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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複雜系統設計可被分解成若干次系統，次系統間輸出、輸入彼 此糾結形成一非層次複雜網路(non-hierarchic complex

network)，當 分析模組數量不多時，人工排序或許是可行方法，但當模組數增加 時，其可能之排程以階乘增加，也就是複

雜系統排程為一個NP Hard(Non-Polynomial Hard)問題。 霍普菲爾神經網路被廣泛用於眾多不同的組合最佳化問題中 求取

適當或最佳的答案，霍普菲爾神經網路雖然可以很快速的收斂 而獲得解答，但通常會收斂於最臨近起始值的局部最小值，

非總體 最小值。而模擬退火演算法為一種可避開局部最小值以求得最佳解 的高效率方法，因此此方法的可避開局部最小

特性以及霍普菲爾神 經網路的快速收斂特性就被結合在一起而成為一種新的技巧，稱之 為退火神經網路。 基因演算法也

是最佳化的方法之一，對於離散型態問題具有高 度能力與強健性搜尋總體最小值。 本文使用設計結構矩陣，提出應用霍

普菲爾神經網路、退火神 經網路與由基因演算法，排列非層次複雜系統分析流程。結果顯 示，使用退火神經網路可降低

資料回饋及分析成本，改善複雜系統 分析流程，提高分析效率，強健性亦優於霍普菲爾神經網路及基因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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