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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说明】 

1.案例特点 

本案例为一名学生在初一下学期自选主题而成。我校在初高中均设有“数学

建模”选修课，并建有数学建模社团。学生在参加了数学建模选修课后，开始有

意识地观察生活，并尝试运用数学模型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在社团活动中布

置了自主选题撰写建模论文的任务中提交了此文。 

本论文的选题源自某学期初，由于初中的孩子身体发育较快，很多学生出现

了校服大小不合适的情况，于是通过专门的在线平台找商家补订。商家接到了大

量校服补订的订单后缺乏准备，导致库存远远不足以满足订单需求，有的同学甚

至下单近 3 个月了都没有收到新校服，就出现了许多学生穿着不合体的校服上学

的情况。基于此，学生想到能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为商家提供有效的库存策略，

以满足学生补订校服的需求。 

在学生确定研究的选题方向后，教师帮助进一步提炼问题内容，明确需要调

研的相关数据。学生通过自主查阅文献确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校不同种

类的校服需求进行数据分析。 

 2.案例意义  

     建模学习意义:这个数学建模的选题源自学生自己关心和熟知的校服补订



问题，这样的现象在日常生活和校园生活中很多，难能可贵的是，该生遇到问题

没有抱怨，而是看到了学生校服补订需求没有及时得到满足背后的商家决策困境，

进而将之变为一个数学问题开展研究，这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很好的示范。在模型

建立的过程中，选取要调研的数据是一个值得突破的难点，由于校服种类样式繁

多，大量的数据需要条理化、有序化的整理和归类，以保障模型结果的全面与有

效。此外，查阅文献也是学生建模的必备技能之一，目前关于贮存补货的相关文

献较多，可以给学生相关方面的支撑。 

     教育意义:学生在考虑补货策略时，是从商家的角度进行建模分析的，有

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学生的这种面对问题的理性态度、积极为解决问题出谋划

策的方式非常值得提倡。通过模型分析，感受到商家补货和贮存也需要有成本的

投入，理解商家的难处，减少了订不到校服的焦虑情绪。建模的结果具有现实意

义，学生将结果反馈给商家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提升了对数学建模应用价值

的体验。 

 3.教学使用建议： 

      案例可以如下三种方式在教学中应用： 

第一，提供给学生阅读，请学生对案例进行评论，比如，问题的提出，研

究过程，方法等，还包括对案例写作的评论，是否有改进建议等，也可以质疑或

者提出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可以只将情境和问题提给学生，请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提出解决方案

并解决，撰写研究报告；  

      第三，学生的校园生活种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可以启发学生提出，比如： 

社团选修课的开设问题，然后组建研究小组研究解决。 



 
【案例内容】 

关于校服补货方案的研究报告 

 

   北京中学   肖瑜玥 武炫辰 段沛原 任子洵     

指导教师  李俊平 于晓青 

 

一、研究的缘起 

此问题的提出源于我们北京中学前些日子校服缺货引发的思考（我们北京中

学西坝河校区目前有 6、7、8 三个年级学生，大约 240 人左右）。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一周四天都需要穿校服上学，但是最近随着学校

学生人数的增加，订购校服的网站逐渐出现了部分缺货的情况。加上在中学阶段

正是处于青春期生长发育迅速的阶段，无论男生还是女生的身高都增长很快，同

学们也经常会出现校服丢失和损坏的情况，所以我们需要频繁补订、更换校服，

校服的缺货对我们造成了诸多不便。 

 

二、研究设计 

为了解决校服缺货的问题，我们查找了许多与库存补货相关的资料（见卷尾

参考文献），结合资料和我们自己的思路、方法，我们希望利用数学的方法，收

集数据，建立关于校服补货量、补货周期的模型，并通过编程计算出最准确，科

学的补货方式，以保证既能兼顾商家的利益，并且满足同学每次都能订到合适的

校服，以解决校服缺货的问题。 



 

三、问题解决 

1.问题假设 

（1）初期订货量为 Q0，为了满足续订的要求，额外多生产件作为备用库存

Q，以后在每一运营周期的初始时刻进行补充，每期补货批量相同，均为 Q. 

（2）需求连续均匀，需求率（因丢失损坏或变小产生的需求）为一常数 d；

那么 t 天内需求的件数是 m=dt. 

（3）同学们发现校服缺失了能够马上订货； 

（4）当备用库存降至零时，可以立即得到补充，即一订货就交货； 

（5）缺货损失费为无穷大，即不允许缺货； 

（6）每个订单中每种类型的校服补订数量不超过 1 

（7）一年按照 365 天计算。 

2.符号说明 

  Q0 初期订货量 

  Q 备用库存量 

  d 校服需求率 

  t 天数 

  S 一个运营周期内的储存量 

  h 单位时间内单位货物的存贮费用 

  Ch 一个运营周期内的存贮费 

C0 一个运营周期内的订购费 

CT 一个运营周期内的运营费 



a 补货固定成本 

c 变动成本 

f 单位时间的平均运营费 

k 学生人数 

p 某种类型校服一年内的补订比例 

  n0 校服初始订购量 

3.校服补货需求情况调查 

为了研究校服补货策略，我们从以下几个决策变量入手，进行了问卷调查。 

决策变量： 

（不同种类、尺码）补货周期，（不同种类、尺码的）补货量； 

身高变化曲线反映不同尺码校服的补货周期（分性别）； 

不同校服的补货比例反映不同校服的补货量； 

丢失和损坏的概率反映需缩短补货周期的量； 

生产商的利益调整补货周期和每次补货量的大小（总量不变）； 

我们共发放并回收了 118 份调查问卷，涵盖 11 岁-16 岁北京中学的学生。

我们得到如下结果： 

①55.08%的同学在半年到一年内就需要更换校服，30.51%的同学在一年到

两年内需要更换校服； 

②不同种类的校服中，夏季的圆领 T 恤和 Polo 衫需求量较高，分别占调查

总人数的 50.85%和 48.31%.(具体调研数据可参见附录) 

根据以上结果，我们将每种校服购买和补订情况及补订原因进行了交叉分析，

如图 1、图 2。 



 

 

为了研究不同种类校服的补货策略，我们计算了不同校服的购买情况和补订

情况，发现不同校服补货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图 2 中夏季圆领体恤和秋季长裤，

订货数量相近，但夏季圆领 T 恤的补订数量却明显高于秋季长裤的补货量。也

就是不同种类的校服补货需求是有显著差异的。我们用一年之内补订不同种类校

服的数量和订购相应校服的数量相除，得到不同种类校服的补订比例，如图 3

所示： 



 

4. 建立模型 

 

 



我们假设单件校服单位时间（天）的存储费 h 为 1 元；单次补货生产的固

定费用 a 为 500 元；单件校服生产费用 c 为 10 元；每种校服单天的需求率 d 根

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决定，以夏季短袖 T 恤为例，一年之内补订的比例 p=52.63%，

假设初次订货量为 Q0=1000 件，一年之内需要准备的补货平均数量约为 

1000×52.63%=526（件）， 

d=!"#
!"#

≈1.441（件/天）。 

5.模型的求解 

由平均运营费的计算公式 

𝑓 𝑄 =
1
2   ℎ𝑄 +

𝑎𝑑
𝑄 + 𝑐𝑑                      (1) 

我们可以知道，影响𝑓(Q)的决策变量只有 Q，因此只需求出 Q 为何值时,使

得求得的𝑓(Q)达到最小即可，以满足生产商的成本最小的需要。 

以夏季短袖 T 恤为例，假设补货变动成本（c）为 10 元，固定成本（a）为

1000 元，单位存储费（h）为 1 元，需求率（d）为 1.44 件/天，学生人数（k）

为 1000 人，得到最佳补货量为 54 件，最佳补货周期为 37.5 天，运行结果如图

5（程序代码见附录）。 

 



图 5 补货模型运行过程 

刚才假定需求率 d 不变，但是在实际情况中，d 是会随校服种类的不同而变

化的，对每一类校服可求其需求率为 

𝑑 =
𝑘𝑝
365               （2） 

将（2）式代入（1）式，可得 

𝑓 𝑄 =
1
2   ℎ𝑄 +

𝑎𝑘𝑝
365𝑄 + 𝑐𝑑                      (3) 

先根据（2）式计算出不同种类校服的需求率 d，再根据（3）式求出分别求

出每一类校服的最佳补货量 Q 和补货周期 t，如表 1。  

表 1 不同校服的需求率、补货量、补货天数统计表 

 
下面我们再根据调查问卷结果，算出不同尺寸的校服的补订比例，设尺寸𝑖的

初始订购数量为𝑛!!，补订数量为𝑝!，尺寸𝑖的补订比例𝑏!为 

𝑏! =
𝑝!
𝑛!!
               

𝑖 ∈ 140 及以下，145− 150,155− 160，165− 170，175− 180，180 及以上  



表 2 不同尺寸的校服补订比例 

 

最终得到不同校服不同尺寸在一个补货周期的补货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尺寸和种类校服的补货量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建立补货模型，进行问卷调查获得需要的参数数据，并编写程序解

决，最终得到了不同种类不同尺寸校服的补货量和补货时间，可以作为校服厂商



的参考。校服厂商可以根据他们平时校服生产和存储的实际情况调整参数，以得

到更准确、具有实用价值的数据，解决校服缺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建立的模型是在很多理想化的条件之上的。比如需求是均匀

的，同学发现校服缺失了能马上订货，而且校服厂商发现备用库存为零了能马上

补充，这个是没有考虑生产准备时间的，并且我们的问卷调查人数也不是很充足，

数据不够准确，所以我们以后还会根据情况进一步研究更复杂的补货模型。 

在这一次的项目研究中，我们成功的完成了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从发现

问题，到设计问卷，进行调查，再到分析数据，建立模型，最后再设计程序进行

模型求解。研究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修改和困难。但在我们团结一致的努

力以及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克服了困难，完成了项目的研究。我们充分的感受到

了项目研究的不易，并且收获了项目研究的乐趣。 

这次项目研究很好的锻炼了我们发现并解决问题、建立模型、统计分析数据

等很多能力，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对学校校服供应的情况、学生对校服的需求有

了更多的了解。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数学、计算机方面的知

识，了解了不同类型的存储模型。这些模型的求解需要很多高等数学的知识，而

我们用编程序的方法解决问题，更加简单易懂，在锻炼我们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

也激发了我们的学习兴趣。这些能力都会在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让我们受益匪

浅。 

感谢在这次研究中参与问卷调查、提供研究思路的所有老师、同学，你们的

帮助使我们的课题能够更加完善。相信在以后的项目研究中，我们会做的更好。 

 

【附录】 



1.学生校服补订的调查问卷结果 

 

 



 

 

2.模型求解代码（语言 c++）：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stdio> 

#include <algorith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float a,c,h,k,d,minf,minq,t; 

int m,i; 

cout<<"请输入您的参数 c a h d k"; 

cin>>c>>a>>h>>d>>k; 



minf=10000; 

m=(int)k/d; 

for(int q=1;q 

{ 

if (minf>h*q/2+a*d/q+c*d) 

{ 

minf=h*q/2+a*d/q+c*d; 

minq=q; 

} 

} 

t=minq/d; 

 

cout<<"最佳补货量为"< 

system("pause"); 

return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