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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联盟效应的医药物流中心选址模型及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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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医药供应链物流系统，分析了药品供应链物流的需求特征，阐述了药品供应链中生产企业、批发企
业构建共享物流中心的意义，提出了一种三方合作效益最大化的物流联盟结构模式。建立了药品物流联盟物流

中心节点选址的双层规划模型，上层规划以联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下层规划考虑联盟博弈的 Ｓｈａｐｌｅｙ分配模
式，体现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分配最大化，并设计了遗传算法的求解模式。算例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与算法具有

较强的实践可操作性，可以作为物流节点选址决策的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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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医药物流是新医改政策下重点提升改造的领域，尽管在国

家宏观调控下，目前我国的医药产品呈现价格下调趋势，但从

现代物流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医药物流还是存在流通环节多、

费用高、核心竞争力物流中心缺乏等问题［１］。问题的解决不

仅需要国家政策对市场的规范、引导与调节，在行业内部也应

该符合市场需求特征，不断更新与改革，采取新的措施与途径，

降低流通成本。

供应链体系下的医药物流是我国未来药品管理的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也是解决当前医药成本过高的有效途径［２］。物

流联盟是实现供应链物流一体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降低物流行

业成本、加强物流企业间合作的重要途径。其特征是要求在药

品供应链流通中，各层次的物流运作环节（企业）连接成为一

个群体，缔造共同的物流节点（中心），进行，资源整合、降低成

本、实现效益最大化。由此可见，供应链体系下的物流联盟以

及其节点选址决策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也是当前行业研究的热

点。文献［３］运用进化博弈研究了供应链物流联盟合作关系
的稳定性；文献［４］从医药供应链战略联盟的角度对区域医药
物流产业集群的构建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献［５］从规模经济理
论的角度对物流联盟共用物流中心的选址问题进行研究；文献

［６］从网络分析的角度对医药物流配送中心选址的 Ｐ中心法
进行了改进；文献［７］以效益最大化构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联
盟物流中心的选址模型；文献［８］对属性相同物流企业物流中
心的动态选址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献［９，１０］探讨了供应链环
境下合作物流中心的选址模型及算法；文献［１１］从供应链库
存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医药物流伙伴的选择问题；文献［１２］在
产出分享模式下构建物流联盟利益分配的两阶段过程模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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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对称Ｎａｓｈ协商进行利益分配研究；文献［１３］对信息对称
与不对称状态下星型整体物流联盟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行了探

讨；文献［１４～１６］从运筹学角度的算法优化设计探讨了物流
中心选址模型的求解方法。

综上表明，当前对医药物流供应链联盟物流中心选址问题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ａ）以传统成本函数为目标，忽视效益作
用；ｂ）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联盟与物流中心选址问题独立研
究成果较多，从系统性角度出发将两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不

多。本文结合当前的行业热点，从医药物流企业供应链联盟的

角度出发，以联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考虑各个体单元的

利益分配，研究医药物流供应链体系下共同物流中心选址

问题。

"

　问题的基本描述

"


"

　医药供应链物流联盟物流中心需求特征

医药物流药品流通环节主要包括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

售终端（医院药房、零售药店、连锁药店等）、消费者等几个层

面。当前我国医药供应链体系药品的流向模式为：生产企业各

自为政，将其生产的药品转向下游散状批发企业，再由批发企

业流向零售终端。在药品流通的整个过程中，基本上不存在各

生产企业间、批发企业间的相互协调，供应链体系中共用的物

流中心节点极少，多是一些散状的为自身企业服务的小型配送

中心节点。因此，在此流通模式下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如药品

流通成本过高、供应链整体系统效益与效率低下等，从而导致

医患矛盾、药患矛盾等民生问题。而实际上，在整个供应链体

系中，生产企业、批发企业、零售终端都表现出利润收益不大、

无可奈何的状态。

当前医药物流供应链系统中出现的上述问题，事实上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利益分配问题，其关键是要解决供应链各层次间

的中间协调，即物流中心节点的决策问题。因此，本文提出构

建药品供应链结构模式，如图１所示。

生产企业

节点集合
→

　　　

物流中心备选点

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以
及物流中心在此形成供应

链物流联盟；

ｂ）物流联盟系统的费用、
效益在此产生；

ｃ）药品由生产企业流向此
处物流中心，经节点运转

后，由批发企业流向下游

销售终端；

ｄ）由联盟的总体效益与各
参与方的利益分配决定物

流中心节点的选择。

→
　　　 药品物流供应链

的下游销售终端

图１　医药联盟供应链物流中心供需结构

图１表明，药品供应链物流体系是一个物流联盟结构，即
供应链中两个独立层次药品的生产企业层与批发企业层的流

通关系依旧为上下游层次对应，但两者在一个共同的物流中心

节点处形成物流联盟体系，所有的生产企业将其药品直接流通

到该共同的物流中心，而批发企业根据药品的供需关系在此与

上游的生产企业以及下游的零售终端对接，且该物流中心节点

为一独立体，不表现为某一生产企业主导，也不归属于某一独

立的批发企业。缔结这一模式的物流联盟体系表现出的特征

主要有：

ａ）该物流联盟为一系统结构，由生产企业层、批发企业层

以及物流中心三方组成，且各方都表现为一独立环节。

ｂ）药品供应链物流联盟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博弈，既要考
虑联盟效益最大化，也要满足各分散的独立单元（如某一生产

企业或某一批发企业）的利益目标。

ｃ）物流联盟中共用的物流中心节点是关键，节点的投资
及运作会产生相应的费用，联盟的整体效益以及各独立体的利

益追求是否能消除节点增加费用是供需结构研究的主要环节。

"


#

　建模的基本思想

医药物流供应链体系中，由于不同类型企业经营方式、核

心业务、发展方向等存在差别，其建设物流中心的目地、物流中

心选址的要求也不同［７］。事实上，在现代物流的市场化背景

下，该物流中心势必为一个第三方的运作模式，从概念模型的

角度分析，应该是一个考虑三方综合利益的节点决策问题。因

此，对于此类问题可以定义为：供应链物流联盟上游对应为生

产企业，下游对应为销售终端，中间物流中心与批发企业为衔

接方，是一个典型的物流节点决策问题。本文所提出的基于联

盟效应，就是既要考虑联盟的整体利益，同时还要明确每一个

独立体的利益分配，则问题转换为考虑物流联盟收益分配机制

的物流节点决策问题。

因此，本文所构建的基于联盟效应的物流中心选址模型是

一个双层规划的节点决策模型。上层模型的结构表示为考虑

联盟整体效益最大化的０１混合整数规划问题；下层模型运用
合作博弈机制，考虑供应链中各药品企业的利益分配最大化问

题，以合作博弈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配模式定义。

#

　选址模型的构建

#


"

　假定前提

供应链联盟体系下医药物流中心的选址是一个多方利益

分配的系统工程，特别由于医药行业是当前社会的敏感性行

业，涉及多方利益博弈与民生问题，因此本文所构建的选址模

型基于以下前提条件：

ａ）选址模型为一离散型节点决策问题，而且各生产企业
节点、备选物流中心节点和批发企业层都能满足系统的服务

需求；

ｂ）各对应层次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物流联盟结构，不存
在利益冲突而引发的不信任状态；

ｃ）各参与方的效益、费用为线性可计算型函数；
ｄ）不考虑效益与费用的动态变化。

#


#

　模型的建立

１）上层规划
基于上述前提，定义一个医药物流供应链系统，Ａ＝｛ｉ

ｉ＝１，２，…，ｍ｝为医药供应链生产企业层次对应的点集，Ｂ＝
｛ｊｊ＝１，２，…，ｎ｝为供应链体系中批发企业层次对应的点集，
Ｄ＝｛ｋｋ＝１，２，…，ｑ｝为待选物流中心节点集。

则在考虑联盟利益体系下，以系统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构建的选址模型为

ｍａｘＺ＝ξ１∑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αｌｋｉｘｌｋｉ＋ξ２∑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βｌｋｉｘｌｋｉ＋

ξ３∑
ｎ

ｊ＝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θｌｋｊｘｌｋｊ－ξ４∑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ｃｌｋｉｘｌｋｉ－

ξ５∑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ｘｌｋｉｒｌｋｉ－ξ６∑

ｎ

ｊ＝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Ｗｋｘｌｋｊｒｌｋ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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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７∑
ｑ

ｋ＝１
ＷｋＧｋ

ｓ．ｔ．∑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ｉ≤Ａｌｉ，∑

ｎ

ｊ＝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ｊ≤Ｂｌｊ，

∑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ｉ＝∑

ｎ

ｊ＝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ｊ，

∑
ｍ

ｉ＝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ｉ≤ｖｋｌ，∑

ｎ

ｊ＝１
∑
ｗ

ｌ＝１
∑
ｑ

ｋ＝１
ｘｌｋｊ≤ｄｋｌ，

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Ａｌｉ，Ｂｌｊ，ｖｋｌ，ｄｋｌ≥０ （１）

其中：Ｚ为系统总收益目标；Ｗｋ为０１决策变量，表示物流中
心节点的选取与否，Ｗｋ＝１表示物流中心节点被选择，否则反
之；ξ１～ξ７为分摊系数，表示在整个系统规划设计运营期限内，
每一个收益或费用群体以按年度进行分摊；αｌｋｉ表示供应链中
药品ｌ由生产企业节点ｉ运至物流中心ｋ的增值服务收益系数
（即药品在物流中心ｋ进行处理、加工、运输、存储等取得的收
益系数）；ｘｌｋｉ表示药品ｌ由生产企业节点 ｉ运至物流中心 ｋ的
流量；βｌｋｉ表示生产企业节点ｉ的药品ｌ在物流中心ｋ中享受特
殊服务的收益系数（如药品展销等）；θｌｋｊ表示物流中心 ｋ的药
品ｌ转至批发企业节点ｊ的增值服务收益系数（即药品流出过
程中装卸、运输、配送、包装、分拣等形式的收益系数）；ｘｌｋｊ表示
物流中心ｋ的药品ｌ转至批发企业节点ｊ的流量；ｃｌｋｉ表示药品ｌ
由生产企业节点ｉ运至物流中心ｋ的单位运输成本；ｒｌｋｉ表示药
品ｌ从生产企业ｉ到物流中心 ｋ的流量处理成本系数；ｒｌｋｊ表示
药品ｌ从物流中心 ｋ转至批发企业 ｊ的流量处理成本系数；Ａｌｉ
表示系统生产企业药品ｌ总的生产规模；Ｂｌｊ表示系统生产企业
药品ｌ总的需求规模；ｖｋｌ表示物流中心 ｋ对药品 ｌ的接受流量
规模限制；ｄｋｌ表示物流中心 ｋ对药品 ｌ的发送流量规模限制；
Ｇｋ表示物流中心ｋ的投资费用。
２）下层规划
Ｓｈａｐｌｅｙ值分配模式是联盟合作机制下各方利益分配的一

种方法。药品供应链物流联盟结构，由药品生产企业、批发企

业以及物流中心三方缔结，每一方参与联盟对其他方都是一个

随机依次选择的过程，在上层规划的体系下，组成物流联盟的

三方中，各自的每一个独立体都可选择是否加入到物流联盟结

构中，因此可以构成多个物流联盟结构，各独立体势必追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其分配模型如下：

ｍａｘφｔ（Ｚ）＝ ∑ｓ（ｔ∈ｓ）
（ Ｚ －１）！（ｔ－ Ｚ）！

ｔ！ ［ｖ（Ｚ）－ｖ（Ｚ＼｛ｔ｝）］

ｓ．ｔ．　ｔ＝３

ｖ（Ｚ）＝∑
ｑ

ｋ＝１
Ｗｋ ∑ｓ′（ｔ′∈ｓ′）∑

ｗ

ｌ＝１
ｘｌｋｔ′λｌｋｔ′

ｘｌｋｔ′＝ｘｌｋｅ，ｘｌｋｒ，ｘｌｋｏ（ｅ∈（ｉ＋ｊ），ｒ∈（ｉ＋ｋ），ｏ∈（ｊ＋ｋ））

ｖ（Ｚ＼｛ｔ｝）＝∑
ｑ

ｋ＝１
Ｗｋ∑

ｗ

ｌ＝１
∑
ｔ∈ｓ
λｌｋｔＫｌｋｔ

Ｋｌｋｔ＝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Ｗｌｋ
ｖ（Ｚ），ｘｌｋｔ′，Ｋｌｋｔ，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Ｗｌｋ≥０ （２）

其中：φｔ（ｖ）表示各参与联盟中独立体的利益分配；Ｚ表示可
能形成的物流联盟数目；ｖ（Ｚ）为所形成物流联盟的整体效益；ｔ
表示参与物流联盟的三方结构；ｘｌｋｔ′＝ｘｌｋｅ，ｘｌｋｒ，ｘｌｋｏ表示参与物流
联盟的三方两两缔结后对药品ｌ的流量需求；λ表示参与联盟
中单位流量的利益收益率；Ｋｌｋｔ＝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Ｗｌｋ表示各方不参与联
盟对药品ｌ的流量需求。

模型表示供应链物流联盟中参与方 ｔ，与前面的 Ｚ －１
个参与方形成联盟 Ｚ，参与方 ｔ对该物流联盟的边际贡献为
ｖ（Ｚ）－ｖ（Ｚ＼｛ｔ｝）。因此，参与方 ｔ所做贡献的期望分配值是
其参与所有合作的贡献的加权平均值，即为Ｓｈａｐｌｅｙ分配模式。

$

　模型的求解及算法设计

上述模型为一典型的双层规划模型，上层考虑联盟整体效

益Ｚ最大化，即生产企业、批发企业与物流中心三方结盟后，
在联盟结构下系统的整体效益；下层以物流联盟各参与方的利

益分配最大化为原则，模型中考虑的收益、费用函数较多，变量

结构复杂，本文采用启发式遗传算法求解。

１）编码
对待选物流节点编号，利用编号进行编码，确定染色体的

构成，每个染色体第一个数字对应待选物流节点的编号，其余

按供应链流向对应各节点的配送线路。染色体标定为

Ｌｐ＝｛Ｌ１ｐ，Ｌ２ｐ，…，Ｌｕｐ｝　１≤ｕ≤ｋ （３）

其中：ｋ为待选物流中心节点数目（１≤ｋ≤ｑ），ｐ为染色体数目
（ｐ＝１，２，…，ｄ）。
２）定义初始种群
生成决策变量Ｗｋ的初始种群集，并利用ｇｏａｔ工具箱随机

生成Ｗｋ的初始解集，设定群体进化代数Ｎ。
３）构建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反映了每一条染色体适应环境的能力，通过计

算染色体的适应度，决定该染色体是否保留。本文模型涉及到

的变量要素为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同时要求考虑上下层规划目标 Ｚ与
φｔ（Ｚ）效益最大化问题，故定义如下适应度函数：

Ｇ（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Ｚ（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

ＭＮｍａｘ｛φｔ（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０｝ （４）

其中：Ｇ（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表示决策变量 Ｗｋ、ｘｌｋｉ、ｘｌｋｊ的适应度；Ｎ表
示遗传进化代数；ＭＮ为惩罚函数；Ｍ１为预先设定的初始值。
４）遗传选择
对种群中所有染色体的适应值求和得

Ｆ＝∑
ｑ

ｋ＝１
Ｇｋ（Ｗｋ，ｘｋ） （５）

计算各染色体的选择概率Ｐｋ：

Ｐｋ＝
Ｇｋ
Ｆ （６）

则可得出各染色体累计概率为

Ｑｐ＝∑
ｋ

ｐ＝１
Ｐｋ ｐ＝１，２，…，ｄ （７）

定义可比较的伪随机数 ｗｐ（０≤ｗｐ≤１），进行染色体选择
比较。若ｗｐ≤Ｑ１，则选择第一条染色体 Ｌ１；若 Ｑｐ－１≤ｗｐ≤Ｑｐ
（２≤ｐ≤ｄ），则选择Ｌｐ。
５）遗传交叉重组
定义一个遗传杂交选择概率 ｐｃ，在染色体 Ｌｐ中随机选择

两个进行交叉配对，并对决策变量 Ｗｋ、ｘｋ进行杂交，得到 Ｗｃ、
ｘｃ，计算Ｗｃ、ｘｃ对应下的下层规划问题的最优解ｍａｘφｔ（Ｗｋ，ｘｋ）＝
φｔ（Ｗｃ，ｘｃ），产生新的子代染色体。
６）遗传变异

设定遗传变异概率ｐｍ，选择出进行变异的个体（Ｗ^ｋ，^ｘｋ），

对其进行变异后得到（Ｗ^ｍ，^ｘｍ），同时产生一组新的染色体。
７）自然选择
对遗传交叉与变异后的新的染色体在适应度函数下进行

重新排序，排在最后的染色体性能最差，将其用上一代最优染

色体代替。

８）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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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终止条件成立，则停止运算，否则进行新一轮的迭代

操作，令Ｎ＝Ｎ＋１，转４）。

+

　算例分析

假定存在一个医药物流供应链系统，生产企业层中 Ａｉ＝

｛Ａ１，Ａ２，Ａ３｝，对应两种药品供应，待选择的物流中心Ｄｋ＝｛Ｄ１，
Ｄ２，Ｄ３，Ｄ４｝，批发企业Ｂｊ＝｛Ｂ１，Ｂ２，Ｂ３｝，物流网络中各需求参
数如表１～６所示。

表１　第一种药品由生产企业节点与待选物流节点关系

节点
增值收益系数α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特殊收益系数β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运输成本系数ｃ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Ｄ１ １．５ ２．３ １．６ ０．８ ０．７ ０．６ １．２ １．８ １．３
Ｄ２ ２．４ ２．７ ２．２ １．１ ０．９ １．２ ２．０ ２．５ １．８
Ｄ３ １．９ １．８ ２．４ ０．７ ０．８ ０．７ １．６ １．５ ２．１
Ｄ４ ２．３ ２．６ ２．８ １．０ ０．９ １．１ ２．１ ２．４ ２．３

表２　第二种药品由生产企业节点与待选物流节点关系

节点
增值收益系数α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特殊收益系数β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运输成本系数ｃｌｋｉ
Ａ１ Ａ２ Ａ３

Ｄ１ ２．４ ２．２ １．９ ０．６ ０．８ ０．５ ２．０ １．８ １．８
Ｄ２ １．８ １．７ １．６ ０．８ ０．７ ０．９ １．６ １．４ １．２
Ｄ３ ２．６ ２．３ ２．５ ０．９ １．１ １．２ ２．１ １．８ ２．０
Ｄ４ ２．８ ２．６ ２．９ １．１ ０．９ ０．８ ２．２ ２．３ ２．４

表３　各种药品对批发企业的增值服务收益系数θｉｊｋ

节点
药品１

Ｂ１ Ｂ２ Ｂ３

药品２
Ｂ１ Ｂ２ Ｂ３

Ｄ１ １．２ １．５ １．８ ２．１ １．４ １．６
Ｄ２ ２．３ １．９ ２．５ １．７ ２．６ ２．７
Ｄ３ ２．３ ２．４ ３．２ １．８ １．４ ２．０
Ｄ４ １．７ １．９ ２．０ ３．１ ２．８ ２．４

表４　各种药品的供需关系

节点 第一种药品 第二种药品

Ａ１ ２５０ ３０１
Ａ２ ２８２ ２４０
Ａ３ ２９５ ２７２
Ｂ１ ２８５ ３２２
Ｂ２ ２３２ ２１４
Ｂ３ ３１０ ２７７

表５　各种药品的节点成本运作系数

节点

第一种药品

流入成本系数ｒｌｋｉ 流出成本系数ｒｌｋｊ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第二种药品

流入成本系数ｒｌｋｉ 流出成本系数ｒｌｋｊ

Ａ１ Ａ２ Ａ３ Ｂ１ Ｂ２ Ｂ３

Ｄ１ １．２ ０．９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４ １．１ ０．８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Ｄ２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０．７ ０．６ １．１ ０．７ ０．８ １．３ １．２ １．１

Ｄ３ ０．６ ０．７ ０．９ ０．７ ０．６ ０．９ １．１ １．０ １．３ ０．８ ０．７ ０．９

Ｄ４ １．４ １．５ １．３ ０．７ ０．８ ０．７ ０．７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３ １．４

表６　缔结物流联盟的λ收益系数

物流联盟
与Ｄ１联盟 与Ｄ２联盟 与Ｄ３联盟 与Ｄ４联盟

药品１药品２药品１药品２药品１药品２药品１ 药品２
Ａ＋Ｂ ２．５ ２．８ ３．２ ３．４ ３．１ ３．３ ２．３ ２．５
Ａ＋Ｄ ３．４ ３．５ ３．２ ３．７ ３．４ ２．９ １．８ ２．２
Ｂ＋Ｄ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７ ３．４ ３．３ １．４ １．３
Ａ＋Ｂ＋Ｄ ５．２ ５．６ ４．８ ５．２ ４．９ ５．０ １．７ ２．３

　　表１、２分别表示两种药品与生产企业发送业务关系的效
益与费用系数；表３～５分别表示各种药品对批发企业的增值
服务收益系数θｌｋｊ、各药品对物流中心节点需求关系、各药品在
物流中心节点对应的生产企业流出成本系数ｒｌｋｉ和批发企业流
出成本系数 ｒｌｋｊ。同时，定义各物流待选节点的投资费用分别

为２５０、２８０、２６０、３００。
定义算例的遗传算法的相关参数，初始种群 ｐ＝３×４×

３＝３６个，进化代数设定为Ｎ＝５０，交叉概率ｐｃ＝０．７，变异概率
ｐｍ＝０．０５，利用计算机仿真，得出结果如表７。

表７　决策仿真计算结果

决策节点 ｍａｘＺ ｍａｘφＡ ｍａｘφＢ ｍａｘφＤ

Ｄ１ １５６３ ３９１ ５９４ ５７８

Ｄ２ １３３２ ３６０ ５４６ ４２６

Ｄ３ １６７２ ４０１ ６６９ ６０２

Ｄ４ １０２８ ２６７ ３８０ ３８０

　　表７为物流中心节点决策求解结果，根据算法仿真结果可
以看出，物流中心节点 Ｄ３为最优决策方案，满足供应链联盟
效益最大化ｍａｘＺ＝１６７２，同时物流联盟的缔结方生产企业、
批发企业以及物流中心三方都能满足各自的利益分配最大化，

其对应的利益分配结果分别为 ｍａｘφＡ＝４０１、ｍａｘφＢ＝６６９、
ｍａｘφＤ＝６０２。表中计算结果表明，采用 Ｄ３节点的决策方案，
既能满足联盟效益最大化，也能满足各参与方的利益最大化，

是最优决策方案。

由图２对物流中心节点Ｄ３的求解过程可以看出，通过遗传
算法的不断进化演变，在Ｎ＝２５以后，搜索计算结果基本趋于稳
定，在设定的总进化代数Ｎ＝５０的范围中，满足算法需求。

0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药品供应链物流网络的分析，研究成果主要表

现如下：

ａ）分析了药品供应链物流需求特征，提出了构建药品供
应链物流联盟的必要性及意义；

ｂ）构建了基于联盟效应的医药物流中心选址的双层规划
模型，以药品生产企业、批发企业以及其共用物流中心三方缔

结组团的形式，上层规划考虑了整体物流联盟的效益最大化问

题，下层规划考虑了联盟博弈的Ｓｈａｐｌｅｙ分配模式，体现了各参
与方的利益分配最大化；

ｃ）设计了基于遗传算法的问题求解模式，并进行算例测
试，结果标明，该方法与算法对于解决实际问题具备一定的可

操作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１］ 师绘敏．新医改下医药物流与医疗供应链体系未来模式研究［Ｊ］．
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１，９（２１）：３６３３６４．

［２］ 宋远方，宋华．医药物流与医疗供应链管理［Ｍ］．北京：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 卓翔芝，王旭，王振锋．供应链联盟合作伙伴关系的进化博弈研究
［Ｊ］．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１０，４６（１）：２０８２１０．

［４］ 丁勇．构建区域医药物流产业集群探索医药供应链战略联盟的
切入点［Ｊ］．医药导报，２００７，２６（９）：１１０４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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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增加漏匹配实体数指标。采用这五个衡量指标对本文算法

和文献［３］中算法进行比较，所用实验数据相同，表３为比较
结果。

表３　算法比较
匹配

方向

匹配

方法
ｎ１ ｎ２ ｒ Ｐ／％ Ｒ／％ ｎｍ

耗时

／ｓ
匹配

速度

正向

匹配

本文 ４０７ ３４７ ３４０ ９７．９８ ８３．５４ ２１ ３ １１３．３
文献［３］ ４０７ ３２２ ３１２ ９６．８９ ７９．１２ ３９ ３ １０７．３

反向

匹配

本文 ４４０ ３５８ ３５０ ９７．７７ ７９．５５ １２ ４ ８７．５
文献［３］ ４４０ ３２２ ３１３ ９７．２０ ７３．１８ ３６ ４ ８０．５

其中：ｎｍ为漏匹配实体数，耗时单位为秒（ｓ），匹配速度单位为
每秒匹配实体数（ｎ／ｓ）。

分析表３可知，本文算法由于对实体形状采用了傅里叶形
状描述子进行描述，相比文献［３］算法中单纯采用中心距离描
述实体形状更加有效，在匹配时间不增加的情况下，减少了漏

匹配率，从而提高了匹配效率和查全率。

+

　结束语

面状矢量要素匹配是矢量空间数据匹配和融合更新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要素实体的几何特征是决定匹配的关键。本文

提出的基于拱高半径复变函数的傅里叶形状描述子，能够有效

地对要素实体几何特征进行描述，实验结果表明，综合匹配实

体的位置、形状和大小相似度的综合空间相似度模型，能够有

效地实现同名实体的匹配，与其他算法相比，本文算法可以显

著提高匹配速度和减少漏匹配率，说明本文算法是正确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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