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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作为 种启发式的全局搜索算法 面向的是具有多局部极值的含有噪声的大空间搜索问

题
。

它具有通用性
、

鲁棒性及隐并行计算性等优点
。

算法通过维持一个群体
,

并按照每个个
体的适应度大小重复地进行交叉

、

遗传及变异操作来实现个体结构的优化重组
,

并最终达到

或接近全局最优解
。

本文利用遗传算法有效地解决了将 个相同单元最优地分配给 无个子
系统

,

使得 个子系统都是好的概率达到了最大
,

从而保证了系统具有最大的成品率的问

题 模拟结果表明遗传算法用于解决此类问题是十分有效的

冗余单元最优分配模型
设一个系统由 个可完成不同功能的功能块组成

,

这些功能块由同一种处理单元组成
如门阵列

、

标准单元
、 , ,

等
,

它也可以是模拟 电路单元
,

只是构成

每一个功能块的处理单元数和互连拓扑结构不同而 已
,

即组成整个系统的基本单元是相同

的
。

若每一个功能块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则系统正常工作 否则系统处于失效状态 为了使
系统具有容错能力

,

必须给系统提供冗余单元
。

对加入冗余单元后的功能块
,

如第 乞个功能

块
,

由 。 个处理单元组成
,

要使该功能块正常工作
,

至少要有 、 、三 、 个单元正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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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遗传算法的程序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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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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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初始化遗传代数

初始化群体
进人迭代循环过程

计算第 ￡代各个体的适应度
从第 代中选择第 十 代
交叉操作

变异操作

更新遗传代数
如果满足终止条件就终止循环

结束

编码和搜 索空 问的确定 编码就是建立个体的数据结构 它把算法中的个体与问题

的可行解对应起来 本文直接把可行解向量 。
, ,

⋯
,

。 作为个体的数据结构
,

且利用

它们的二进制数串作为染色体代码
。

根据给定的约束条件分别确定出 二‘ 的上限 、‘

和下限
、 、一 , ,

⋯
, ,

。确定了遗传算法搜索的边界 。二 、

。 一 艺全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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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度函数 一般的
,

可以把优化问题的 目标函数直接作为适应度函数 然而
,

冗

了数值试验 在本文中 遗传算法的参数设定为 几 凡
算法采用的终止条件是进化代数

。

分别进行不同的试验
,

其结果如下

试验 二 二 二
。

由组合理论知该问题的最优解是给每

一功能块分配 个单元 利用遗传算法搜索得到的最佳个体为 宝二 鑫二 芸二 夏
,

系统的最大成品率
中 二

,

与理论结果完全符合
。

试验 刀 , , , 二 遗传

算法搜索到的最佳个体为 二宝二
,

支二 ,

。劣二 ,

饥左二 系统的最大成品率

二 此例说明当 。 较大时
,

遗传算法也能给出全局最优解
。

图 和 图 分别表示试验 及 的收敛过程
,

从图中可以看出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很
快

。

图 表明
,

在第 代时就使系统的成品率达到最大 图 表明
,

在第 代时就使系

统的成品率达到最大
。

大量算例均说明利用遗传算法解决此类问题是十分有效的
。

结 论
利用遗传算法有效地解决了有容错的 的备用单元的最优分配问题 大量数值试验

表明此算法用于解决该类问题收敛速度快
,

而且可以给出全局最优解 因此
,

遗传算法可用

于求解传统的优化方法难于解决的问题
,

同时也为解决 系统集成容错设计问题开辟了

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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