） 到F的最短
距离

本阶段最优决
策终点（最优

决策）E1 E2

D1 4+1=5 2+2=4 4 E2

D2 6+1=7 9+2=11 7 E1

D3 7+1=8 5+2=7 7 E2

阶段三

本阶段始点
（状态）

本阶段各终点（决策） 到F的最
短距离

本阶段最优决
策终点    

（最优决策）D1 D2 D3

C1 1+4=5 5+7=12 —— 5 D1

C2 8+4=12 4+7=11 6+7=13 11 D2

C3 4+4=8 4+7=11 2+7=9 8 D1

阶段二

本阶段始点
（状态）

本阶段各终点（决策） 到F的最
短距离

本阶段最优决
策终点    

（最优决策）C1 C2 C3

B1 9+5=14 5+11=1
6

—— 14 C1

B2 4+5=9 3+11=1
4

5+8=13 9 C1

B3 —— 4+7=11 2+7=9 12 C2

阶段一

本阶段始点
（状态）

本阶段各终点（决策） 到F的最
短距离

本阶段最优决
策终点（最优

决策）B1 B2 B3

A 3+14=17 5+9=14 4+12=16 14 B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