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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规划及其应用》

前言

本书第2版于2003年8月出版后，经过近6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再次根据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并汲取使
用本书的同行们所提出的宝贵意见；更重要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应用最优化技术去解决
其他学科以及生产、科研、生活实际中的问题的需要，特别是算法的实现与计算机的应用已成为当前
人们关注的热点，为此，我们将本书的部分内容作了适当修改与调整。这次我们对本书第2版主要做
了如下三方面的修订与调整：第一，修改了第2版中尚存在的不当之处；增加了绪论，在绪论中我们
对运筹学学科做了简单的介绍，以便于读者从宏观上了解该学科的起源、研究的特点和内容。第二，
根据教学中积累的经验，考虑到读者学习知识的心理结构的形成规律，便于读者更好地接受与理解知
识的需要，我们将第2版中的前五章内容调整为七章（并增加了离散模型中的0-1型整数规划），使其
内容的结构更加系统化与条理化，以便于读者在学习的过程中能迅速地构建成自身的学习心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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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规划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数学规划及其应用(第3版)》主要论述了线性规划、整数规划、非线性规划、多目标规划和动态规划
等内容，并介绍了一些成功的实用实例和计算机应用过程，为便于自学，各章后面都附有习题。《数
学规划及其应用(第3版)》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科专业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可供从事最优化研究
与应用、现代技术和管理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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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线性规划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是数学规划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历史比较悠久，理
论比较成熟，方法较为完善。线性规划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39年，当时的苏联数学家、经济学家JI
。B。Kantorovich（康托洛维奇）在《生产组织与计划中的数学方法》一书中提出了类似线性规划的
数学模型，以解决下料问题和运输问题，并给出了“解决乘数法”的求解方法。然而他们的工作人们
当时并不知晓。由于战争的需要，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T.C.Koopmans（库普曼斯）独立地研究运输问
题，并很快看到了线性规划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意义。同年，Hitchcock（希奇柯克）也提出了“运输问
题”。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康特罗维奇和库普曼斯共同获得了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对线性规划贡献最大的是美国数学家Dantzig（丹捷格），他在1947年提出了求解线性规划的单纯形法
，并同时给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为线性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1953年，丹捷格又提出了改进单纯
形法；1954年，Lemke（兰姆凯）提出了对偶单纯形法。1976年R.G.Bland提出避免出现循环的方法后
，线性规划的理论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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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学规划及其应用(第3版)》：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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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科大的徐尔老师是编者之一，很不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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