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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假设海岛上植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植物的生长位置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出现越来越集中于

最高点的现象+受该现象启发!提出一种元启发式算法即海岛算法#A?E#(B #EL>CA@&R! 27$+海岛算法在每

次迭代中包含 * 个阶段%淘汰阶段&海平面上升阶段&平衡阶段+通过对算法进行分析!找出算法的优势

原因及适合和不适合求解的函数的特点!并对算法的复杂度和鲁棒性进行分析+将算法在 %3%;:.* 函数

集上进行验证+在多个维度下!同经典的粒子群算法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海岛算法在求解具有某类

特征的函数时!比粒子群算法差"在其他多数测试函数的实验结果中!海岛算法在多个维度下的精度和

鲁棒性均显著优于粒子群算法!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海岛算法" 优化" 进化计算" 元启发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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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引言

经过漫长的时间演化$大自然造就了很多奇
妙的现象$令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也给人们为解决
问题带来了无限的启发+人们从各种现象中汲取
智慧+例如$根据自然界的生物进化按(适者生存$

优胜劣汰)这一规律提出了遗传算法!Q7" . ./ +受
生物免疫系统启发而设计的人工免疫算法
!728" . ;/ +受到即兴创作音乐作品的启发而提出
的和声搜索算法![8" . */ +根据金属的退火过程提
出模拟退火算法 ! 87" . 0/+根据动物的觅食行为$

众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智能算法$包括粒子群算法
!N8M" . 9/ # 蚁 群 算 法 !7%M" . // # 萤 火 虫 算 法
!<7" . -/ #蝙蝠算法!67" . 1/ #狼群算法!]N7" . ,/ #

细菌 觅 食 优 化 算 法 !6<7" . .:/ # 布 谷 鸟 算 法
!%8 " . ../ # 人工鱼算法 !7<87" . .;/ # 蛙跳算法
!8<S7" . .*/ #人工蜂群算法 !76%" . .0/ #鸡群算法
!%8M" . .9/ #天牛须算法!678" . .//等+这样的元启
发式算法成为解决许多棘手优化问题的有效方
法+由于这些算法都具有某些优点和缺点$很多学
者针对其缺点不断进行改进$并应用于合适的领
域中 . .-/+因此$从自然界中获取新启发$为解决优
化问题等提供新思路仍然具有意义+

笔者根据海岛上植物的生长位置随着海平面
的上升及海岛面积的缩小$越来越集中于最高点
的现象$提出一种新的元启发式算法$即海岛算法
!27"+海岛算法通过不断升高海平面的同时$维持
植物总数不变$从而来寻找最佳点位置+通过实
验$与已经广泛应用的粒子群算法进行对比+实验
表明$相比于粒子群算法$海岛算法在 %3%;:.*

函数集上$总体上保持优势+

73海岛算法

海岛算法是一种新的元启发式算法+海岛算

法分为 * 个阶段*淘汰阶段#海平面上升阶段#平
衡阶段+
7D73淘汰阶段

该阶段是为迭代的海平面上升阶段做准备$

主要的任务是根据范围的变化量来产生本次迭代
需要淘汰植物的个数+因为至少需要 ; 个植物才
能定义海岛的范围$所以淘汰后$未被淘汰的植物
个数至少为 ;$即最大的淘汰个数要小于总量数
减 ;+该阶段的任务由淘汰函数完成+淘汰函数的
自变量为范围的变化量$函数值为淘汰个数+当范
围变化量比较大时$为了避免陷入局部解$应减少
淘汰个数来减小下一次的范围变化量+当范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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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量比较小时$为了加快算法收敛$应增加淘汰个
数来增大下一次的范围变化量+故函数满足以下
两点要求*

!."范围变化量为零时$淘汰个数为最大淘
汰个数+

!;"淘汰函数为一个递减函数$随着范围变
化量的增大$淘汰个数将减小+

采用既满足以上两点要求又较为简单的负指
数函数*

,(+#!R" 8.!4R <4E"0’
<R/ >4E$ !."

式中*R 为范围变化量$由上次迭代中海平面上升
阶段产生+4R 为最大淘汰个数+4E为最小淘汰
个数+
7D63海平面上升阶段

海平面上升阶段将根据淘汰阶段产生的淘汰
个数来提升海平面+海平面的提升表现为海岛范
围的缩小+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产生新的海岛范
围以及海岛范围变化量+其中$新的海岛范围为接
下来的平衡阶段做准备$范围变化量为下次迭代
中淘汰阶段做准备+

海岛的新范围由未被淘汰的植物所生长的范
围所决定+新范围由每一维度的最大值 0R#Y和最
小值 0RA(表示+为了避免由于收敛过快$易陷入局
部最优位置$将范围通过公式 ; 和 * 进行扩展+

0R#Y80R#Y>%&"10!0>EBR#Y<0R#Y"; !;"

0RA( 80RA( >%&"10!0>EBRA( <0RA("; !*"
!!海岛范围变化量由公式 0 表示*
R 8"(%3!!0>EBR#Y<0

>EB
RA(" <!0R#Y<0RA(""; !0"

式中* 0>EBR#Y和 0
>EB
RA( 分别是上一次迭代中包含每一

维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向量+0R#Y和 0RA( 分别
是当前迭代中包含每一维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
向量+0>EBR#Y<0

>EB
RA( 和0R#Y<0RA( 分别表示上次迭代

和当前迭代的海岛范围大小;"(%3为求取向量 ;
范数的函数;算法开始运行时$范围变化量由初始
化产生;初始化范围变化量 R 为 .;
7D;3平衡阶段

平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海平面上升的同
时$维持植物的总量不变$并根据位置高度进行排
序+具体的实现是在海平面上升阶段产生的新范
围内$产生 4个新植物$替换种群中最差的植物$
从而使植物总量不变+

为了加快搜索速度$提高搜索精度$将每一个
新植物通过式!9"朝着全局最优植物处移动$然
后评估该植物$若优于全局最优植物$则将两者的
位置和适应度值进行交换+

! S!O$*" 8S!O$*" >;0%&"1!.$Q"0
!S!.$*" <S!O$*""$ !9"

式中*S!O$*"为在新范围内产生的第 O个新植物
位置+S!.$*"为全局最优位置+Q为维度+; 为参
数$使移动后的位置在当前位置向最优位置方向
上以; 倍的距离均匀分布+

移动和评估完所有新植物后$所有植物根据
适应度值进行排序+在程序中$测试函数的适应度
值即为植物的位置高度$当按照从大到小排序时$
即求解测试函数最大值+当按照从小到大排序时$
即求解测试函数最小值+* 个阶段相互依存$关系
如图 . 所示+每一次的迭代包含该 * 个阶段+

图 73; 个阶段关系图
(LVH730ARJJQNUMVJRJFMULEONALI

7D43算法流程
基本海岛算法的步骤如下+
步骤 7 参数初始化*设最大评估次数 T$海

岛的维度 Q$淘汰个数的最大最小值分别为 4R$
4E$范围变化量 R$植物总量 K$植物的生长位置为
S’!’e.$;$-$K"$海岛范围 WR#Y$WRA(+

步骤 6 进入淘汰阶段$根据式!."生成淘汰
个数+

步骤 ; 进入海平面上升阶段$记录上次迭代
的海岛范围$产生新的海岛范围$根据式 ! ;"和
!*"$对新范围进行扩展$根据式!0"产生海岛范
围变化量 R+

步骤 4 进入平衡阶段$在新的海岛范围内根
据淘汰个数产生新植物$并对植物种群中最差的
植物进行淘汰+

步骤 d 每一个新植物向最优植物处移动$求
解新植物的适应度值$若优于最优植物$则进行交
换$最后对所有植物进行排序+

步骤 ? 若达到终止条件$输出结果$终止算
法+否则$转入步骤 ;$进入下一次的迭代+

算法伪代码如下所示+
输入*初始化 K#4E#4R#R#Q#T$
0R#Ye.::0("$/! .$Q"$0RA( eG.::0("$/! .$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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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00RA(p("$/!H$."0!0R#YG0RA( "
0%&"1!K$Q"+

获取每一个植物对应的适应度值$并排序
输出*最优值位置 S!.$*"$最优值适应度值

,’#!."
.*\&AE’!结束条件"
;*!淘汰阶段
**!!根据式!."生成淘汰个数+
0*!海平面上升阶段
9*!!0>EBR#Ye0R#Y+ 0

>EB
RA( e0RA(+

/*!0R#YeR#Y!S!.*KG@#>@#A$*""+
-*!0RA( eRA(!S!.*KG@#>@#A$*""+
1*!!对新的海岛范围使用式!;"和式! *"

进行扩展+
,*!!根据式!0"产生范围变化量+
.:* 平衡阶段
..*!在新范围内产生4个新植物$替换最差

的 4个植物+
.;*!K>COeKG4p.*K+
.**!!!根据式!9"进行移动+
.0*!!!AK!达到最大评估次数"
.9*!!!!!输出结果$算法结束
./*!!!’E?’
.-*!!!!!,’#!O"e<J(!S!O$*""+ 评估次

数加一+
.1*!!!!!判断是否优于最优植物$是则

进行交换
.,*!!!’(B
;:*!’(B
;.*!.,’#$’"1$S/e?>C@!,’#"+ SeS!’"1$S$*"+
;;*’(B

63算法分析及对比

6D73算法分析
相比于粒子群算法#蝙蝠算法#蜂群算法等$

海岛算法在每次的迭代中$并未对每一个植物进
行位置的更新和评估$而是只更新最差的植物$个
数为淘汰阶段产生的淘汰个数+这样不仅可以在
每一次迭代中减少计算量$而且也保留了相对较
好的位置信息$其信息将在接下来多次的迭代中
被利用$直到该位置被淘汰+因此$算法对每一个
位置信息都有着充分的利用+这也是海岛算法能
体现优越性的关键原因+

当求解的函数存在连续梯度很小或很大区
域$即存在连续平坦或有尖锐峰或谷的区域$如图

; 所示$将不适合算法的求解+

图 63不利情况
(LVH63#OYMeERM>FJNLUGMULEO

由于搜索范围内存在很大的平坦区域$新增
的植物位于平坦区域的概率很高$因此$海平面上
升阶段$海岛的范围变化不大$甚至为 :$不利于
算法的收敛+但通过淘汰阶段产生更多的淘汰个
数$最终使其跳出局部解+最极端的情况下$只保
留 ; 个植物$其余全部淘汰+据此$也可以预测出$
该算法不适合求解具有众多尖锐的峰$且峰周围
区域较为平坦的函数+典型函数如 ,1 函数+

在求解函数的整个求解区域内$梯度相对适
中$即没有连续平坦和尖锐峰或谷的区域$如图 *
所示$将适合算法的求解+

图 ;3有利情况
(LVH;3(MeERM>FJNLUGMULEO

在该搜索区域范围内$新增的植物更易处于
不同的高度$这将有利于算法往最优位置处收敛+
典型函数如 ,. 函数+

由于植物随机分布在搜索范围内$在算法
初期$搜索范围较大$仅通过范围的缩小来使算
法收敛$相较于单个粒子根据其他信息寻找最
优位置的算法如粒子群优化算法$收敛速度慢$
但将新植物向最优植物处移动$大大提高了算
法的收敛速度$而通过对新范围的扩展$使算法
又尽可能避免因收敛过快而陷入局部最优位
置+在算法后期$随着搜索范围逐渐缩小$整个
种群在一个小范围内寻找最优位置$加速了收
敛速度$从而达到更好的精度+海岛算法是整个
种群通过淘汰方式逐渐缩小搜索范围来寻找最
优区域$相较于单个粒子寻找最优位置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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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强的鲁棒性+
若取每次迭代的平均评估次数为!4Rp4E"c;$

则公式及排序操作的次数为 ;T@!4Rp4E"$与最大
评估次数成线性关系$故算法的计算复杂度
为‘!""+
6D63算法对比

有些元启发式算法在新粒子生成方式上$基
于粒子的当前位置$根据其他信息调整步长及方
向进行移动来生成新粒子$一般都具有惯性权重
系数+如粒子群算法利用个体认知和社会认知信
息$蝙蝠算法利用回声定位信息+在收敛方式上$
这些信息调整的步长和方向将会引导种群收敛于
最优值+

有些元启发式算法在新粒子生成方式上$是
在整个搜索区域内$通过应用某种策略来产生新
粒子+如遗传算法通过选择#交叉和变异 * 种算子
来产生新粒子$人工蜂群算法通过侦察蜂随机搜
索#采蜜蜂采蜜#观察蜂跟随 * 种方式来产生新粒
子+在收敛方式上$遗传算法采用适者生存的原
则$人工蜂群算法采用贪婪准则来更新差粒子$通
过不断更新差粒子来实现种群朝着最优值收敛+
很多元启发式算法从某种程度上讲$都是通过迭
代$不断地生成新粒子和更新差粒子$使种群朝着
最优值收敛+

27算法在新粒子生成和收敛方式上与上述
两种不同+新粒子采用最简单的随机搜索策略生
成于不断缩小的搜索范围内$通过更新最差个体
使搜索范围缩小$再通过不断缩小搜索范围来使
算法收敛+

;3实验仿真分析

;D73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本文海岛算法的性能$通过解决

%3%;:.* 测试集中测试函数来分析所提算法的
性能+%3%;:.* 测试集中包含 ;1 个函数$其中 ,. g
,9 为单峰函数$,/ g,;:为多模态函数$,;. g,;1为组
合函数$搜索范围均为.G.::$.::/+如表 . 所示+

实验环境是在 ]A(B>\?.: 系统 =#@E#O Z;:.0#
软件$%NX为A9G*0-: *a;: Q[W$Z7=为 0 Q6+

海岛算法的参数设置如表 ; 所示+
为了体现算法的优越性$在相同的条件下$

与已经被广泛使用的粒子群算法进行对比+两个
算法的种群大小一致+粒子群算法的社会认知系
数为 .a9$个体认知系数为 .a9$惯性权重系数
为 :a1+

表 73测试函数
0M>H730JNUYGOKULEO

函数 函数名称 最优值
,. 8P&’C’<J(D@A>( G. 0::

,;
Z>@#@’B [AL& %>(BA@A>(’B

3EEAP@AD<J(D@A>(
G. *::

,* Z>@#@’B 6’(@%AL#C<J(D@A>( G. ;::
,0 Z>@#@’B IA?DJ?<J(D@A>( G. .::
,9 IAKK’C’(@N>\’C?<J(D@A>( G. :::
,/ Z>@#@’B Z>?’(OC>D̂o?<J(D@A>( G,::
,- Z>@#@’B 8D&#KK’C?<- <J(D@A>( G1::
,1 Z>@#@’B 7D̂E’$o?<J(D@A>( G-::
,, Z>@#@’B ]’A’C?@C#??<J(D@A>( G/::
,.: Z>@#@’B QCA’\#(^o?<J(D@A>( G9::
,.. Z#?@CALA(o?<J(D@A>( G0::
,.; Z>@#@’B Z#?@CALA(o?<J(D@A>( G*::

,.*
H>(T%>(@A(J>J?Z>@#@’B

Z#?@CALA(o?<J(D@A>(
G;::

,.0 8D&\’K’Eo?<J(D@A>( G.::
,.9 Z>@#@’B 8D&\’K’Eo?<J(D@A>( .::
,./ Z>@#@’B "#@?JJC#<J(D@A>( ;::
,.- SJ(#D’̂ 6AjZ#?@CALA( <J(D@A>( *::
,.1 Z>@#@’B SJ(#D’̂ 6AjZ#?@CALA( <J(D@A>( 0::

,.,
3YP#(B’B QCA’\#(^o?PEJ?
Z>?’(OC>D̂o?<J(D@A>( 9::

,;: 3YP#(B’B 8D#KK’Co?</ <J(D@A>( /::
,;. %>RP>?A@A>( <J(D@A>( . !"e9$Z>@#@’B" -::
,;; %>RP>?A@A>( <J(D@A>( ; !"e*$X(C>@#@’B" 1::
,;* %>RP>?A@A>( <J(D@A>( * !"e*$Z>@#@’B" ,::
,;0 %>RP>?A@A>( <J(D@A>( 0 !"e*$Z>@#@’B" . :::
,;9 %>RP>?A@A>( <J(D@A>( 9 !"e*$Z>@#@’B" . .::
,;/ %>RP>?A@A>( <J(D@A>( / !"e9$Z>@#@’B" . ;::
,;- %>RP>?A@A>( <J(D@A>( - !"e9$Z>@#@’B" . *::
,;1 %>RP>?A@A>( <J(D@A>( 1 !"e9$Z>@#@’B" . 0::

表 63参数设置

0M>H63BMRMTJUJRNJUULOVN

参数 数值
植物总量大小 .::

最大淘汰个数 1:

最小淘汰个数 ;:

初始范围变化量 .

!!针对每一个函数$两个算法分别在搜索维
度为 .:#*: 和 9: 上独立运行 9. 次$并将计算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海岛算法每次迭代中$对
测试函数的评估次数无法确定$故通过比较相
同的评估次数下计算结果的精度$来比较算法
的性能+
;D63实验结果及分析

两个算法分别在搜索维度为 .:#*: 和 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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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测试函数评估 .:: :::#*:: :::#9:: :::
次+将 9. 次中所得最优误差值#最差误差值#中间
误差值#平均误差值和其标准差作为算法精度和

鲁棒性的衡量指标$如果小于 .:G1$则认为 :+
.: 维运行结果如表 *g0 所示$;: 维和 *: 维运行
结果如图 0g9 所示+

表 ;375 维 ;7 j;9
0M>H;375 SLTJONLEOMF;7 j;9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中间值 平均值 标准差

,.

,;

,*

,0

,9

,/

,-

N8M :a::: :3p:: :a::: :3p:: :a::: :3p:: :a::: :3p:: :a::: :3p::
27 :a::: :3p:: :a::: :3p:: :a::: :3p:: :a::: :3p:: :a::: :3p::
N8M 6D?89 6+i56 ;D?56 4+i54 ?Dd=d =+i5; 6D67? ;+i54 9a0;9 ;3p:0
27 .a.;: -3p:* .a0;- 13p:9 .a1*- :3p:0 *a0,, ;3p:0 ;D??= 4+i54
N8M 4D?77 d+:5d 6Dd5; 7+i59 6D;=; ?+i5; 6D?56 =+i5? ?D64= 8+i5?
27 .a9*; ,3p:: .a.-. /3p:, .a*:* /3p:/ 9a:.; .3p:- .a-:. ;3p:1
N8M .a.;, ,3p:: .a/1/ ;3p:; .a//* .3p:. ;a1,: ;3p:. *a9*- 03p:.
27 ?D7d5 5+:56 =D78; 9+i57 ;D?55 4+i55 7D5d5 6+i57 7D9=7 =+i57
N8M :a::: :3p:: :a::: :3p:: :a::: :3p:: :a::: :3p:: :a::: :3p::
27 :a::: :3p:: :a::: :3p:: :a::: :3p:: :a::: :3p:: :a::: :3p::
N8M 5D555 5+i55 1a.1/ -3p:. ,a,,- *3p:: ,a;01 /3p:: .a.;; :3p:.
27 0a9:: :3G:* ;D886 9+i55 dD=55 5+:5; dD=d9 5+:57 7D;=? 7+i55
N8M ;a//1 ;3p:. .a0:- 03p:; -a9,: 03p:. -a119 :3p:. ;a,*. ;3p:.
27 ?D748 5+:57 7D74? 9+i56 6D9=8 4+i57 ;D785 4+i57 6D=49 6+i57

图 43;5 维运行结果
(LVH43"IJRMULEORJNGFUNEY;5 SLTJONLEOMF

图 d3d5 维运行结果
(LVHd3"IJRMULEORJNGFUNEYd5 SLTJONLEOMF

!!,1 函数是指数函数叠加上适度放大的余弦
而得到的连续性测试函数$其特征是一个几乎
平坦的区域由余弦波调制形成一个个孔或峰$
从而使曲面起伏不平$有着较为平坦的区域和
陡峭的峰$同样有此特点的函数还有 ,;#,*#,0 函
数;,.0#,.9#,./#,;;和 ,;*有非常密集的陡峭的峰和
谷形成的众多局部最优位置$从对算法的分析
中可知$海岛算法并不适用于求解具有此类特
点的函数;

在 9. 次独立运行的结果中$;1 个函数中有
9 个函数 ,;#,*#,1#,.9#,./$在 .:#*:#9: 维度上均
差于 N8M算法$,0#,.0#,;;和 ,;*在 *:#9: 维度上均
差于 N8M算法+其余函数在 * 个维度中均优于
N8M算法$验证了算法的分析及算法的有效性+
从总体上看$海岛算法在 %3%;:.* 函数集中的
大部分函数中表现优异$相同条件下海岛算法
的精度和鲁棒性普遍优于已被广泛应用的粒子
群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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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5 维 ;= j;6=
0M>H4375 SLTJONLEOMF;=Q;6=

函数 算法 最优值 最差值 中间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

,.:

,..

,.;

,.*

,.0

,.9

,./

,.-

,.1

,.,

,;:

,;.

,;;

,;*

,;0

,;9

,;/

,;-

,;1

N8M 6D556 8+i57 6D54= 4+i57 6D5;6 ?+i57 6D5;7 ;+i57 1a,/: :3G:;
27 ;a:./ *3p:. ;a:9. :3p:. ;a:*9 /3p:. ;a:** *3p:. 9D855 5+:56
N8M *a*-: :3p:: .a:.- -3p:. -a990 93p:: -a0,: 03p:: .a0/- /3p::
27 ?D575 5+:56 ?D697 ?+i55 6D884 4+i55 6D=4? =+i55 7D;48 5+i55
N8M 1a1-: :3G:; .a/,1 .3p:: *a-.1 :3G:. 0a:,; :3G:. ;a-/1 :3G:.
27 ;D655 5+:56 ?D;d9 5+:57 6D47? 5+:57 6D?76 5+:57 7D68? 5+:57
N8M ;a:1, 03p:. .a*.* *3p:; 9a0-; ;3p:. 9a/./ /3p:. ;a:11 ,3p:.
27 8D8d5 5+:57 6D;=9 8+i57 7D584 4+i57 7D7d7 5+i57 dD795 8+i55
N8M .a9,. ,3p:. .a.*0 ;3p:; 9a.-* -3p:. 9a*,/ .3p:. ;a.;. ;3p:.
27 ;D898 =+i55 4D?9? 6+i57 7Dd87 8+i57 7D948 8+i57 8D5d? 7+i55
N8M ;a0;, .3p:. .a9-9 ,3p:; -a090 03p:. -a*,/ 03p:. ;a9/* .3p:.
27 =Dd8= 8+i55 dD4== ?+i57 ;D6d= ;+i57 ;D6d7 d+i57 7D798 5+i57
N8M .a/9- 13p:; .a9*9 13p:* .a:91 /3p:* .a:./ ,3p:* ;D54d 9+i56
27 4D;4? ?+i57 7D?4d 6+i5; 4D794 6+i56 dD8=4 d+i56 0a0:9 93p:;
N8M dD=;; d+i57 7D96; 4+i5; 7D5;7 6+i5; 8D8d8 ?+i56 ;D497 =+i56
27 .a;90 /3p:; .a,11 03p:* .a0/0 03p:* .a;1* *3p:* 9a.*/ .3p:;
N8M 7D78? 5+:57 7D5?4 8+i55 ;D7=8 5+:57 ;Dd?d 5+:57 7D=;7 5+:57
27 -a9.* :3G:. .a99- 03p:: .a.*9 13p:: .a.*: .3p:: .a,01 :3G:.
N8M ;a000 03p:. .a.1. -3p:; 9a;;1 ,3p:. 9a0*: ,3p:. ;a:*: .3p:.
27 9D558 ?+i55 4D6d; 8+i57 6D776 6+i57 6D474 ?+i57 8D5== 8+i55
N8M 6D6d; ;+i57 ,a.*9 /3p:. 9a/;- ,3p:. 9a/9- 13p:. .a/.9 03p:.
27 ;a/** /3p:. dDd6; 4+i57 ;D8;6 8+i57 ;D==6 6+i57 9D78? 8+i55
N8M .a//: 13p:: .a90. ,3p:. 0a-*9 :3p:: 9a-:- .3p:: ;a--. -3p::
27 ;D=66 5+:57 ;D487 ;+i55 9D6;9 9+:57 =D6=4 5+:57 4D=6d 5+:57
N8M ;a;;* 93p:: 0a9:: :3p:: *a/*- .3p:: *a91. 93p:: dD986 5+:57
27 7D594 ?+i55 4D488 =+i55 ;D78; ?+i55 ;D6;; ?+i55 /a-0. :3G:.
N8M .a::: :3p:; 0a::. ,3p:; 0a::. ,3p:; *a/1- ,3p:; 1a.;1 ;3p:.
27 .a::: :3p:; 0a::. ,3p:; 0a::. ,3p:; ;D?58 4+i56 =D596 9+i57
N8M /a./: ,3p:; ;a:19 :3p:* .a;1: *3p:* .a**. -3p:* *a//; ,3p:;
27 7D458 d+i56 7D=86 ;+i5; dD949 9+i56 ?D?d= 4+i56 ;D5d= 5+i56
N8M /a:// 13p:; ;a::. :3p:* .a0-: 03p:* .a0-; 13p:* ;D754 5+i56
27 7D846 8+i56 7D8=4 ?+i5; 7D;=5 6+i5; 7D;57 =+i5; 0a,/- 13p:;
N8M ;a.10 /3p:; ;a0:0 *3p:; ;a;-. .3p:; ;a;/9 03p:; 4D97? 8+i55
27 7D7?= ?+i56 6D6;; 7+i56 6D5=7 d+i56 6D597 8+i56 .a*-9 -3p:.
N8M .a*0; /3p:; ;a*-: 93p:; ;a;0; .3p:; ;a;*: 93p:; .a*,1 .3p:.
27 7D7?4 d+i56 6D6;7 9+i56 6D5=8 6+i56 6D599 9+i56 7D664 d+i57
N8M .a.;, *3p:; *a;,/ 13p:; ;a::: ;3p:; ;a:.9 93p:; dDd8; ;+i57
27 7D5?8 ?+i56 ;D759 ?+i56 ;a::: ;3p:; 7D8== 9+i56 /a:,9 -3p:.
N8M 0a::: :3p:; -a//. .3p:; /a;., 93p:; /a:01 13p:; ,a;*0 ;3p:.
27 ;D56d 4+i56 dD;84 4+i56 ;D=49 5+i56 4D598 d+i56 9D;95 7+i57
N8M .a::: :3p:; .a;-1 :3p:* 1a9/* 13p:; -a,*/ .3p:; ;a*;9 93p:;
27 .a::: :3p:; ?D?78 7+i56 ;D555 5+i56 ;Dd77 ;+i56 7D4=7 ;+i56

43结论

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元启发式算法即海岛算
法+通过对海岛算法分析$找出该算法优缺点$并
对算法的收敛特点#鲁棒性及计算复杂度进行探

讨+最后在 %3%;:.* 函数集上进行实验分析$结
果表明$总体上$海岛算法的寻优能力强于粒子群
算法+下一步将研究不同的淘汰函数及海岛范围
变化量的表达方式对算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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