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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传算法中交叉和变异概率选择的自适应方法 

及作用机理"一文的商榷 

高 峰，荣 冈 
(浙江大学 先进控制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遗传算法中交叉和变异概率选择的自适应方法及作用机理”一文提出了自适应遗传算法的模式定理，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自适应交叉 、变异的作用机理 ．本文对其分析过程和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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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about“adaptive selecl=ion of crossover and 

mutation probability of genetic algorithm an d its mechanism’’ 

GAO Feng，RONG Gang 

(Institute ofAdvanced Process Control，Zhejiang University，Zhejiang Hangzhou 310027，China) 

Ab! 阿d：An improved algorithm of crossover and mutation probability which reflected adaptive strategy was rropused in 

“Adaptive selection of crossover and mutation probability ofgenetic algorithm and its mechanism”．Schemata theorem ofSAGA 

was rropused and the mechanism ofthe new algorithm Was analyzed．However，there Was s~nething wrong in the analyses and 

conclusionswhich neededto be discussed rn0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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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1]采用模式定理分析改进的自适应遗传 

算法，推导出具有 自适应交叉率和变异率的遗传算 

法的模式定理，给出了 Ⅳ̂(t+1)的表达式．然而只 

得出 Ⅳ̂(t+1)表示形式并不是模式定理 ，该文并没 

有给出 Nh(t+1)>Nh(t)的结论和结论成立对^ 

的约束要求． 

从文献[1]中式(6)～(8)得不到其中的如下结 

论： 

1)“具有高适应值的解的分裂概率比具有低适 

应值的解小 ，分裂后随机选择的解的期望值要高于 

具有相同概率的传统遗传算法的⋯1．”这一说法有 

待商榷，如果是要表述下面的意思，具有高平均适应 

值的模式的期望个数高于相同概率的传统遗传算法 

的，即：Nh(t+1)sAGA> Nh(t+1)sGA(SGA，simple 

genetic algorithm； SAGA，self-adaptive genetic algo— 

rithm)．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也无法直接从式(6)～(8) 

中得出． 

2)“改进的遗传算法可以保留具有高适值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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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值快 速增加，这充分体 现了 自适应 策略的结 

果⋯1．”首先“形适”应改为型式或模式．其次，自适应 

策略在于高适值个体的交叉、变异概率都小于低适 

值个体；由此本文期望得到下面的结论：含有高平均 

适值模式的个体的平均交叉、变异概率小于含低平 

均适值模式的个体；进一步寻求下面结论：含有高平 

均适值的模式的解的期望个数高于含有低平均适值 

的模式，即：如果^l>^2且 Nh
，

= Nh
．
(t)，则 Ⅳ̂

．
(1 

+1)>Nh．(t+1)．然而从文[1]中只能得出，前者 

的下界大于后者的下界． 

同时该文存在如下欠妥之处：式(1)，当个体适 

应值f<f，f <f时，自适应交叉、变异概率 P ，P 

有可能大于 1；式(4)，应去掉
． 
；n (t+1)的变量说 

明为：“在 t+1代中形式 h的第 个解的期望子代 

数”⋯1，应改为：由 t代解中具有模式h的第 个解在 

t+1代产生的解中仍具有模式 h的解的期望个数． 

并且，文献[1]中式(3)到式(4)，式(5)到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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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中间证明过程．其中需要用到如下不等式：口{ 

+口；+⋯+口2 ≥，l( } ) 及一点(其 
中口1．2．⋯， ∈R，r／,∈Ⅳ)证明技巧． 

最后，个人认为，文献[1]的结果并没有体现出 

自适应交叉、变异的作用机理，而且模式定理并不是 
一 个恰当的分析交叉、变异作用机理的工具．首先， 

模式定理的证明过程的实质在于选择算子在起作 

用；交叉、变异的作用在于产生新的个体和新的模 

式，从证明过程来看，是在破坏已有模式，因而不能 

说明交叉、变异的机理．其次，要获得最优的可行解， 

必须保证较优解的样本数呈指数级增长[2t．修正后 

的模式定理[ J只能说明具有平均适应值高于一定程 

度的模式的个体数将增加．从这一点上讲，采用模式 

定理分析GA的运行机理，尤其是交叉、变异算子的 

运行机理 ，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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