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紹

 ⿂魚群演算法是於2002年年由浙江⼤大學的李曉磊磊博⼠士根據⾃自然界中具有慣性的⿂魚
群⾏行行為模擬動物⾏行行為的適應性、⾃自治性、盲⽬目性、突現性和並⾏行行性等慣性所推
演出的⼀一種新式群體智能優化算法。

 ⿂魚群算法是模仿⿂魚類⾏行行為⽅方式提出的⼀一種基於動物⾃自體的優化⽅方法，是仿⽣生智
慧思想的⼀一個具體應⽤用， 總體的設計理理念念到具體的實施算法，都不同於傳統
的設計和解決⽅方法，同時它⼜又具有與傳統⽅方法相融合的基礎 ⿂魚群算法已經在
類神經網路路優化、參參數計算、發電系統排程計算、邊波穩定、組合優化、非線
性⽅方程組求解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應⽤用，並且取得了了不錯的效果。 

 ⿂魚群演算法強健性⾼高、對初始參參數不敏感、且簡單易易上⼿手，⼜又有著優異異的求取
全局極值的能⼒力力。



找尋最佳解的四⼤大⾏行行為

 隨機⾏行行為：

 ⿂魚在⽔水中悠閒地⾃自由活動，基本上是隨機的，其實他們也是為了了搜尋更更⼤大範圍的食物或同伴。

 覓食⾏行行為：

 這是⽣生物的⼀一種最基本的⾏行行為，也就是趨向食物的⼀一種活動；⼀一般可以認為這種⾏行行為是透過 視
覺或味覺感知⽔水中的食物量量來來選擇前進的⽅方向。

 群聚⾏行行為：

 這是⿂魚類常⾒見見的⼀一種現象，⼤大量量或少量量的⿂魚都能群聚成群，這是他們在進化過程中⾏行行程的⼀一 種
⽣生存⽅方式。

 追尾⾏行行為：

 當某⼀一條⿂魚或幾條⿂魚發現食物時，牠們 附近的⿂魚會尾隨其後快速游過來來，進⽽而導致遠處的⿂魚 也
尾隨過來來。



⿂魚群演算法參參數

 ⿂魚群總數量量：fishNum 

 終⽌止條件：疊代次數

 試探次數：tryNumber 

 可視範圍：visual 

 群聚因⼦子：delta 

 步長：step 

 X：位置

Ｙ(X)：位置的食物數量量



視野與步長

可視範圍



隨機⾏行行為
⾸首先，隨機⾏行行為是最基礎的動作，當無法滿⾜足其他⾏行行為時，就隨機移動，rand 是 0 ⾄至 1 的隨機數，step 
是步長，以此擴⼤大範圍，避免落落入區域解。



覓食⾏行行為

 覓食⾏行行為是先隨機找尋⼀一個位置，若若該地⽅方食物值更更⼤大，就往該⽅方向去，移動
的向量量是正歸化後的值。

 while tryCount<= tryNumber: 
  if Y(Xj)>Y(Xi): 
   

  
  

tryCount+=1 
 . 
 .



群聚⾏行行為

 群聚⾏行行為的過程，尋找當前位置 Xi 視野內的所有座標，取mean 函數，當作
中⼼心位置 Xc，取出 Xc 之食物波度 Yc 代入群聚公式，成立就往 Xc ⽅方向前
進，反之執⾏行行覓食⾏行行為。

 If Y(Xc)>Y(Xi) && nf/ fishNum <delta:

群聚因⼦子delta的意義：假設delta為0.5，nf為可視範圍內包
含⾃自⼰己的⿂魚群數量量，在這個例例⼦子中為１，則1/3<0.5，也就
是並非非常密集，則代表這個移動客觀。



追尾⾏行行為

 尋找當前位置 Xi 視野內的所有座標，並找出食物波度最⼤大的座標Xmax其食物
波度為Ymax，將Ymax帶入追尾公式，成立就往Xmax⽅方向前進⼀一步，反

 之執⾏行行覓食⾏行行為

. 

. 

Find maxFood in Current view: 
 If maxFood >Y(Xi) && nf/ fishNum <delta:



流程圖

其中追尾和群聚並無⼀一定先後順序之規定



實驗說明

 以下實驗結果皆擷取⾃自[3]粒⼦子群演算法與⿂魚群 演算法之比較研究，然⽽而⽂文中
並無詳述其實驗流程與參參數設定，因此，若若以⽂文中提出之表格推論其實驗流程，
表格中已提供正確的全域極值，推測，演算法皆設定相同的有限迭代次數，但
各個演算法因邏輯不同⽽而有不同的計算時間，當到達最後⼀一次的迭代，AFSA
和PSO雖較消耗運算時間，但有助達到真實的全域解，⽽而GA雖有時較快達到
最後⼀一次迭代（端看函數的複雜度與初始值），但未必能達真實的全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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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魚群演算法與基因演算法和粒⼦子群
演算法比較
GA 隨機多點交配

PSO 個體極值 全域極值

AFSA 群聚⾏行行為 追尾⾏行行為 覓食⾏行行為、隨機⾏行行為

模擬情型來來看，如果我們是以準確率為標準的話，我們可以看的出來來，PSO 與 AFSA 這兩兩個演算法，
都能準確的找到最佳解,雖然AFSA 所⽤用的時間最久。如果我們是以速度為標準，其次才是準確度的
話，GA 更更完美，只需 0.02 秒，即可趨近最佳解。⽽而 AFSA，相較其他演算法，屬於平庸型的。

以 為例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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