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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粒群算法是一种模拟动物群体社会行为的群智能优化算法，现已成为自然计算的一个重要分支
。
《微粒群优化算法》分为9章，第1、第2章介绍了微粒群算法的概念、基本方程以及相关社会行为分析
等，并给出了一个较为详细的综述。
第3～5章从生物学背景出发，分别从个体的觅食时间、觅食行为、觅食决策等方面探讨了微粒群算法
的改进模式。
第6～8章的研究内容则从控制角度出发探讨微粒群算法的相关控制方式。
在现实世界中，由于目标函数计算困难或计算时间较长等因素，许多复杂的优化问?难以利用微粒群算
法进行优化。
为此，第9章利用适应值预测方式来提高算法性能，从而为解决相关应用问题提供了参考。

　　《微粒群优化算法》适合从事智能计算研究与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使用，也可
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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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决策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有以下几种情况：从决策结果的预测程度来看，有确定性决策
和不确定性决策；从决策主体来看，有个体决策与群体决策。
决策有许多要素构成，包括问题、决策者、决策环境、决策过程以及决策结果本身。
与其他行为一样，决策行为也受到个人特性的影响，决策者的人格特质、智力水平、生理因素都会影
响到决策行为。
决策发生在复杂的环境中，而环境与行为过程及行为后果之间又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总的来说，
社会环境的影响更为重要。
例如，个人得到自己所作决策质量的信息，他人的评价反馈都会影响到个体决策结果。
一般来说，评价一项决策的好坏，其标准分为效率和效果两类。
决策效率是指人们为决策进行的投入与产出的相对比例，决策效果指的是决策能够解决问题的程度。
5.3.1.2理性个体决策个体决策[25]就是决策主题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考虑对象的内容、要求
和特征，通过对决策信息的掌握，对决策原则的把握，综合各方面因素，实施决策权，最终作出满意
决策的过程。
在个体决策中，通常有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定义。
所谓理性[26]就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作出稳定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本章主要考虑理性个体决策。
理性个体决策可以分为以下步骤[27]：第1步认识问题所在，实际生活当中的问题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摆
在眼前，常常需要决策者敏锐地发掘问题所在；第2步确定决策标准，一旦决策者界定了问题，接下
来就需要确定哪些因素与决策主题有关；第3步给各项标准分配权重，要求决策者权衡决策标准，并
按照重要性程度排列出这些决策标准的次序；第4步开发所有可行性方案，要求决策者列举出解决问
题的所有可能方案；第5步评估被选方案，决策者根据自己的决策标准来分析和评价每一种方案；第6
步作出选择。
理性的决策者需要创造性，也就是说，产生新颖且实效的想法的能力。
因为这样决策者可以更全面地评定和理解问题，包括看到其他人没有看到的问题，创造性更明显的价
值还在于帮助决策者找出所有的可行的备选方案。
个体的创造性主要需要三个方面的要素：专业知识、思维技能和内在的任务动机。
研究表明，这三项要素中任何一项水平越高，则个体的创造性越高。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粒群优化算法>>

编辑推荐

《微粒群优化算法》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粒群优化算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