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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该文研制和设计了农用物资调配决策支持系统, 从而为农用物资管理部门实现计算机

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　农用物资　决策支持系统　调配

D ec is ion Support System on D istr ibution and A lloca tion

of M a ter ia l Used for Agr iculture
L i C hun2ha o　S un W e n2b in　

(J ilin U n iversity of T echnology , Chang chun) 　　
L i L i2hui

(S ou th Ch ina A g 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

Ya ng Yin2she ng

(J ilin U n iversity of T echnology )

Abstract　T h is paper suggests a decision suppo rt system (D SS) on dist ribu t ion and tran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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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农用物资调配问题是根据对农村的调查, 确定农村 (以村为单位) 对诸如化肥、农药、种

子、农用薄膜等农用物资需求, 按货源 (工厂、农用物资经销部门等)供应情况制定调配方案,

图1　农用物资调配流程图

根据调配方案以及货源和各村

的距离制定农用物资的运输方

案。最后, 按照农用物资运输方

案制定各货源的发货表和各村

的接收表, 修改各货源的库存

数和各村的农用物资数。本文根据文献[1, 2 ]的决策支持系统框架建立了农用物资调配决策

支持系统。

该决策问题需要设计多个数据库文件和数学模型共同求解。总的处理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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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用物资需求和供货的调查与统计

1) 根据对各村的调查, 确定各村对各种农用物资的需求, 从而制定需求文件, 即:

D i = {SQ (W 1) , SQ (W 2) , ⋯}　　i = 1, 2, ⋯ (1)

其中D i 表示第 i 个村对各种农用物资的需求情况, SQ (W j )表示需求物资W j 的数量。将各

村的需求表汇总成某一农用物资各村的需求量, 形成总需求文件。即

W j = {SQ (D 1) , SQ (D 2) , ⋯}　　j = 1, 2, ⋯ (2)

其中, SQ (D i)表示第 i 个村对农用物资W j 的需求数量。

2) 各货源地对农用物资的可供情况为

K i = {X Y (W 1) , X Y (W 2) , ⋯}　　i = 1, 2, ⋯ (3)

图2　统计模型与数据文件的关系

其中 K i 表示第 i 个货源地的可供情况, X Y

(W j )表示该货源地农用物资W j 的可供量。将

各货源地的可供情况汇总成某一农用物资的可

供量, 形成总供应文件。即

W j = {X Y (K 1) , X Y (K 2) , ⋯}　j = 1, 2, ⋯

(4)

　　该统计模型与数据文件的关系可用图2表示。

3　约束条件的确定

约束条件的确定实际上是各货源可供数量及各村可分配数量的确定。各货源可供数量

由调查统计得到, 各村的可供约束量由约束量确定模型来解决, 具体做法可根据文献[ 1 ]的

办法处理。

3. 1　比较可分配情况

同一物资W j 的可分配情况:

1) 计算总可供应量 S (各货源地之和) : 　 S = ∑
I

i

X Y ( i)　　 ( I 表示货源地总数) (5)

2) 计算总需求量Q (各村需求之和) : 　Q = ∑
N

j

SQ ( j ) 　　 (N 表示村总数) (6)

3) 比较 S 与Q 的大小。

3. 2　农用物资的分配方法

1) 总可供应量大于等于总需求量 S ≥Q , 这种情况下就如数满足各村的需求量, 即各村

分配数量等于它的需求量。

FB (D j ) = SQ (D j )　　j = 1, 2, ⋯ (7)

　　2) 总可供应量小于总需求量 S < Q 　有2种处理办法:

① 按申请比例削减: 　　FB (D j ) = SQ (D j )×S öQ 　　j = 1, 2, ⋯ (8)

② 按优先类别分配: 根据各村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以及政府对它的倾斜政策, 对各

村需要农用物资的程度确定一个优先类别L P (D j )。如: 一, 二, 三, 四等类别。可多可少。对

第一类村重点保证, 其它类别的村按类别大小削减, 具体做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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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计算第一类村需求量: 　　　　Q 1 = ∑SQ (D j (1) ) (9)

其中D j (1)表示第一类村。保证第一类村分配有: 当 S < Q 1时

FB (D j (1) ) = (S öQ 1) × SQ (D j (1) )　　FB (D i (p ) ) = 0 (10)

其中D j (p )表示为 p ≠1的其它各类村。意思是: 当可供应量小于第一类村需求总量时, 第一

类村分配数按比例削减。其它类村分配数为零。当 S≥Q 1时

FB (D j (1) ) = SQ (D j (1) ) (11)

其中 S 1= S - Q 1为分配给各类村的可供应量。

图3　约束量确定模型与数据文件的关系

b. 计算其它各类村的需求量 (除第一

类外) :

Q 2 = ∑SQ (D j (1) ) = Q - Q 1 (12)

　　对于这个分配方案可用图3来说明

其中约束量数据文件记录每种农用物资供应各村的具体数量。

4　目标函数的确定

在各种约束条件满足的前提下, 我们希望总的运输费用最少。

在农用物资的调运中, 参加调运的货源和村都不是一样的, 是随机的出现。参加调运的

货源是由该货源提供某物资的可供应量是否大于零来决定的。参加调运的村要看它接受某

物资的供应量是否大于零来决定的。

每个货源到所有接受村的路程 (单位: 公里) , 在计算机中是一个数据文件。每种物资的

运输单价也是一个数据文件 (单位: 元ö吨公里)。从每个货源运输单位物资到各村的费用可

以由距离与单价的乘积来得到,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费用文件, 这个费用文件实际上是目标

函数价格系数文件。

5　制定农用物资运输方案

利用运输问题数学模型的具体求解方法[ 3 ]制定各种物资的运输方案, 在此不详述。模型

和数据文件之间的关系如图4和图5所示。

4　目标函数确定模型与数据文件之间的关系　　　　　　图5　运输问题模型与数据文件之间的关系

图6　农用物资调配模型和数据文件的关系

　　图5中农用物资调配文件中记

录各货源调运物资给接受村的具

体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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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定农用物资调配方案

制定农用物资调配方案是利用农用物资调配文件中调配物资量, 见图6。

图7　农用物资调配决策支持系统结构图

7　农用物资调配决策支持系统结构

从上面分析可知, 该决策问题

涉及到数据文件分别是: (1) 各村

需求文件; (2) 货源可供文件; (3)

农用物资总需求文件; (4) 农用物

资总可供文件; (5) 约束量数据文

件; (6) 价格系数文件; (7) 距离文

件; (8) 单价文件; (9) 物资调配文

件; (10) 货源发货文件; (11) 各村

收货文件; (12) 各村现状文件; 它

们均存于数据库中。该决策问题涉

及到6个模型, 即一个统计模型; 一

个约束量确定模型; 一个目标函数

确定模型; 一个运输优化模型; 一

个农用物资调配汇总模型; 一个制

表模型。这6 个模型是以程序形式

出现, 它们均放入模型库中。

为了使模型部件和数据部件

有机地结合起来, 再建立总控程

序, 即控制各模型有序地运行, 数

据有效地存取, 同时进行必要的人机对话, 允许决策用户修改供应方案和调配方案, 形成决

策支持系统, 达到人- 机共同进行决策。

农用物资管理决策支持系统逻辑结构图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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