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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resolution efficiency of propositional satisfiability problem for 
propositional formula φ (CNF Form),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PLL complete algorithm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word order processing under different forms, a new algorithm for solving SAT 
problem is proposed. The algorithm groups propositional formula φ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of 
clause, and sorts th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polarity occurrence frequency in the initial 
sort. Then it considers the number of occurrences of the plus or minus words in variables and gets 
the value of high numbers. Algorithm instance shows that the new algorithm can reduce the num-
ber of rule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reduce the solving steps, cut off the unsatisfy space of solu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so as to improve the solu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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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命题公式φ(CNF形式)的可满足性问题的求解效率问题，基于对DPLL完全算法的学习和在不同形式

下对子句文字排序处理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求解SAT问题的算法。新算法根据子句长度对命题公式

φ进行分组，并根据变量出现次数进行初始排序，然后考虑变量中正负文字出现的次数，并对次数高的

进行赋值。算法实例表明：新算法能减少求解过程中规则使用次数，减少求解步骤，尽早剪除不满足解

空间，从而有效提高求解效率。 
 
关键词 

DPLL算法，启发式策略，可满足性问题 

 
 

1. 引言 

1960年，Davis和Putnam提出了一种判定可满足性问题(propositional satisfiability problem，简称SAT)
的完备算法(DP 算法[1])。后来，Logemann 和 Loveland 等人对 DP 算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更高效

的 SAT 判定算法——DPLL 算法[2]。目前，DPLL 算法已成为一种判定 SAT 问题的最主流的方法，在物

理电子学[3]，自动推理[4]-[6]，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7]，计算机软件与理论[8] [9]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DPLL 算法在应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求解所需时间过长的问题，这使得整个判定过程不再高

效化。针对该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算法，主要包括：函数变换算法[10]，SAT 邻域快速搜索法[11]，
随机算法[12]，变量分解消除算法[13]，变换多项式求解[14]等，这些算法通过对决策层中子句进行处理，

有效降低了子句集的规模，但对子句中判定文字的选取比较随机，这就可能导致判定过程中无效判定文

字的出现，从而扩大求解空间，降低求解效率。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有效选取判定文字的算法。该算法继承了 DPLL 算法的先进求解思

想，并能根据子句长度及变量出现次数进行判定文字的选取。在算法中首先计算子句长度，并根据不同

的长度进行分组；其次，计算子句中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进行初始排序；再次，考虑排序后次数最高

变量中正负文字的出现次数，并对次数高的文字赋值；最后，根据选取的判定文字证明子句的可满足性。

根据子句长度分组的方法能够优先对简单的子句进行判定，从而选取出有效的判定文字，缩减子句集的

求解空间。同时，优先对正负文字出现次数较高的变量进行赋值，可以尽量避免冲突的出现，尽早剪除

不满足解空间，尽快求得可满足解。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就能达到快速选取出有效的判定文字及

判定子句可满足性的目的，更能提高求解效率。实例表明，新算法可以高效地判定出子句的可满足性，

减少求解步骤，提高求解速度。 

2. DPLL 算法 

现实生活中，很多难以解决且重要的组合、验证问题均可转化为 SAT 问题进行求解。通常，SAT 问

题中的任意命题逻辑公式都可以变为合取范式(conjunctive normal form，简称 CNF)进行求解，即求解时

只需要找到一组真值赋值，使 CNF 中的每个子句都是可满足的，从而该 CNF 就是可满足的。因此在这

里只考虑 CNF。 
CNF通常是由一个或多个子句 ( )1, ,iC i n=  通过合取运算符( )∧ 或( ), 连接起来的，形如 1 2 nC C C∧ ∧ ∧

或集合{ }1 2, , , nC C C 。子句是指 ( )1, ,il i n=  通过析取运算符 ( )∨ 连接，形如 1 2 nl l l∨ ∨ ∨ ，也可简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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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nl l l ，其中 ( )1, ,il i n=  为文字(literal)， il 的取值可以为 0 或 1。将子句中所含全部文字的个数称为子

句的长度，用符号“ ”表示。如果子句 iC 中含有 n 个文字，那么 iC n= 。若子句中至少存在一组赋值

使得其中包含的文字取值为真，那么称该子句是可满足的(取值为 1)，否则称子句是不可满足的(取值为

0)。文字是指变量 il 本身及其否定，即变量本身称为正文字( il )；其否定称为负文字( il )。正文字和负文字

统称为文字。 
DPLL 算法[1]是一种解决可满足性问题的深度优先搜索的完备算法。经典的 DPLL 系统[15]是一个转

移系统，由下面七条基本规则构成： 

R1 单文字繁衍规则 , ,M F C l Ml F C l∨ ⇒ ∨ ，若
M C
l M


¬
在


中未定义

； 

R2 纯文字规则 M F Ml F⇒ ，若

l F
l F

l M


¬



出 在 的某些子句中

不出 在 的子句中

在 中未定

现
现

义
； 

R3 判定规则 dM F Ml F⇒ ，若
l l F
l M

¬



或 出 在 的某 子句中

在 中未定

现 个
义

，这里 dl 为 l 通过规则得到； 

R4 失败规则 , FailSM F C tate⇒ ，若
M C
M

¬


中不包含判定文字


，这里C 为 ,M F C 状态下的冲突子句； 

R5 回溯规则 , ,dMl N F C M l F C⇒ ¬ ，若
d C

N
Ml N ¬

 中不含有判定文字


，这里C 为 ,dMl N F C 状态下的冲

突子句； 

R6 学习规则 ,M F M CF⇒ ，若
C F M
F C





中的每一 原子出 在 或 中


个 现

； 

R7 忘记规则 ,M F C FM⇒ ，若 F C 。 
上述规则中 M 是由规则推导得到的赋值表(即文字的序列表)，F 为 CNF 的有限子句集，其中 R1 至

R5 中 F 保持不变，R6 和 R7 中 F 是变化的。 
现简单介绍每条规则： 
R1 单文字繁衍规则：采用的是 CHAFF [16]中提出的两观察变量法，即为了使 CNF 命题是可满足的，

要求子句集 F 中的每一个公式都为真。因此，若 F 的一个子句包含文字 l ，它在当前的赋值表 M 中没有

赋值，但已知该子句中的其他文字赋值为假，那么文字 l 一定被繁衍为真。 
R2 纯文字规则：如果在 F 中文字仅有正文字 l 或负文字 l 时，那么当且仅当文字为真时，F 是可满

足的，这时将这个文字称为纯文字。若赋值表 M 中该文字没有定义，那么它一定被繁衍为真。 
R3 判定规则：从 F 中选取一个未定义文字 l 添加到赋值表 M 中，将 l 标记为判定文字 dl ，并由 dl 繁

衍，如果繁衍后的赋值表不能使 F 为可满足的，那么由 R5 规则知，需要将 l 加入到赋值表中继续繁衍。 
R4 失败规则：如果 M 中不包含判定文字，且由赋值表 M 推出冲突子句 C，那么这个赋值过程就是

一个失败过程。 
R5 回溯规则：如果在没有失败之前发现一个冲突子句 C，那么回溯到当前判定文字处，用 l 代替 dl ，

并将由 dl 繁衍得到的文字删掉。此时文字 l 不再是判定文字，因为文字 l 繁衍的情况已经讨论完。 
R6 学习规则：将子句 C 添加到 F 中的过程称为学习，这里子句 C 中的所有原子出现在 F 或 M 中，

但它原来并不在 F 中。 
R7 忘记规则：从 F 中移除子句 C 的过程称为忘记，这里子句 C 由 F 推出。 
在解决实际 CNF 命题的可满足性时，这些规则的使用顺序可根据实际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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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变的。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介绍 DPLL 算法规则的使用。 
例 1：判断 CNF 命题{ }12, 34, 56, 256 的可满足性。 
s1.           12, 34, 56 6|| , 25∅          (R3) 
s2.           1 12, 34, 56 6|| , 25d          (R1) 
s3.          1 2 12, 34, 5 6|| 6, 25d          (R3) 
s4.        1 23 12, 34, 56|| , 256d d          (R1) 
s5.       1 23 4 12, 34, 56|| , 256d d          (R3) 
s6.     1 23 45 12, 34, 56|| , 256d d d          (R1) 
s7.    1 23 45 6 12, 34, 56| 6| , 25d d d          (R5) 
s8.      1 23 45 12, 34, 56|| , 256d d          (R1) 
s9.  ( )1 23 456 6 12, 34, 56 6| 5| , 2d d  
上述命题是可满足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56 111101= 或{ } { }123456 111100= 。DPLL 算法由空的赋

值表开始，首先应用 R3 规则任意选取一个文字进行判定，此处选择文字 1，并将其赋值为 1，在第一个

子句中，再应用 R1 规则将文字 2 繁衍为真。当{ } { }12 11= 时，无法进行下一步的赋值推导，所以在第 2
个子句中应用 R3 规则将文字 3 赋值为 1，再应用 R1 规则将文字 4 繁衍为真。依次下去在第 6 步推导后

得到{ } { }123456 111110= ，但出现冲突子句 256 ，应用 R5 规则取消 5d 及由它繁衍得到的 6，并将 5加入

到赋值表中。由于 CNF 中子句的特点，只要每个子句中有一个文字为真，那么该子句就为真，因此，在

子句 256 中由于 5为真，那么该子句一定为真，所以文字 6 繁衍为 0 或 1 均可。综上，CNF 的每个子句

都为真，故该命题是可满足的，最后得到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56 111101= 或{ } { }123456 111100= 。 

3. 算法流程 

由 CHAFF [16]估计可知，虽然变量决策所占的时间比较少，但却决定着整个搜索空间和搜索时间的

大小，所以对它的改进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存在的策略可分为以下两种： 
1) 随机选取变量的策略。因为它简单易操作，无额外计算等优点备受研究者们青睐，但由于它对变

量选取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解决某些规模相同的实例时，所耗费的步骤和时间会有很大的差异，并不能

总是高效地找到可满足解。 
2) 排序选取变量的策略。它是由某种策略计算出变量或子句的某一特征，然后按照计算出的结果进

行初始排序，再根据这种策略进行变量的选取。虽然这种方法在选取变量之前增加了一定的计算量，但

对后序变量的正确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向作用，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推导所用的时间，可以降低整个

搜索空间和搜索时间的大小，因此在求解推导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文中采用的是排序选取变量的策略，即在选取判定变量之前先根据子句的长度对 CNF 实例进行分组，

然后计算出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挑选出出现次数最高的变量，再计算次数最高的变量中正负文字的出

现次数，并对次数最高的进行判定，该排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策变量选取的准确性。 
根据在排序选取变量的过程中变量的顺序是否发生改变，可将排序过程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

排序是指在推导过程中，按照命题给出的变量顺序排序，在推导过程中始终保持这个顺序不变。但随着

CNF 实例规模的增大以及推导过程中学习规则和忘记规则的使用，使得静态排序已经无法满足快速求解

的需求，因此变量的动态排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动态排序是指变量在推导过程中根据某种决策按照变

量的特征进行排序，它可以有效解决静态排序的缺点，及时地反应变量的特征，且在推导过程中可以降

低求解时间，提高求解效率。 

文中采用就是一种动态排序思想，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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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记录每个子句的长度，根据子句的长度对命题公式ϕ 进行分组： 
第一组：当 1ic = 时； 

第二组：当 2ic = 时； 

第三组：剩余的子句。 

(2) 记录子句中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记录的初值为 0，变量每出现一次，数值相应地加上 1。 

求解时，对第一组直接赋值：若变量为正出现，直接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在第二、三组中根

据记录的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进行排序，先选定出现频率较高的变量进行判断，再由变量正负文字出现

次数高低进行赋值：若正文字出现次数高，赋值为 1；若负文字出现次数高，赋值为 0；若两个出现次数

一样多，随机选取一个进行赋值，然后再运用 DPLL 算法中的基本规则进行赋值推导。 

(3) 分组原则： { }1 2, , , nF C C C=  ，其中 1 2, , , nC C C 为子句，子句长度记为 iC 。 

1 i iS C= ∪ ， 1iC = ，长度为 1 的子句的集合； 

2 j jS C= ∪ ， 2jC = ，长度为 2 的子句的集合； 

3 1 2S S S S= − − ，长度大于 2 的子句的集合。 

分组后满足： 

① i jS S∩ =∅， , 1, 2,3i j = 。分组后各子句集的交集为空集。 

② 1 2 3S S S ϕ∪ ∪ = ，分组后各子句集的析取仍为命题公式ϕ 。 
通过引入上述动态排序的思想，并在 DPLL 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变量决策启发策略算法，其

具体过程见算法 1。 
变量决策启发策略算法较之原算法更加高效。原算法从运算步骤上来说，当命题公式ϕ 中含有 n 个变

量时，运算时隐含地要经历 2n 步，求解时耗费的空间和运算量都相当大；而新算法在分组赋值后的第一

组就已经减少了一些步骤，因为当文字个数为 1 时，要使 CNF 为可满足的，必须将其赋值为真，这样就

排除了原算法中将该文字的相反出现赋值为真的情况，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计算，减少了求解步骤，同样

按照新算法在第二、三组中又剪除了一部分求解步骤，所以新算法的求解步骤最多为 31 22 2 2nn n+ + 步，其

中 1n 为第一组中所含变量的个数， 2n 为第二组中不同于第一组中的变量的个数， 3n 为第三组中不同于第

一、二组中的变量的个数， 1 2 3n n n n+ + = ，这远远小于原来的 2n 步，从而新算法能极大地提高求解速度。 

4. 算法实例 

使用变量决策启发策略算法可有效缩减求解步骤，提高求解效率。下面以具体实例进行说明。 

4.1. DPLL 算法与新算法的比较 

例 2：判断 CNF 命题 { }1 12,23, 134,234,14ϕ = 的可满足性。 
(一) DPLL 算法： 
s1.      || 12,23, 134,234,14∅         (R3) 
s2.      1 || 12,23, 134,234,14d         (R1) 
s3.     1 2 || 12,23, 134,234,14d         (R1) 
s4.    1 23 || 12,23, 134,234,14d         (R1) 
s5.   1 234 || 12,23, 134,234,14d         (R5) 
s6.      || 12,23, 134,231 4,14         (R1) 
s7.     14 || 12,23, 134,234,14         (R3) 
s8.   143 || 12,23, 134,234,14d         (R1) 
s9.  143 2 || 12,23, 134,234,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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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 1. The algorithm of heuristic strategies for deciding variables 
算法 1. 变量决策启发策略算法 

输入：CNF 命题ϕ 。 
输出：输出一组可满足解或证明命题不可满足。 
1. 根据子句长度对其进行分组：若长度为 1，为一组；若长度为 2，为一组；余下的为一组。 
2. 计算ϕ 中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并进行初始排序。 
3. 对长度为 1 的子句优先赋值：若变量为正出现，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 
4. 对长度为 2 的一组进行赋值推导：若上一步的赋值结果可以运用 DPLL 算法中的基本规则进行推导，那么先进行推导，若无

法进行下去时，再挑选出出现次数最多的变量(若最多的有好几个，则随机选出一个输出)作为判定文字，并判断正负文字的出

现次数：若正出现 > 负出现，文字赋值为 1；反之，赋值为 0(若正负出现一样多，赋值为 0 或 1 均可)。然后再运用 DPLL
算法中的基本规则进行推导，当推导无法进行下去时，观察余下的一组子句。 

5. 对余下的一组子句按照第 4 步的方法进行推导，直到完成所有变量的赋值。 
6. 若所有变量的赋值结果使得 CNF 命题可满足，那么得到的赋值表即为所求的一组可满足解。若所有变量的赋值结果应用 R4

规则得到冲突子句，那么这个命题ϕ 为不可满足。 

 

上述命题 1ϕ 是可满足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 0101= 。 

(二) 新算法： 

s1.      || 12,23, 134,234,14∅         (R3) 
s2.      1 || 12,23, 134,234,14d         (R1) 
s3.     1 4 || 12,23, 134,234,14d         (R3) 
s4.   1 43 || 12,23, 134,234,14d d         (R1) 
s5.  1 43 2 || 12,23, 134,234,14d d  
所以 1ϕ 是可满足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 0101= 。 
新算法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1 依据子句长度对其进行分组，将 12,23,14分为第一组， 134,234分为第二组。 
2 计算命题中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得到 ( )1 3n = ， ( )2 3n = ， ( )3 3n = ， ( )4 3n = 。 
3 在第一组，依据新算法先挑选出判定文字。由于文字 1,2,3,4 出现次数一样多，故任意选取一个变

量即可，此处选择观察变量 1，因为 ( ) ( )1 1n n> ，所以文字 1 赋值为真，然后通过 R1 规则推导得到文字

4 为真。类似地，用同样方法将文字 3赋值为真，并通过 R1 规则繁衍出文字 2 为真。 
4 所以命题 1ϕ 是可满足的，得到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 0101= 。 

例 3：判断 CNF 命题 { }2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ϕ = 的可满足性。 
(一) DPLL 算法： 
s1.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 4,573∅           (R3) 
s2.              6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 4,573d           (R3) 
s3.            6 7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3|| ,5d d           (R3) 
s4.          6 7 9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5 3|| , 7d d d           (R1) 
s5.         6 7 9 8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5 3|| , 7d d d           (R1) 
s6.        6 7 9 85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1) 
s7.       6 7 9 854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1) 
s8.      6 7 9 8541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1) 
s9.     6 7 9 85412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1) 
s10.   6 7 9 854123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6) 
s11.   6 7 9 854123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6|| , 78d d d       (R5) 
s12.          6 7 8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7|| ,6 8d d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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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 )6 7 89 9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7|| ,6 8d d         (R1) 
s14.     ( )6 7 89 9 5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7|| ,6 8d d         (R1) 
s15.    ( )6 7 89 9 53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7|| ,6 8d d         (R1) 
s16.   ( )6 7 89 9 534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8|| ,67d d         (R1) 
s17.  ( )6 7 89 9 5341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8|| ,67d d         (R1) 
s18. ( )6 7 89 9 53412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 8|| ,67d d  
上述命题 2ϕ 是可满足的，可满足解是{ } { }123456789 000101000= 或{ } { }123456789 000101001= 。 
(二) 新算法： 
s1.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 4,573∅      (R3) 
s2.                   7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 4,573d      (R3) 
s3.                 7 6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3|| ,5d d      (R3) 
s4.               7 6 4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5 3|| , 7d d d      (R1) 
s5.              7 6 4 8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5 3|| , 7d d d      (R1) 
s6.             7 6 4 89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 7|| ,5 3d d d      (R3) 
s7.           7 6 4 895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d d d d      (R3) 
s8.          7 6 4 895 1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d d d d d      (R1) 
s9.      ( )7 6 4 895 1 2 2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d d d d d      (R1) 
s10. ( ) ( )7 6 4 895 1 2 2 3 3 6, 7,123, 452, 6978,875, 684, 14,573||d d d d d  
所以 2ϕ 是可满足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56789 100011010= 、{ } { }123456789 101011010= 、 

{ } { }123456789 110011010= 或{ } { }123456789 111011010= 。 
新算法详细推导过程如下： 
1 依据子句长度对其进行分组，将 6 和 7分为第一组； 14分为第二组；余下的分为第三组。 
2 计算命题中每个变量的出现次数，得到 ( )7 4n = ， ( )4 3n = ， ( )5 3n = ， ( )6 3n = ， ( )8 3n = ， ( )1 2n = ，

( )2 2n = ， ( )3 2n = ， ( )9 1n = 。 
3 在第一组中对变量 6 和 7进行赋值，这里变量 6 为正出现，赋值为 1；变量 7 为负出现，赋值为 0。 
4 由上一步的赋值结果可知，推导无法进行下去，所以在第二组中选取判定文字，由于 ( ) ( )4 1n n> ，

并依据新算法，将变量 4 选取为判定文字，又因为 ( ) ( )4 4n n> ，所以文字 4赋值为真，但此时变量 1 无

法应用 R1 规则进行繁衍，这就需要继续观察余下的一组来进行下一步推导。 
5 在前两组中已经得到{ } { }674 100= ，应用 DPLL 算法中 R1 规则，依次得到{ } { }89 10= ，此时的赋

值结果无法推出剩余变量的确切赋值，所以重新选取判定文字。因为 ( ) ( ) ( ) ( )5 1 2 3n n n n> = = ，故选取

变量 5 作为判定文字，又因为 ( ) ( )5 5n n> ，那么将文字 5 赋值为真。但现在的赋值结果仍无法进行下一

步的推导，所以仍需选择新的判定文字。因为 ( ) ( ) ( )1 2 3n n n= = ，故可在这三者中任意选取一个变量作

为判定文字，此处选择变量 1，由于 ( ) ( )1 1n n= ，所以将文字 1 赋值为 1。根据 CNF 中子句的特点，只

要每个子句中有一个变量为真，那么该子句就为真，根据上面的描述，CNF 中所有的子句都为真，因此

将变量 2 和 3 赋值为 0 或 1 均可使 CNF 命题 2ϕ 是可满足的。 
6 命题 2ϕ 是可满足的，按照新算法求得的可满足解为{ } { }123456789 100011010= 、 

{ } { }123456789 101011010= 、{ } { }123456789 110011010= 或{ } { }123456789 111011010= 。 

4.2. 实例分析 

对比分析例 2 和例 3 在新算法与 DPLL 算法下的赋值推导过程，可以看到，新算法所用步骤明显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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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DPLL algorithm and the new algorithm  
表 1. DPLL 算法与新算法的结果对比 

实例 
R1 (次) R3 (次) R5 (次) R6 (次) 

DPLL new DPLL new DPLL new DPLL new 

例 2 5 2 2 2 1 0 0 0 

例 3 12 4 3 5 1 0 1 0 

 

于原算法所用步骤。在例 2、例 3 中，DPLL 算法分别使用了 8 步和 17 步，而新算法仅仅用了 4 步和 9
步，所用步数几乎是原算法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改进后的算法在推导时均比原过程少了一次回溯，这就

使得在搜索过程中可以有效地缩减求解步骤，提高求解速度，优化求解效率。通过观察求解结果可知在

例 2 中两次赋值结果一样，而在例 3 中两次赋值结果不一样，这是因为在求解 SAT 问题的可满足解时只

需找到一组使 CNF 命题为真的赋值即可，所以赋值结果可以不相同。 
现将新算法和 DPLL 算法在推导中规则的使用次数进行比较，具体数据见表 1。 
由表 1 分析可知：R3 规则的使用次数基本保持不变，且新算法在极大地保证了判定文字准确性的基

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R5 和 R6 规则的使用，从而减少了 R1 规则的使用，也避免了同样冲突子句

的再次出现，判定文字的准确选取可以有效地减少总的求解步骤，缩短求解时间。因此，变量的决策启

发式算法具有可行性。 

5. 结语 

本文在 DPLL 算法及原有搜索决策策略的基础上，剖析了当前决策层上搜索决策策略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在决策层中动态排序变量的算法。新算法对子句中判定文字的选取顺序进行启发式的改进，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原算法在求解过程中回溯规则和学习规则的使用，降低了规则的使用次数，有效缩

减了推导步骤，提高了求解速度，从而使其在解决 SAT 问题时更加高效。然而，这种方法还没有应用到

SAT 问题的求解器中，并不能大规模使用，下一步的工作是要用计算机去实现智能化求解，从而使得变

量的决策启发策略算法更加高效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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