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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蜂群（ＡＢＣ）算法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求解优化问题的较新型的仿生进化算法。针对蜂群算法的不足，
依据反向搜索的思想，提出一种改进的蜂群算法。在改进算法中，每次邻域搜索之后，通过比较新旧食物源位置

的花蜜值（而非适应度）来选择保留较优解。同时，在采蜜蜂采蜜后以一定概率进行反向搜索，保留较优解。邻

域搜索的维数也不再限定某一维。基于五个标准测试函数的仿真结果表明，本算法能有效加快收敛速度，提高

最优解的精度，其性能明显优于基本的蜂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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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蜂群（ＡＢＣ）算法是由土耳其埃尔吉耶斯大学Ｋａｒａｂｏ
ｇａ等人［１］在２００５年提出的一种基于蜜蜂群智能搜索行为的
优化算法。由于其控制参数少、易于实现、计算简洁，已经被越

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２～６］。近年来，蜂群算法逐渐被应用于函

数的无约束数值、约束数值及离散等多种优化问题。暴励等

人［７］针对ＡＢＣ算法在接近全局最优解时存在搜索速度变慢、
过早收敛、个体的多样性减少，甚至陷入局部最优解等难题，提

出了自适应搜索空间的混沌人工蜂群算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收敛速度与精度。姚宝珍等人［８］将其运用到对作业车间调度

问题进行求解，并通过经典的实例对该算法进行检验，验证了

蜂群算法求解作业车间调度问题的有效性。针对人工蜂群算

法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的缺点，胡珂等人［９］利用数学中的外

推技巧定义了新的位置更新公式构造出一种具有引导趋势的

蜂群算法，提高了搜索性能和精度。毕晓君等人［１０］利用自由

搜索算法中的信息素、灵敏度模型代替传统的轮盘赌选择模

型，并引入ＯＢＬ策略产生新蜜源取代每次迭代的最差蜜源，提
出了一种改进的人工蜂群算法，从而能够有效、精确地搜索各

个峰值点。

为了改善蜂群算法中存在的收敛速度慢、长期停滞问题，

本文提出了另外一种改进算法———深层加速搜索的蜂群算法

（ＤＡＡＢＣ）。其主要思想是：每次邻域搜索之后，通过比较新
旧食物源位置的花蜜值（而非适应度）来选择保留较优解。而

在每一代中全部采蜜蜂采蜜后以一定概率进行一次反向搜索，

保留较优解。同时，邻域搜索不再限于某一维，而是通过产生

随机数逐渐加大搜索维数尺度。数值实验表明，改进算法只增

加了很少的计算量，但计算效率提高了很多。

"

　基本的
345

算法

蜂群产生群体智能的最小搜索模型包含三个基本组成要

素，即食物源、未被雇佣的蜜蜂和被雇佣的蜜蜂；蜜蜂的基本行

为有两种，即为食物源招募蜜蜂和放弃某个食物源［２］。

ａ）食物源：相当于优化问题中解的位置。
ｂ）未被雇佣的蜜蜂：即侦察蜂和跟随蜂，其主要任务是探

索和开采食物源。初始阶段，对于非雇佣蜂有两种选择，一是

成为侦查蜂，随机进行邻域搜索；二是成为跟随蜂，在观察完采

蜜蜂的摇摆舞后，通过舞蹈来确定食物源的收益率，并依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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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率来选择到哪个食物源采蜜。

ｃ）被雇佣的蜜蜂：即已经发现了食物源的蜜蜂，也称采蜜
蜂。采蜜蜂储存有某一个食物源的相关信息（位置、花蜜数量

等），并将这些信息以一定的概率与其他蜜蜂分享。

蜜蜂对食物源的搜索由三步组成：（ａ）采蜜蜂发现食物源
并记录下花蜜的数量；（ｂ）跟随蜂根据采蜜蜂所提供的花蜜信
息来选定到哪个食物源采蜜；（ｃ）确定侦查蜂，寻找新的食
物源。

设要求解的优化问题为 ｍｉｎｆ（ｘ），ｘ∈Ｄ，在 ＡＢＣ算法中，
人工蜂群主要有采蜜蜂、跟随蜂和侦察蜂。ＡＢＣ算法在求解
优化问题时，食物源的位置被抽象成解空间中的点，即优化问

题的一个可行解。每个食物源的优劣程度取决于待优化问题

所确定的适应度值，解的个数（ＮＰ）等于采蜜蜂或跟随蜂的个
数。本文用ｄ维向量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ｄ）表示第ｉ个食物源的
位置。

首先，ＡＢＣ算法产生含有 ＮＰ个解（食物源）的初始种群，
每个解ｘｉ（ｉ＝１，２，…，ＮＰ）是一个 ｄ维向量；之后便是各种蜜
蜂对食物源的循环搜索。每一次搜索过程中，首先由所有采蜜

蜂对食物源进行一次邻域搜索，如果搜索到的新的食物源对应

解的适应度优于以前的，则用新的食物源位置代替旧的食物源

位置，否则保持旧的食物源位置不变；之后采蜜蜂回到舞蹈区

将各个食物源的花蜜信息通过舞蹈方式传递给跟随蜂，跟随蜂

根据食物源的收益率大小来选择去哪个食物源采蜜。收益大

小通过适应度值来表示，选择概率按照式（１）确定：

Ｐｉ＝
ｆｉｔｎｅｓｓｉ

∑
ＮＰ

ｉ＝１
ｆｉｔｎｅｓｓｉ

（１）

其中：ｆｉｔｎｅｓｓｉ是第ｉ个食物源的适应度值，ＮＰ为食物源个数。
跟随蜂选中食物源后，也进行邻域搜索，保留较好的解。

采蜜蜂和跟随蜂均依据式（２）进行邻域搜索：
ｖｉｊ＝ｘｉｊ＋φ（ｘｉｊ－ｘｋｊ） （２）

其中：ｋ∈｛１，２，…，ＮＰ｝，ｊ∈｛１，２，…，ｄ｝，这两个数都是随机选
取的，但ｋ≠ｉ；且φ∈［－１，１］是一个随机数。随着搜索接近最
优解，邻域的范围会逐渐减少。

在ＡＢＣ算法中，还有一个控制参数ｌｉｍｉｔ，它用来记录某个
解未被更新的次数。如果某个解经过 ｌｉｍｉｔ次循环之后都未得
到改善，即表明这个解陷入了局部最优，应该被放弃，与这个解

相对应的跟随蜂也转变为侦察蜂，相应的侦察蜂随机产生一个

新的解来代替旧的解。

２　ＤＡＡＢＣ：改进的ＡＢＣ算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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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较优解的依据

在基本的ＡＢＣ算法中，通过比较解的适应度大小来决定
谁是更优解。以求最小值优化问题ｍｉｎｆ（ｘ），ｘ∈Ｄ为例，设第
ｉ个解的对应优化问题的函数值为ｆ（ｘｉ），则其适应度函数往往
根据式（３）确定：

ｆｉｔｎｅｓｓ（ｘｉ）＝
１

１＋ｆ（ｘｉ）
ｆ（ｘｉ）≥０

１－ｆ（ｘｉ） ｆ（ｘｉ）
{ ＜０

（３）

适应度函数能较好地反映出解的优劣情况且在侦察蜂确

定选择概率时规避分母为０的情况，但在比较解的优劣情况保
留食物源时，用函数值 ｆ（ｘｉ）能更直观地保留较优解。因此在

本文中直接用函数值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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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向搜索

Ｒａｈｎａｍａｙａｎ等人［１１］提出了基于反向搜索的微分进化

（ＤＥ）算法。事实上，基于种群的进化算法的计算时间往往与
可行解到最优解的距离有关，因此在迭代过程中通过对种群中

各个解取反并择优保留可行解能加快收敛。基于这个思想，本

文在每一代采蜜蜂完成采蜜后，以概率Ｊ对全部食物源进行反
向搜索，并保留前ＮＰ个较好的食物源。

本文采用反向搜索产生新食物源的公式如下：

ＯＰｇｉｊ＝ｒａｎｄ（）（ｍｉｎｇｊ＋ｍａｘｇｊ－ｘｇｉｊ）　ｊ＝１，２，…，ｄ （４）

与一般的反向搜索公式不同，这个公式前面有一项随机

数，在保证反向搜索的同时，可以增加种群的多样性。在式

（４）中，ＯＰｇｉｊ表示第ｇ代种群中第ｉ个食物源的反向向量的第 ｊ

维坐标，ｘｇｉｊ表示第 ｇ代种群第 ｉ个食物源的第 ｊ维位置分量，

ｍｉｎｇｊ表示第ｇ代所有食物源中第ｊ维的最小值，ｍａｘ
ｇ
ｊ表示第ｇ

代所有食物源中第ｊ维的最大值，ｒａｎｄ（）是一个［０，１］之间的
随机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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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域搜索

在ＤＡＡＢＣ算法中，本文采用一种较深层的邻域搜索以加
快收敛速度，这种搜索在前人对 ＡＢＣ算法的研究与改进中还
未曾使用过。ＡＢＣ算法中采蜜蜂和跟随蜂进行邻域搜索时，
不再单纯地产生一个随机数ｋ进行位置更新，而是对每一维均
作一次判断，先产生一个随机数ｒａｎｄ（），再将ｒａｎｄ（）与概率Ｃｒ
作比较。若ｒａｎｄ（）＜Ｃｒ，则对应这一维进行邻域搜索；否则不
做。概率Ｃｒ的取法如下：

Ｃｒ＝
Ｃｒｍａｘ

１＋（
Ｃｒｍａｘ
Ｃｒｍｉｎ－１

）×ｅ－ｂ×ｇ
（５）

其中：Ｃｒｍａｘ＝１；Ｃｒｍｉｎ＝０．４；ｂ＝１００；ｇ表示第ｇ代种群。
综上所述，改进的蜂群算法迭代步骤如下：

ａ）初始化，随机产生初始群体。
ｂ）采蜜蜂根据式（２）作邻域搜索发现食物源并记录下花

蜜的数量，依次对每一维以一定概率作邻域搜索并保留较好的

食物源，此概率由式（５）确定。
ｃ）以概率Ｊ对全部食物源位置按照式（４）进行反向搜索，

在原来的食物源和反向搜索产生的食物源中保留前一半较优

的食物源位置。

ｄ）用式（３）计算各个食物源的收益多少，并根据式（１）计
算收益率大小，跟随蜂据此确定去哪个食物源采蜜，即根据式

（２）作邻域搜索并记录下花蜜的数量；依次对每一维以一定概
率作一次邻域搜索，如果邻域搜索产生的食物源位置优于选中

的食物源，则取而代之。

ｅ）对于最久未被更新的食物源位置，如果其未被更新的
次数多于ｌｉｍｉｔ，则相对应的跟随蜂也转变为侦察蜂，随机产生
一个新的食物源位置，返回ｂ）；否则直接返回ｂ）。

$

　实验模拟及分析

为了测试ＤＡＡＢＣ算法的有效性，分别对Ｓｐｈｅｒｅ、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
Ｇｒｉｅｗａｎｋ、Ａｃｋｌｅｙ及Ｓｈａｆｆｅｒ函数进行了实验模拟，并与基本的
ＡＢＣ算法作比较。其中反向搜索概率Ｊ＝０．３，ｘ∈［－５０，５０］，
ｌｉｍｉｔ为种群大小与维数的乘积。表１为各个函数的表达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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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算法对各个函数运行３０次后所得平均最优函数值的比较；
表３为算法对各个函数运行３０次后所得的最小值比较。

表１　五个基准函数

函数 表达式

Ｓｐｈｅｒｅ ｆ（ｘ）＝∑
ｎ

ｉ＝１
ｘ２ｉ

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 ｆ（ｘ）＝∑
ｎ

ｉ＝１
（ｘ２ｉ－１０ｃｏｓ（２πｘｉ）＋１０）

Ｇｒｉｅｗａｎｋ ｆ（ｘ）＝ １４０００∑
ｎ

ｉ＝１
ｘ２ｉ－∏

ｎ

ｉ＝１
ｃｏｓ（

ｘｉ
槡ｉ
）＋１

Ｓｈａｆｆｅｒ ｆ（ｘ）＝０．５＋ ｓｉｎ２ ｘ２＋ｙ槡
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１（ｘ２＋ｙ２））２

Ａｃｋｌｅｙ ｆ（ｘ）＝－２０ｅ
－０．２

１
ｎ∑
ｎ

ｉ＝１
ｘ２槡 ｉ－ｅ

１
ｎ∑
ｎ

ｉ＝１
ｃｏｓ（２πｘｉ）＋２０＋ｅ

表２　五个基准函数的平均值比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Ｐ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Ｃ ＤＡＡＢＣ

Ｓｐｈｅｒｅ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６．３６ｅ－１２ ０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１．０２ｅ－１１ ０

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２．３３ｅ－０７ ０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６４８ ０

Ｇｒｉｅｗａｎｋ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０２ ７．４０ｅ－１８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２１ ０

Ａｃｋｌｅｙ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７．１７ｅ－０９ ４．３２ｅ－１５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６．８２ｅ－０４ ５．６３ｅ－１５

Ｓｈａｆｆｅｒ
１０ ２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１．６１ｅ－０５
１５ ２ １５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１．１６ｅ－０９

表３　五个基准函数的最小值比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ＮＰ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Ｃ ＤＡＡＢＣ

Ｓｐｈｅｒｅ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８．９９ｅ－１７ ０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１．４２ｅ－１５ ０

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０ ０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３．３１ｅ－０９ ０

Ｇｒｉｅｗａｎｋ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３．３３ｅ－１６ ０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２．２２ｅ－１６ ０

Ａｃｋｌｅｙ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０ １．１１ｅ－１３ ８．８８ｅ－１６
１５ ３０ １５００ ８．６１ｅ－０６ ４．４４ｅ－１５

Ｓｈａｆｆｅｒ
１０ ２ １０００ ５．３３ｅ－０５ ０
１５ ２ １５００ ５．５６ｅ－０４ ０

%

　结束语

从表２和３中可以看出，ＤＡＡＢＣ比ＡＢＣ算法收敛速度更
快，ＤＡＡＢＣ算法找到全局最优解的可能性更大；对于 Ｓｐｈｅｒｅ
和Ｒａｓｔｒｉｇｉｎ函数，ＤＡＡＢＣ算法每次都能收敛到全局最优点
（函数值为０），而ＡＢＣ算法不然；上述所有函数，ＤＡＡＢＣ算法

都能探索到更好的解。对于一些较复杂的函数，可能还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实验表明ＤＡＡＢＣ算法的稳定性好，是一种解决
实际问题的有效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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