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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徐光煇 身份证号码  

照 片 学历 大学毕业 学位  

专业专长 随机运筹学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员 

单 

 

位 

名   称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55号 邮政编码 100190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手    机  

在国内外学术 

团体任职情况 

《中国运筹学会》秘书长（1984～1988）、 

《中国运筹学会》理事长（1988～1996）、 

《中国运筹学会》名誉理事长（1997～）、 

《亚太运筹学会联合会》(APORS)副主席（1985～1988）、 

《亚太运筹学会联合会》主席（1989～1991）、 

《国际运筹学会联合会》(IFORS)副主席（1992～1996）、 

《亚太运筹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1905～2004）、 

《运筹学学报》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1984～1998）、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1987～1988）、 

中国科学院首届数学学科专家委员会委员（1993～1997）、 

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研究员（1980～1982）、 

简 

 

 

历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在何单位（学校）任何职（读何专业） 

1953～1957 

1957～1962 

1962～1978 

1978～1982 

1982～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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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奖励情况 

获奖时间 获奖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授奖部门 

1978 
全国科学大会 

成果奖 
 

越民义先生 

为首运筹室 
国家 

1978 
中国科学院 

重大成果奖 
 

越民义先生 

为首运筹室 
中国科学院 

1980 冶金部科技成果奖  
越民义先生 

为首运筹室 
冶金部 

1984 中国科学院一等奖  
越民义先生 

为首运筹室 
中国科学院 

1990 全国科技图书奖 
《随机服务

系统》 
一等奖，独立 国家 

     

 

 

    

获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获基金资助项目 基金名称 资助时间及方式 完成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批准号：19071082 
随机优化与逼近 

1991.01.01-1993.12.31 

0.8 万元 完成、结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批准号：19371083 

随机系统逼近理论

与算法研究 

1994.01.01-1996.12.31 

2 万元 完成、结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批准号：19671088 

计算机系统与通讯

中的随机网络及优

化研究 

1997.01.01-1999.12.31 

7.6 万元 完成、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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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学技术成就、贡献、影响等 

申报人徐光煇研究员是我国随机服务系统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在随机服务

系统的瞬态特征、稳态特征、算法、系统逼近以及实际应用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奠基性、

有国际影响的一系列学术工作。特别地： 

 

在瞬态特征研究方面：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随机服务系统瞬时性态就成为国

际上研究的焦点，瞬时性态研究的深度与难度大大超过稳态特征的研究，包括美国科学

院院士、斯坦福大学 S. Karlin，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剑桥大学 D. Kendall 等在内的国际

著名学者纷纷投入此研究，但只获得了单台和简单多台系统的结果，而对多台系统仍束

手无策。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徐光煇研究员终于完成对 GI/M/n 系统类的一系列工作，

获得了系统全部特征如队长、等待时间等统计规律，成为迄今为止对该类系统最完整、

最深刻的结果。 

 

在稳态特征研究方面：复杂随机服务系统稳态分布的逼近理论是近几十年来国际运

筹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最活跃的方向。国际权威学者、美国普渡大学的

M. Neuts 开创了矩阵几何(Matrix-Geometric)解析逼近理论，对无穷小生成元为矩阵块结

构的马氏过程作了系统的研究，但对重要的首达时间的研究只获得了某些特殊情形（如

拟生灭过程）的结果。徐光煇与他的学生何启明（1991）首次提出状态逼近法，由此解

决了一种重要类型 GI/M/1 型马氏过程在有限初始向量下的首达时间问题，为求解多种

随机模型与网络的稳态分布提供了有效的算法。 

 

在算法研究方面: 马氏过程算法研究对实际应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将理论研

究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的一个桥梁，多年来受到国际多个领域专家的重视。美国、加拿

大、荷兰等国学者长期从事马氏过程瞬态解与首达时间算法的研究，但只获得了带有有

限状态空间的一般马氏过程与带有可数状态空间的特殊马氏过程的结果。徐光煇与他的

学生袁学明（1994、1995）利用行列交叉截尾技巧，突破性地解决了带有可数状态空间

一般马氏过程的瞬态与首达时间的算法问题，使这两个长期未决的问题获得了圆满解

决。而且由此还将徐光煇与何启明关于 GI/M/1 型马氏过程首达时问题拓广到任意初始

情行，并克服了另一主要类型 M/G/1 型过程处理中的难点，使 M. Neuts 的矩阵结构马

氏过程首达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稍后，徐光煇等又开始多维马氏过程的研究，国际上

对于多维过程，即使在平稳性态时也都只能处理其中一维可数（称为水平），而其它维

都有限（称为位相）的情形。徐光煇与他的学生徐德举（1996、1999）研究了多维可数

状态马氏过程的瞬态解与首达时间，都给出了具有一致误差的算法，使多维可数马氏过

程瞬态解与首达时间的算法问题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在 2000 年，徐光煇等进一步解

决了马氏更新过程首达时间的问题，得到了具有一致误差的算法，将 M. Neuts 等学者

对特殊过程的研究推广到一般过程，使更广泛的一类随机排队与网络的一些性能指标计

算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在系统逼近研究方面: 徐光煇与他的学生张汉勤对随机逼近理论中的重要方向强

逼近理论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1990～1993）。由著名学者、两位美国工程院院士、斯

坦福大学的 D.L. Iglehart 和哥伦比亚大学的 W. Whitt 等开创的随机服务系统弱收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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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是国际研究的热点，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八十年代后

期，著名学者、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卡尔顿大学的 M. Csörgö 等发展了更新过程强逼

近，它比弱收敛更为广泛和深刻，受到国际学者的普遍关注。徐光煇与他的学生张汉勤

于 1990 年起在国际上率先开始了排队过程与网络的强逼近研究，先后完成了对多渠道

系统、优先权系统、串联开网络、一般开网络等随机排队系统的强逼近理论的一系列工

作，得到了相关随机过程的各种更为深刻的强逼近理论，同时使 Iglehart 与 Whitt 等一

系列关于弱收敛理论的经典结果都成为这些更强结果下的推论。 

 

在随机网络研究方面：徐光煇与他的学生刘西锁、何启明（1989～1994）提出了匹

配系统与网络的新概念、构建了新的模型，对通信理论、计算机科学与自动控制领域中

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各类系统与网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复杂网络结构的内在规

律，并运用逼近理论研究中已获得的上述成果，克服了高度复杂网络分析中的各种难点，

获得了各类匹配网络的系统成果，并给出了便于数值计算的有效算法。徐光煇与他的学

生曹成铉（2000）还将多维可数马氏过程首达时间的结果用于匹配排队网络中忙期与非

闲期的计算，得到了有效的具有一致误差的算法。此外，对随机运筹学中的更新过程、

存储过程及计算机性能分析等研究，他们也获得了各种极限定理、判别准则、首次放空、

响应时间等结果。这方面的研究成为解决其它问题的关键工具。 

 

在实际应用研究方面：徐光煇研究员长期从事电讯、水利、铁路、矿山等关于优化、

设计与决策方面课题的建模、设计、管理等有关应用研究，为实际部门提供了决策支持。

其中特别是矿山过程管理模型的成果，比国际现有模型更为完善，计算更为简洁可行。

通过大量数据收集，计算机仿真与数值计算，为矿山技术设计与管理提供了科学决策依

据。特别的、徐光煇研究员提出的基于系统原始数据的统计分析、建立随机排队系统、

从而进行分析、进而找出优化决策，这一方法在国际上领先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时至今

日、人们基于数据来建立随机模型还是沿用这个方法。 

 

培养人才与普及教育：徐光煇研究员在从事如上关于随机服务系统的瞬态特征、稳

态特征、算法、系统逼近以及实际应用诸多方面研究工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活跃在

国际、国内运筹学领域知名学者，并于 1990 年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徐光

煇研究员还积极从事运筹学教学和普及工作。他教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58、1960 与

1963 级三届运筹专业学生，这些学生中很多人都已成为各部门从事运筹学或相关领域

研究的教授、博导、所长、院长等。改革开放后、徐光煇研究员又相继在中国科学院研

究生院、清华大学、海军工程学院等多次为研究生、青年教师讲课，为海军、机械、煤

炭、航空等部门以及运筹学会、系统工程学会等所组织的培训班授课。直到退休前后，

他还在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多次讲授统一的学位课程。徐光煇研

究员总是针对不同听课对象，力求讲授深入浅出，他所讲授的内容颇受学生喜爱，影响、

培养了当时一批人。听其授课的学生现已是一些领域的资深专家、院士。其专著《随机

服务系统》是随机运筹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曾获 1990 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他

主编的《运筹学基础手册》是当今从事运筹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所喜爱的参考书之

一。 

 

学术工作的客观评价和影响：徐光煇研究员在随机服务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国际

上颇具影响，成为随机运筹学领域的国内外教科书与专著常常所引用的经典工作之一。

在 1977 年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访华团为美国科学院撰写的《访华团报告书》评价

到：“在应用数学方面、中国在诸如排队论等领域已十分敏捷地达到了这些领域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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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注：国内通常把“排队论”称之为“随机服务系统”】他的实际应用研究工作成

果被美国两大矿业公司在为中国矿山承担总体设计项目时，作为有关部分设计的基础。 

 

徐光煇研究员的成就与贡献受到各国学者的赞誉与好评，在我国改革开放早期、连

年应邀赴日本、丹麦、比利时、荷兰、德国、美国等国多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在国

际运筹学与管理科学大会（ICORMS’90）等多种国际会议上作大会报告或邀请报告。

森村英典（国际随机服务系统领域权威、日本运筹学会前主席）称赞其工作“你们的工

作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国际著名学者、日本三根久对徐光煇专著倍加赞赏，认为是“世

界第一流的”并与森村等多次邀徐光煇访问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工大、东京大学等。美

国著名学者 M. Neuts 要求将徐光煇著作译成英文出版，列入他主编的《纯粹与应用概

率》丛书。2007 年，为庆贺徐光煇研究员七十寿辰而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美国总统奖获得者、美国工程院院士姚大卫在特邀报告中深情

地回顾说，徐光煇研究员的专著当年是如何引导他进入排队论研究领域的，他从国内到

国外，始终将书珍藏在身边。Jensen 聘任徐光煇为丹麦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并作为国际

通讯协会（ITC）创始人与主席多次邀徐光煇出席该协会历届国际会议。 

基于其学术业绩、他多次受国际、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一些学术奖励委员会所聘，担

任评奖、晋级等工作。同时受聘担任多种国际运筹学领域杂志期刊的编委和顾问、长期

担任《运筹学学报》副主编。他作为主要贡献者之一，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中国科

学院重大成果奖、冶金部科技成果奖、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等。 

 

对《中国运筹学会》发展与壮大的贡献：在中国与国际运筹学会的组织管理中，徐

光煇研究员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贡献殊甚。他长期担任《中国运筹学会》秘书长、理事

长，《亚太运筹学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国际运筹学联合会》副主席等领导职务。从

1980 年开始、在越民义研究员和许国志研究员领导下，他就参加了学会成立的筹备工

作、并当选为《中国运筹学会》首届理事。他在担任理事长期间、与其他常务理事一道，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运筹学会终于在 1991 年获批成立，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全国

性一级学会。从此为运筹学在我国的发展、为中国运筹学走向世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他代表中国运筹学会、发起和组织成立了《中国运筹学会》作为创始国之一的《亚太运

筹学联合会》，并当选为副主席，韩国副总理兼《韩国运筹学会》会长罗雄培博士当选

为主席。在他任《亚太运筹学会联合会》主席期间，在大阪、雅典、北京等地多次主持

召开理事会，讨论决策联合会的有关工作，并在会上会下协调各方在工作中出现的矛盾

和问题，保证了理事会的合作与团结。同时，他与章祥荪研究员等又一起筹划成立《亚

太运筹中心》，作为亚太各国乃至国际的运筹学领域合作研究与交流的一个基地。1992

年徐光煇当选为《国际运筹学会联合会》副主席，这是该会成立 30 多年来我国代表首

次进入领导机构，从此更加密切了中国运筹学会与国际运筹学界的联系。 

 

综上所述、申请人徐光煇研究员在其近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不但在运筹学、主要

是随机运筹学的很多领域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工作，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当今活跃在国内外

运筹学领域的优秀学者，同时为中国运筹学的发展做了诸多值得同仁感激和敬仰的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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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专著的情况 
:=?�____`MOQ0b__PW___�  __&'� 

专著： 

  《随机服务系统》，科学出版社，北京，1988 

 

论文： 

徐光煇，GI/M/n 系统中大量服务的排队过程，《数学学报》，第十卷（1960），182-189 

徐光煇，GI/M/n 系统中大量服务排队过程的等待时间分布，《数学学报》，第十四卷

（1964），796-808 

徐光煇，排队过程 GI/M/n 的瞬态性质，《数学学报》，第十五卷（1965），91-120 

徐光煇，随机服务系统理论及其在计算机设计中的应用，《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第

一期（1975），33-43 

徐光煇，随机服务系统 GI/M/n 的 k 阶忙期，《中国科学》，1977，60-68 

徐光煇，组合计算机系统中存储系统的平均响应时间，《应用数学学报》，第一卷（1978），

137-144 

徐光煇，随机服务系统综述，《数学进展》，第十期（1981），3-11 

徐光煇，随机模型的一个算法研究，《科学通报》，1998， 1009-1012 

 

徐光煇、董泽清，矿山采掘过程的数学模型，《数学的实践与认识》，第四卷（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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