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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目的就是在满足 式限定条件所有可能的分配中
,

寻找一个具有最小代价的分配
,

也就是使 式达到最小值的分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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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表达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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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规划理论中最简单的分配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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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涉及到的两个分配集合元素个数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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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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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 几。 为地面站 几 相对于某卫星的过境时间区间
,

可以定义多个地面站过境时间区间具

有非空相交子区间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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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多地面站对特定卫星具有共同的可视区

根据至少两两具有共视区的过境预报
,

可以给出关于任务 艺的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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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个至少两两相交的预报时段
。

下面即给出由过境持续时间 过境最大仰角 和卫星优先等级 令 构造代价 子 的表

达式
。

考虑到 二 和 沪 都是影响分配的有利因素
,

即 下 和 沪 数值越大导致代价函数越小 而以较

小数值表示较高的卫星优先等级
,

则 若 数值越小导致代价函数越大
。

故可以采用加权求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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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是加权因子
,

其数值的选择取决于各因素对于任务分配的重要性
,

并且需要根据

工程应用效果加以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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