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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蚁群算法是受到蚂蚁在觅食过程中能发现蚁巢到食物的最短路径这种搜索机制的启发

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群体智能算法 )蚁群算法在求解一系列困难的组合优化问题上取得成效，成为解

决 +,-，./-，01-，2,- 等典型问题的一种新型的强有力算法 )对蚁群算法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算法

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基于算法的改进以及应用范畴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综述，并对这

一新型现代启发式算法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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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人们从生物进化的机理中受到启发，提出了许多用以解决复杂优化问题的新

方法，如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禁忌搜索算法等，为解决 5-6789: 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尤其是新型

启发式算法———蚁群算法（1;< =>?>;@ 1?A>9B<CD）以其分布式并发性、正反馈、鲁棒性强、收敛速度快、易获得

全局最优解等特点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目前国内外启发式算法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
蚁群算法是一种源于大自然生物世界的新型仿生类算法［$］，是于 !" 世纪 &" 年代初由意大利学者 E>9BA>

和 F8;BGHH> 等首先提出，在一系列复杂困难的系统优化问题求解中取得了成效，显示出该算法在求解复杂优

化问题特别是离散优化问题方面的一些优越性 )蚁群算法特别适合于在离散优化问题的解空间进行多点非

确定性搜索，已经先后被应用到 +,- 问题、二次分配问题、工件调度问题、图着色问题等多个经典组合优化问

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求解组合优化等 5-6789: 问题的一种有潜力的演化算法 )

! 基本蚁群算法的计算原理

根据仿生学家的研究结果［!］，蚂蚁凭借路径寻优的能力能够找到蚁巢与食物之间的最短路径，其原理在

于：蚂蚁在所经过的路径上留下一种挥发性分泌物（ICG9>D>;G，以下称为信息素），信息素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

渐挥发消失 )蚂蚁在觅食过程中能够感知这种物质的存在及其强度，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运动方向，倾向于朝

着这种物质强度高的方向移动，即选择该路径的概率与当时这条路径上该物质的强度成正比 )信息素强度越高

的路径，选择它的蚂蚁就越多，则在该路径上留下的信息素的强度就更大，而强度大的信息素又吸引更多的蚂

蚁，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 )通过这种正反馈，蚂蚁最终可以发现最佳路径，导致大部分的蚂蚁都会走此路径 )
以求解 ! 个城市的 +,- 旅行商问题为例说明 1=1 模型 "
设蚁群中蚂蚁的数量为 #，$%&（ %，& J $，!，⋯，!）表示城市 % 和城市 & 之间的距离，’%（ (）表示 ( 时刻位于

城市 % 的蚂蚁的个数，则有 # )!
!

% ) $
’%（ (）"!%&（ (）表示 ( 时刻在城市 %，& 连线上残留的信息量 "初始时刻，各条

路径上信息量相等，设!%&（"）) *（* 为常数）"蚂蚁 +（+ ) $，!，⋯，#）在运动过程中，根据各条路径上的信

息量决定转移方向 " ,+
%&（ (）表示在 ( 时刻蚂蚁 + 由城市 % 转移到城市 & 的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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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先验知识或称为能见度，在 !"# 问题中为城市 ! 转移到城市 " 的启发信息；"———在路径 !" 上残

留信息的重要程度；#———启发信息的重要程度；$%&#$———记录蚂蚁 $ 当前所走过的城市，称为记忆列表，$
’ (，)，⋯，%，集合 $%&#$ 随着进化过程作动态调整 &

经过 ’ 个时刻，所有蚂蚁都完成了一次遍历 &此时，计算每一只蚂蚁所走过的路径 ($，并保存最短路径

(*+, ’ *+,｛($ $ ’ (，)，⋯，%｝&在蚂蚁完成一次循环以后，各路径上的信息量进行如下调整

$!"（ ) * (）+（( ,%）$!"（ )）*!$!" （)）

式中%!（-，(），表示信息素$!"（ )）随时间的推移而衰减的程度 &信息素增量!$!"可表示为

!$!" + "
%

$ + (
!$$

!" （.）

式中!$$
!"为蚂蚁 $ 在本次循环中在城市 ! 和 " 之间留下的信息量，它的计算公式根据具体问题而定 &/01+20 曾

给出!$$
!" . 种不同的模型，分别称为 3,$456789 "6:$9*，3,$4;<%,$+$6 "6:$9* 和 3,$4/9,:+$6 "6:$9*［.］= 3,$456789 同

3,$4;<%,$+$6，3,$4/9,:+$6 的区别就在于信息素的更新机制，在后两个模型中每只蚂蚁每前进一步都会释放信

息素并更新经过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而前者则只在结束整个循环后才更新 &/01+20 对上述 . 种模型进行多

次比较，以 3,$456789 "6:$9* 的求解效果最好 &

! 基本蚁群算法的主要问题及其改进算法

为了克服蚁群算法收敛慢、容易出现停滞现象、算法的运算时间长等缺点，人们提出了许多改进算法 &当
蚁群规模较大时，要找出一条较好的路径需较长的搜索时间，为此，/01+20 等在基本蚁群算法的基础上提出

3" 和 ; 学习机制的耦合算法———3,$4; 的蚁群算法［>］&3,$4; 算法中用来指引蚂蚁初始寻优的一个状态传

递方程，也称行为选择机制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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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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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

式中：&———./ 值相对重要程度系数；2———［-，(］上的随机数；2-———初始设定的参数，2# 2-#(，2- 值越

大，蚂蚁在转移时随机选择结点的概率就越小；-———公式（(）计算出的概率；01———同!!"；./———学习因

子，用来指导蚂蚁的运动 &按照式（?）更新：

./（ !，"）$%./（ !，"）*（( ,%）［!./（ !，"）*’ *%@
3! -（ "）

./（ "，3）］ （?）

35"（3,$ 5080,6 "6:$9*）算法［?］是由 /01+20 和 A%*&%1B988% 提出，继承了 3,$4; 算法优点并对基本 3" 模型

做出了几点重要改进：35" 算法中，蚂蚁在寻找最佳路径的过程中只能使用局部信息，即采用局部信息对外

信息素浓度进行调整；在蚂蚁所有寻优过程结束后，再一次调整信息素浓度，而这次采用全局信息，只对过程

中发现的最佳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进行加强 &35" 中蚁群的选择机制则由公式（>）来替代，而路径上的更新

机制公式（)）中的!$!"（ )）’ ( 4 ( C ，( C 为自搜索开始至找到最佳路径的长度 &同时，在算法中，/01+20 等设计

了一个推荐结点列表，通过对所在结点到未访问结点的距离进行排序，选择其中的一些结点作为推荐的结

点 &如果列表中没有推荐结点，则使用 $%&#$ 中的结点 &35" 算法无论在搜索时间和解的质量上都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 &
为了克服在 3,$4; 中可能出现的停滞现象，!D0*%: "$E$F89 等提出了 G3H4GIJ 蚁群系统（GG3"）［K］，该算

法保证只有在产生最好结果的路径上才允许信息素得到更新 &同时，对每条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加以限制，

设置最大、最小信息素浓度值［$*+,，$*%@］以有效避免在搜索中算法过早收敛于并非全局最优的解，也避免了

某条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过分大于其他路径以至于所有蚂蚁全部集中到这条路径上来，而放弃对新的可行

解的搜索 &同时，通过在循环开始时设置$- ’$*%@，可以使蚂蚁更高效地探索更多的可行解 &G3H4GIJ 蚁群

系统是一个易于扩展的模型，可以添加局部优化算法来提高蚁群系统的精度并加快收敛的速度 &
L<88,D9+*91 等提出了 3" 算法的另一个改进算法 3"1%,M［N］，采用类似于 GG3" 的信息素贡献机制，不过在

3"1%,M算法中蚂蚁是按比例在经过的路径上释放信息素，同样最佳路 径 上 的 信 息 素 亦 按 照 比 例 更 新 =
L<88,D9+*91 等经研究发现新算法能够显著提高解的精度 = 35""."OP$ 算法是在 35" 算法的基础上耦合了 .4
OP$ 局部搜索算法来提高每次循环中获得最佳路径的效率和精度，比遗传算法更加高效 = A%*&%1B988% 等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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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种混合型蚁群算法 !"#，在蚂蚁每次建立各自的解后，再分别以这些解为起点，用某种局部搜索算法求

局部最优解，作为相应蚂蚁的解，可以迅速提高解的质量 $
近 %& 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对蚁群算法的研究作出了贡献，提出了许多同基本 "# 算法相比更加有效的算

法［’，(］，这些算法分别从改进信息素浓度的更新机制、克服收敛速度慢以及算法中参数的选择等方面对原始

算法进行了改进 $通过对 "# 算法本身的改进或者完善，使得 "# 算法更容易应用于实际组合优化问题，算法

也更加通用 $这些算法在时间和解精度方面都较以前的算法有很大的改进 $

! 蚁群算法的应用领域

表 " 蚁群算法求解的问题［"#］

$%&’( " )**’+,%-+./0 .1 %/- ,.’./2 .*-+3+4%-+./ %’5.6+-73

优化问题 学者 算法 年份

旅行商问题（)#*）

+,-./,，012.344,，5,6,-2.
71891-:3661，+,-./,
71891-:3661，+,-./,
71891-:3661，+,-./,
#;<;463，71891-:3661
=<662>3.83-，#;-1<??

"#
"2;@A
"5#

"5#@B@CD;
00"#
"#-12E

%((%
%((F
%((G
%((G
%((H
%((H

二次分配问题（A"*）
012.344,，5,6,-2.，+,-./,
#;<;463，!,,?

"#@A"*
00"#@A"*

%((I
%((H

调度问题（#*）
5,6,-2.，+,-./, ，012.344,
#;<;463

"#@J#*
"#@K#*

%((I
%((H

网络路由问题
#L>,,2:3-M,3-: 等

+. 51-,，+,-./,
"=5

"N)NO)@K#
%((G
%((’

无线网络路由问题
+. 51-,，+,-./,
!3<??3 等

"N)NO)
5"K

%((H
%((’

车辆路由问题（PQ*）
=<662>3.83-，!1-;6，#;-1<??
71891-:3661，"/144.

"#@PQ*
!"#@PQ*

%((H
%(((

频段分配问题（K"*） 012.344,，51-9,21-, "N)#@K"* %((’
序列求序问题（#C*） 71891-:3661，+,-./, !"#@#C* %((H
图形着色问题（75*） 5,?;1，!3-;4 "N)5CR %((H
广义分配问题（7"*） Q1816>.2>, R,<-32L,，#3--1 00"#@7"* %((’
光学网络路由问题 N1S1--, P1-361，#.2L61.- "5C@PT* %(((

冗余分配问题（Q"*） R.12/，#8.;> "5C@Q"* %(((

+,-./, 等首先将自己提出的蚁群算

法应用在 )#* 问题上，并把 C6.S3-B& 问

题的求解结果同其他几种进化算法进行

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 算法的求解

效果明显优于现在流行的几种进化算

法 $随即众多学者以 )#* 问题为主展开

了研究，并迅速将这一研究拓展到其他

几种典型的组合优化问题上 $ +,-./, 和

012.344,等将 "# 算法引入到 A"* 问题

上，并对 "# 算法 进 行 了 相 应 的 改 进 $
5,?;1 和 !3-;4 等首先在图着色问题中采

用了 "# 算法 $ #L>,,2:3-M,3-: 和 +. 51-,
等则分别在有线和无线网络路由这一领

域应用 "# 算法并取得了不错的结果 $
"# 算法在频段分配问题的成功应用是

012.344, 等 在 这 一 领 域 的 重 要 研 究 成

果 $ =<662>3.83- 等则将 "# 算法扩展到

PQ* 问题上，同其他算法相比结果较优 $
国外学者近几年对 "# 算法在各专业领

域的应用研究贡献卓越，并且这方面的

研究使得 "# 算法趋于通用和完善 $蚁群算法求解的问题见表 % $
我国马良等［%%］采用了一种融合局部搜索机制的策略求解了部分 )#*RU= 中的问题，对中国 %II 个城市

)#* 的求解结果为 B&BF%（最优解为 B&BIH），优于近几年公布的其他算法结果 $丁建立等［%V］采用动态 ! 均值

聚类快速邻域分解方法，应用蚁群算法同时对分区并行优化计算，基于分区重心进行邻域全局连接，得到了

大规模 )#* 问题的满意解 $ =.6L>3S 等曾在使用遗传算法解决工程设计中连续空间的优化问题时，使用了蚁群

算法，对遗传算法得到的初步结果进行精确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自适应算法，

如把常数 " 改为时间的函数等 $陈敬宁等结合遗传算法和自适应思想对基本 "# 算法进行了部分改进，并应

用于电力系统无功优化问题 $

8 蚁群算法在水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 =UR5!OP 7，*"Q0OO U 5$ ":1D;.S3 ?31-L>.2/ ?;-1;3/.3? W,- >31S.6X L,2?;-1.23: :3?./2 ?D1L3?$ *-,L33:.2/? ,W VV2: U2;3-21;.,216 5,2W3-32L3 ,2 5,8D<;3-

".:3: +3?./2 %((F $ Y36;1：ZE-1.23，%((F$VB&—VBF$

" J"R"RU 0 Q，"K#!"Q "，0"QUNC 0 "，3; 16 $ Q3?3-S,.- ,D3-1;.,2 9X 12; L,6,2X ,D;.8.41;.,2 16/,-.;>8$ :.??3-;1;.,2$%—B%$

至今，蚁群算法在一些诸如电信网络路由、经典组合优化问题、机器人智能规划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已

经相当广泛，充分展示了其算法的优越性、实用性以及通用性 $由于蚁群算法是近 %& 年才提出的新型进化算

法，在国内外水科学中的应用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水资源领域 $在水资源的优化调度

研究中，J1616. 等"首先将蚁群算法及其 B 个子模型 "2;@5XL63，"2;@A<12;.;X，"2;@+32?.;X 应用在水库优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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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由单库优化调度扩展到两库，以揭示蚁群算法在库群优化调度中的潜力，研究结果亦证明该算法比传

统的优化算法优势更明显 !徐刚等在单库电力调度中采用蚁群算法进行优化求解，并与动态规划方法进行了

对比 !通过增大离散点的方法模拟增大问题规模，当离散点增大 "# 倍时，动态规划求解时间明显增加，而蚁群

算法运行时间增加不明显，计算速度快 !在实际优化调度中，大部分问题往往能转化成求解各研究时段的库容

值的问题，问题的每一个可行解将会是各时段库容离散点组合的子集，这符合蚁群算法求解该类问题的特点 !

! $%&’%() * +，$)&%,+- +! % ./012304 567481294 %:1;< =0>5?21@. A5? 1@4 B4C2>: 5A D=14? B2C1?26/125: 2??2>=125: :41D5?EC! F48@:28=0 &435?1，G* H II#J!

’: C121/15 $4K28=:5 B4 F48@505>2=0 B40 =>/=，"III!"—J#!

此外，蚁群算法在水资源供需平衡优化、水资源合理分配及优化配置研究领域中的初步应用也取得了很

好的效果，求解也从单目标问题拓展到了多目标问题 ! $=?2=:5 等!将 %:1;< 算法同这一问题相结合，提出了

$)%< 算法以解决多目标问题，并在水资源分区灌溉设计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解决水资源配水系统的优

化调度问题，文献［"L］采用了基本蚁群算法的改进算法 $$%-（$=K;$2: %:1 -MC14.），对适当转化后的优化调

度问题求解，结果合理有效 !同时文章还给出了就两个实际问题使用遗传算法和原始蚁群算法求解的结果，

同 $$%- 计算结果对比说明，$$%- 在求解的速度与精度上明显优于以上两种 !
蚁群算法在地下水研究中存在很大的潜力 !在观测井网布设过程中，需进行井网的合理密度分析，即要

求以最少的井点获得最多、最有效的资料 !如何根据经济有效的原则对观测井点进行优化布设，是一个复杂

的离散优化问题 !同其他传统优化算法相比，蚁群算法解决该类问题有绝对的优势，特别是与其他局部搜索

算法、进化算法结合而成的耦合算法，求解问题更高效，精度更高 !文献［"J］即为针对长期观测井网的最优布

设问题，使用蚁群算法和遗传算法的耦合算法进行求解，获得了理想的结果 !除此之外，多目标的地下水规划

与管理、井灌区最优布井配泵、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优化调度等问题都将成为蚁群算法的应用领域 !
最近，杨晓华等［"N］将蚁群算法应用在水环境领域中的参数优化问题上，针对蚁群算法求解一般非线性参

数优化问题速度慢、精度不高等缺点提出了改进 %*%O% 算法，即蚁群算法与遗传算法的耦合算法 !该算法利用

遗传算法中的杂交和变异操作来拓展新的解空间以达到对新解的探索，改进了基本蚁群算法的计算性能 !
尽管蚁群算法在水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仅仅是个开始，但凭借其算法本身所具有多点非确定性搜索、易取

得全局最优解和分布性等优点，在水科学领域获得了众多学者的青睐 !

! 结论与展望

众多研究已经证明，蚁群算法具有很强的发现较好解的能力，因为该算法不仅利用了正反馈原理，而且

是一种本质并行的算法，不同个体之间不断进行信息交流和传递，从而能够相互协作 !蚁群算法可求解传统

方法难以解决的非凸、非线性非连续的优化问题 !与其他模拟进化算法一样，蚁群算法通过候选解组成群体

的进化过程来寻求最优解，该过程包含 L 个基本机制：选择、协作和更新机制 !蚁群算法凭借其优异的算法性

能和算法特点很快成为启发式方法范畴内的一个独立分支，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多次作为专题加以讨论 !通过

对国内外的研究回顾，不难发现蚁群算法的主要优点：（=）正反馈性 !通过不断强化最优解的信息素，加快算

法的收敛速度 !（6）较强的鲁棒性 !对基本蚁群算法模型稍加修改，便可以应用于其他问题 !（8）分布式计算 !
蚁群算法是一种基于种群的进化算法，具有本质并行性，易于并行实现 !（B）易与其他方法结合 !蚁群算法很

容易与多种启发式算法结合，以改善算法的性能 !
自 "IIP 年第一次国际蚁群算法国际会议召开后，蚁群算法更是成为智能仿生算法的研究热点 !今后的

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

"#蚁群算法求解连续优化问题相对较弱，而实际工程应用中存在着许多此类问题，如不能将蚁群算法应

用于求解连续优化问题，将会束缚蚁群算法在其他研究领域的应用 !目前，已有部分国内外学者开展了相关

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
$#同 O%，-% 等算法相比，蚁群算法没有系统的分析方法和坚实的数学基础，这是由于算法的起步较晚，

未能为各研究领域的学者所重视 !具有完备的数学理论基础将会使蚁群算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同时也能为

算法本身的改进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持 !
%#针对算法本身的改进与完善仍将是以后蚁群算法在应用中的重要研究方向 !基本蚁群算法中易出现

停滞现象、搜索时间长、解空间的探索不够等缺点 !今后应不断改进算法性能，提升算法通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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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群算法具有很强的耦合性，易与其他传统优化算法或者启发式算法结合，以后研究中应以耦合算

法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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