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８６８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０８年８月第２９卷第８期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ｊｓｍｍｕ．ｃ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ｇ．２００８，Ｖｏｌ．２９，Ｎｏ．８

ＤＯＩ：１０．３７２４／ＳＰ．Ｊ．１００８．２００８．００８６８ ·专题报道·

区域军队药材供应机构分布优化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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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优化区域内军队药材供应机构与被保障对象单位的保障关系，实现药材供应机构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方法：采

用专家咨询、运筹学整数规划等方法，按照“就近、就便保障”的联勤保障原则建立药材供应机构分布优化模型。结果：构建了基于主

渠道供应及药材供应机构位置不变的药材供应机构分布优化模型，并对某区域药材供应保障关系优化进行了应用。结论：初步运用

提示分布优化模型合理，进一步结合地理信息技术与决策支持系统，可为区域药材供应机构保障关系调整提供信息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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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勤体制对于各类后勤物资保障均提出了新的
要求，药材保障纳入联勤通用物资保障范围。随着
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我军药材供应机构也进行了
相应的裁、撤、并，对于军队药材供应保障工作，药材
供应机构如何划分保障范围，理顺供应保障关系，成
为区域联勤体制下药材保障亟待研究的问题［１］。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收集　课题组调研某战区联勤药材供应

机构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药材供应机构的类别
（专业药材仓库、药材供应站、药材分库）、分布、保障
范围、保障任务（年供应药材金额）等。关于药材保
障的相关文件资料，包括部队药材供应标准和卫生
装备配备标准等，同时还包括了军队药材联勤保障
相关文献综述以及专家咨询结果。

１．２　模型构建　运用运筹学整数规划与线性规划建模。

１．２．１　建模假设　模型涉及的药材供应机构保障
对象单位为主渠道供应下的团以上部队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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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保障对象药材供应周期以１年计
算；联勤药材供应机构地理位置不变，被保障机构的
供应渠道唯一［２］。

１．２．２　建模思路　首先建立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与
被保障对象单位的分布关系矩阵，判断保障对象单
位与药材供应机构的分布关系。以保障对象单位距
离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距离最近，“就近、就便保障”
为原则，依据不同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有效保障半
径，在考虑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供应负荷的情况下，最

终确定各保障对象单位的保障归属关系。

１．２．３　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与被保障对象单位的分
布关系矩阵　设区域内有 ｍ 个保障对象单位，用

ｂ１，ｂ２，…，ｂｍ表示；ｎ个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用ｇ１，

ｇ２，…，ｇｎ表示，各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有效保障半
径分别为ｒ１，ｒ２，…，ｒｎ。求得各保障对象单位到各联
勤药材供应机构距离ｄｍｎ。计算各保障对象单位ｄｍｎ
与相对应药材供应机构有效保障半径的差值，通过
构建两个矩阵相减获得矩阵Ａ来表示［３］。

ｒ１　ｒ２　…　ｒｎ
ｒ１　ｒ２　…　ｒｎ
…　…　…　…

ｒ１　ｒ２　…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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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１１　ｄ１２　…　ｄ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ｍｎ

＝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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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ａｉｊ的正负就说明了被保障对象单位
是否在某药材供应机构的有效保障半径之内。

１．２．４　被保障对象单位的供应保障关系确定　依
据上面获得的矩阵 Ａ，获得该战区内各保障对象单
位到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距离与有效保障半径之

内，就可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定保障对象单位的
归属。有以下３种情况：

　　（１）保障对象单位分布在唯一联勤药材供应机
构有效保障半径内：若在矩阵Ａ中第ｉ行中有唯一
的ａｉｊ≥０，说明第ｉ个保障对象单位只在第ｊ个药材
供应机构的有效保障半径之内，这时保障对象单位

ｂｉ自然归属第ｊ个药材供应机构，把所有这样的保障
对象单位找到，就可以确定其供应保障关系。

　　（２）保障对象单位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药材
供应机构有效保障半径内：若在矩阵Ａ中第ｉ行中
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元素≥０，说明第ｉ个保障对象
单位ｂ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联勤药材供应机构有效保
障半径的交叉范围内，将这些保障对象单位选出并
形成新的向量序列（不考虑顺序），然后按照以下整
数规划模型求解。求解获得保障对象单位的归属
后，新向量序列中去掉相应机构。重复以上步骤，直
到向量序列为空。整数规划模型为：

　　目标函数：ＭｉｎＸ１１ｄ１１…＋ｘ１ｔｄ１ｔ＋ｘ２１ｄ２１…＋ｘ２ｔ
ｄ２ｔ…ｘｓ１ｄｓ１…ｘｓｔｄｓｔ

　　即 ＭｉｎＺ＝∑
ｔ

ｊ＝１
∑
ｓ

ｉ＝１
ｘｉｊｄ（ｉ＝１，２，３……ｓ；ｊ＝１，２，３

……ｔ）

　　ｄｉｊ表示第ｉ个保障对象单位到第ｊ个联勤药材
供应机构的距离；ｓ表示交叉内保障对象单位个数；ｔ
表示交叉内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个数。

　　约束条件：由于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规模、保障

能力不同，加之不同保障对象的药材需求也不同，因
而在调整保障对象单位归属时把联勤药材供应机构

的保障负荷作为其约束条件［４５］。

ｘ１１ｎ１＋ｘ２１ｎ２＋…＋ｘｍ１ｎｓ≤Ｆ１
ｘ１２ｎ１＋ｘ２２ｎ２＋…＋ｘｓ２ｎｓ≤Ｆ２
……………

ｘ１ｎｎ１＋ｘ２ｎｎ２＋…＋ｘｓｔｎｓ≤Ｆｔ

∑
ｓ

ｊ＝１
ｘｉｊ＝１（ｉ＝１，２，…，ｍ）

ｘｉｊ＝１或０（ｉ＝１，２，Λ，ｍ；ｊ＝１，２，…，ｎ

烅

烄

烆 ）

　　ｘｉｊ＝１表示第ｉ个保障对象单位隶属第ｊ个联
勤药材供应机构；ｘｉｊ＝０表示第ｉ个保障对象单位不
隶属第ｊ个联勤药材供应机构；ｎｉ表示第ｉ个保障对
象单位的药材需求量，Ｆｊ表示第ｊ个联勤药材供应机
构的保障负荷。

　　（３）保障对象单位未分布在任何联勤药材供应
机构有效保障半径内：当保障对象单位未分布在任
何联勤药材供应机构的有效保障半径内时，模型出
现无解。此外，还可能出现保障对象单位的数量超
出某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保障负荷。这两类情况出
现，均依据“就近保障”的原则，保障对象单位归属距
离最近的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保障。

１．２．５　模型参数确定

　　（１）联勤药材供应机构有效保障半径：参考该战
区药材供应机构间的分布关系，经查阅资料、以及咨
询相关专家来确定。

　　（２）保障对象单位药材需求量：按照主渠道供应
以及部队药材供应标准进行。由于药品种类复杂，
标准不一，本模型在衡量被保障对象单位药材需求
量时未从供应药材的品量进行计算，而是将药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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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情况以金额的形式来衡量［６］。因此，本模型建
立一个标准参数“年人均需求药材金额数”，乘以保
障总人数求得部队药材需求量［７８］。

　　（３）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保障负荷：药材供应机构
按照各自的规模以及不同的保障任务进行药材保

障，并在自己的保障能力范围即保障负荷内进行保
障。药材供应机构保障能力受到年药材周转量、库
容、人员编制、装卸能力、运输能力、年周转金额等因
素的影响。因此，目前在战区层面，衡量联勤药材供
应机构保障职能时，用供应药材总额来计算。因此，
本模型的药材供应机构保障负荷以机构年药材供应

金额数来计算，保证了药材供应机构保障负荷与部
队药材需求量量纲一致［９１０］。

１．３　模型应用

１．３．１　模型数据　以调研获得的某年某区域药材
联勤供应保障关系及保障机构情况作为数据来源，
在分布优化模型软件化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支持系
统和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模型模拟测试。

１．３．２　应用结果和模型分析　通过模型计算，最终
获得模型优化后某区域联勤药材供应保障关系，结
果显示区域内４个药材保障机构的保障关系均发生
变化。模型目标是联勤药材供应机构到各保障对象
单位距离最短，因此将优化前后各药材供应机构保
障距离进行比较（表１），结果显示，区域内联勤药材
供应机构总保障距离减少８５２３ｋｍ，较优化前显示
出明显了优越性。同时，优化后保障关系的改变符
合该区域药材供应机构实际，充分说明了模型的合
理性和科学性。

表１　某区域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优化前后保障距离

Ｔａｂ１　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ｌｙｕｎｉ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ｕｎｉ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ｋｍ
Ｔｏｔ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ｋｍ
Ｔｏｔ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００１ ７０４２ １０５ ２４５３ ５５
Ｇ００２ １３８１９ ２８８ １９８７ ９０
Ｇ００３ ５９１２ １０６ ８２５２ １１０
Ｇ００４ ５４９０ ８９ １１０５８ １１２
Ｔｏｔａｌ ３２２６３ ５８８ ２３７４０ ３６７

２　讨　论

　　联勤体制改革后，药材供应机构与保障对象之
间的保障关系问题成为联勤药材保障运行的重要问

题。理顺供应接口关系对于提高联勤药材供应效
率，减少资源浪费、机构重复设置以及提高部队满意
度具有重要意义。联勤药材供应机构分布优化模型
按照联勤保障“就近、就便保障”的原则，综合考虑药
材供应机构的保障能力以及部队的实际需要，对于
进行保障关系调整有积极意义。

　　运用该优化模型进行某区域药材供应机构保障
关系调整时，如果出现某些药材供应机构保障对象
明显多于其他机构且超出其保障负荷，则提示该区
域药材供应机构布局需要重新调整或提高该供应机

构的保障能力。对于决策者进行药材保障资源的需
求与供给以及布局调整具有参考意义。

　　本模型的某些参数，如机构之间的距离，可以通
过构建地理信息系统图上测距获得，因此该模型进一
步结合地理信息技术与决策支持系统，研制相应决策
支持系统，能够为区域联勤药材供应机构保障关系调
整提供理依据与可操作决策支持工具［１１］。模型在某
区域的应用也说明了模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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