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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作业法（一）

主讲 ：陈慧青

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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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作业法

      表上作业法是单纯形法在求解运输问题
时的一种简化方法，其实质是单纯形法。但具
体计算和术语有所不同。
      使用表上作业法必须满足平衡关系和
MIN优化方向。计算步骤可归纳为：
(1) 找出初始基可行解。即在(m×n)产销平衡
表上用西北角法或最小元素法，Vogel法给出
m+n-1个数字，称为数字格。它们就是初始基
变量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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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求各非基变量的检验数，即在表上计算空
格的检验数，判别是否达到最优解。如已是最
优解，则停止计算，否则转到下一步。方法有
闭回路法和位势法。

(3) 确定换入变量和换出变量，找出新的基可
行解。在表上用闭回路法调整。

(4) 重复(2)，(3)直到得到最优解为止。

表上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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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一般线性规划问题不同。
产销平衡的运输问题总是存在可行解。因有

  

表上作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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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存在xij≥0，i=1，…，m，j=1，…，n
这就是可行解。又因
      0≤xij≤min(aj，bj)
故运输问题必存在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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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作业法

确定初始基可行解的方法很多，有西北角法
，最小元素法和伏格尔(Vogel)法。一般希
望的方法是既简便，又尽可能接近最优解。

（1）西北角法：从西北角（左上角）格开始，在格内
的右下角标上允许取得的最大数。然后按行（列）标下
一格的数。若某行（列）的产量（销量）已满足，则把
该行（列）的其他格划去。如此进行下去，直至得到一
个基本可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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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作业法
1、确 定 初 始 基 本 可 行 解：       （1）西 北 角 法 

 B1 B2 B3 B4 产量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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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bj 3 6 5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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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作业法

（2）最小元素法：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就近供应，即从单位
运价表中最小的运价开始确定供销关系，然
后次小。一直到给出初始基可行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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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作业法

（2）最小元素法：从运价最小的格开始，
在格内的右下角标上允许取得的最大数。然
后按运价从小到大顺序填数。若某行（列）
的产量（销量）已满足，则把该行（列）的
其他格划去。如此进行下去，直至得到一个
基本可行解。
运价表划掉规则：当剩余产大于销，划去该
元素所在列。当剩余产小于销，划去该元素
所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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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作业法

 

       

（2）最小元素法 
 B1 B2 B3 B4 产量 ai 
A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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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bj 3 6 5 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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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伏格尔法

     最小元素法的缺点是：为了节省一处的
费用，有时造成在其他处要多花几倍的运费。
伏格尔法考虑到，一产地的产品假如不能按
最小运费就近供应，就考虑次小运费，这就
有一个差额。差额越大，说明不能按最小运
费调运时，运费增加越多。因而对差额最大
处，就应当采用最小运费调运。也叫做”大
差额小运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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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格尔法

   伏格尔法的步骤是：
第一步：在表4-3中分别计算出各行和各列的最小运费
和次最小运费的差额，并填入该表的最右列和最下行，
见表4-7。

销地 

加工厂 

B1 B2 B3 B4 行差额 

A1 
A2 
A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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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差额 2 5 1 3  

 



网络精品课程

 

 

    第二步：从行或列差额中选出最大者，选择
它所在行或列中的最小元素。在表4-7中B2列是
最大差额所在列。B2列中最小元素为4，可确定
A3的产品先供应B2的需要。得表4-8 

伏格尔法

销地 

加工厂 

B1 B2 B3 B4 产

量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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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 3 6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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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格尔法

  同时将运价表中的B2列数字划去。如表4-9所示。

销 地

加工厂

B1 B2 B3 B4 行差额

A1

A2

A3

3
1

7

11
9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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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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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列差额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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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格尔法

    第三步：对表3-12中未划去的元素再分别计算出各行

、各列的最小运费和次最小运费的差额，并填入该表的

最右列和最下行。重复第一、二步。直到给出初始解为

止。用此法给出例1的初始解列于表4-10。
销 地

加工厂

B1 B2 B3 B4 产

量

A1

A2

A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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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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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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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销量 3 6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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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格尔法

    由以上可见：伏格尔法同最小元素法除
在确定供求关系的原则上不同外，其余步骤
相同。伏格尔法给出的初始解比用最小元素
法给出的初始解更接近最优解。

    本例用伏格尔法给出的初始解就是最优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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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上作业法

注:应用最小元素法时，每次填完数，都只
划去运价表的一行或一列，只有最后一个元
素例外（同时划去一行和一列）。当填上一
个数后行、列同时饱和时，也应任意划去一
行（列），在保留的列（行）中没被划去的
格内标一个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