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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调度就是将稀缺资源分配给在一定时间内的不同任务；物流调度就是在这一稀缺资源分配过程中
涉及的物流的调配。
物流调度与协调属于组合优化问题，常常涉及一些典型的NP困难问题。
因此，对于现实规模的物流调度与协调问题，求解其全局最优解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常常是不可能的
，只能求得其局部最优解。
《物流调度与协调》就是围绕优化过程的两个核心环节——现实问题的数学建模与实用算法开发来展
开的。
　　上篇介绍有关调度问题建模、计算复杂性以及实用优化技术等调度理论基础；中篇以制造领域中
最复杂的电子制造的物流调度为例阐述生产物流的调度技术与方法；下篇以服务领域最具代表性的集
装箱运输的物流调度为例阐述港航物流的调度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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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 物流调度　　物流调度就是在稀缺资源分配过程中所涉及的物流的调配。
具体就是调配为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类服务时所需的原材料、设备、设施等，其目标是在满足客户
订单需求的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设备的能力利用率和人员劳动生产率，最小化延迟和闲置时间以及原材
料、在制品以及产成品的库存。
主要内容包括作业指派、作业排程、作业协调三大部分。
　　作业指派是物流调度的第一项职能。
它是指将作业（Job）分配给车间（shop），即把订单、设备、原材料、人员分配到车间（工作中心）
，使得作业在最有效的资源上执行，最终形成指派方案。
作业指派又称为载荷或配载等。
作业指派属于指派问题（Assignment Problem）的一个特定应用领域。
因此，所有指派问题的解决方法都可以在作业指派中得以应用，本书不予赘述。
　　作业排程是指排定作业加工顺序及确定作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其基本程序是首先建立优先级，分配具有优先权的工件到某一资源上，优先考虑加工；其次对同一优
先级的工件采用各种排序规则进行排序；最后确定每一工件的开始与结束时间。
在上述三大步骤中，作业排序是最核心的操作，本书将在第2章对其建模及计算复杂性进行分析，在
第3章对其优化求解进行描述。
，　作业协调包括静态协调与动态协调。
静态协调是指生产或服务系统的调度活动与其他相关子系统之间物流的平衡。
动态协调是指通过监控系统内部的进度执行情况，动态调整作业指派与作业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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