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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近年來貨運的蓬勃發展，帶動國內配送市場，在供應鏈裡，產品的供應商、物流中心、與零售商為一供應鏈網路，物

流中心貨運配送是否能迅速、正確的送達對於此供應鏈上為一重要的因素。 以往的貨運公司對路線選擇常偏向司機之經驗

決定，沒有一套標準路線，導致有時配送貨中出現問題，因此本研究利用旅行者問題中的啟發式解法配合演算法來求解車

輛途程問題，以在短時間內得到較短路線，以提供車輛的路線選擇。本研究在求解的部份採用遺傳演算法並改良其中不複

製、交配直接突變產生世代，求解車輛途程問題，求得較短之路線提供選擇，以便在運送中節省時間與運送成本並結合手

機的GPS定位在Google Maps定位標記給供應商與零售商查看目前車輛位置。

關鍵詞 : 旅行者問題、遺傳演算法、車輛途程問題、定位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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