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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求解不等式约束优化问题)将线搜索和滤子方法

相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线搜索滤子序列二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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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下的非线性不等式约束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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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二次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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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求解如下的二次规划得到搜索

方向#

JC;

!

@

!

)

O

"

/

*

J

&

$

*

/

$

O

*

D9M9

!

,

S

!

)

O

"

J

,

S

!

)

O

"

/

*

(

%

)

S

.

"

B

4

&

)

$

)0)

T

5 !

$

"

其中
$

O

.

3

(a(是一对称正定矩阵
9

但是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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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可能是不相容的)即它的可行域可能为空集)这在

实际应用中将会产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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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等式约束的优化问题)得到了好的收敛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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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线搜索方法和滤子方法相结合来求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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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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