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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翼的分布式协同控制方案

吴 俊 陆宇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１６）

摘要：搭建了一个基于相互作用的智能体阵列的变形翼模型。针对该模型，提出了一种分布式协同控制方案，以

驱动翼面准确平滑地变形至期望翼型。分析变形翼系统在采样通信约束下的稳定性，给出了基于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稳定性理论的稳定性判据。利用锥补线性化方法，提出了控制器设计的算法。最后使用Ｍａｔｌａｂ进行变

形翼的仿真，结果证明了提出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变形翼；多智能体系统；分布式控制；协同控制；系统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ＴＰ２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２６１５（２０１１）０４０５１５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２７；修订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５

通讯作者：陆宇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ｙｐｌａｃ＠ｎｕａａ．ｅｄｕ．ｃｎ。

﹥┈┉┇┊┉﹤┄┄┇┃┉﹤┄┃┉┇┄━│┄┄┇┅┃〇┃┈

爾牣爥牣牕，爧牣牁牣牘牏牕牋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Ｉｔ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ｍｏｒｐｈｉｎｇｗｉｎｇ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ｍｏｒｐｈｉｎｇｗ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ｔａｒｒａｙｓｉｓｍｏｄｅｌ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ｉｓｍｏｄｅ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ｈｅｍｅ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ｍａｋ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ｉｒｆｏｉｌｄｅｆｏｒｍｓｓｍｏｏｔｈｌｙｕｎｔｉｌｅｉ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ｏｒｐｈｉｎｇｗ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ｓａｍｐｌｅ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ｙ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ｅｍ．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ｉｎｇ

ｗ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ｅ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ｂｙｕｓｉｎｇＭａｔｌａｂ．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ｗ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变体飞行器能够增加续航时间、提高隐身性

能、扩大飞行包线和执行不同的任务，因而受到了

各国高度的重视。国外已经开展的变体飞行器项目

有：任 务 自 适 应 机 翼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ｗｉｎｇ，

ＭＡＷ）研究计划
［１］
、主动柔性机翼（Ａｃｔｉｖｅ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ｗｉｎｇ，ＡＦＷ）计划
［２］
、主动气动弹性翼（Ａｃｔｉｖｅ

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ｉｎｇ，ＡＡＷ）计划
［３］
、变体飞行器结构

（Ｍｏｒｐｈｉｎｇａｉｒｃｒａｆ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ＭＡＳ）计划
［４］和主

动气动弹性飞行器结构（Ａｃｔｉｖｅａｅ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３ＡＳ）
［５］等。这些变体飞行器通常使用

大量体积小、专用性低、分布式的驱动器和传感器

阵列，来代替传统的集中驱动方式，从而提高飞行

器的气动效率、加快响应速度、增大冗余度和扩展

性。但这种结构也带来了许多控制方面的问题。

首先，变形翼的控制关键要考虑作动器间的协

作问题，即要使翼面平滑地变形。变形机动中翼面

若不保持平滑地运动，不仅使气动性能变差，还可

能出现单个作动器运动过快而导致蒙皮破损的严

重后果。其次，实现协同控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作

动器装置之间能够通过通信网络交换信息。这样，

变形翼系统就同时表现出连续和离散两种动态特

性：作动器装置是连续的，而控制器决定何时发送

什么信息是离散的。再次，变形翼系统的行为不仅

取决于单个作动器的动力学特性，还取决于它们之



间的互连结构。除此以外，有限的信道数据率必然

会导致不可忽略的通信时延。

关于分布式协同控制技术，国内外学者已经开

展了大量的工作。Ｆａｘ
［６］和Ｍｕｒｒａｙ

［７］等人将图论和

Ｎｙｑｕｉｓｔ稳定性判据用于协同控制之中。基于他们

的研究，Ｋｉｍ等人
［８］提出了一种基于采样通信的分

布式编队控制方案。该方案局限于单输入单输出系

统。Ｍａｓｓｉｏｎｉ等人
［９］为互连的同构子系统设计了分

布式控制器。其只适合无时滞系统。Ｍｕｎｚ等人
［１０］

研究了互连的二阶时滞系统的稳定性。但其中采用

的是时间连续的通信网络，而不是采样通信网络。

本文研究了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分布式协同控

制方案来控制变形翼系统。给出了系统渐近稳定的

充分条件以及设计控制器的方法。

概念：┙爫表示爫×爫单位阵。┝
Ｔ和Ｔｒ（┝）表

示矩阵┝的转置和迹。对一个Ｈｅｒｍｉｔｅ矩阵，爩＞

０，爩≥０和爩＜０表示┝正定、正半定和负定。表

示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积。

 变形翼模型及控制方案

参 考 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ｒ）飞

机［１１］
，本文采用电机致动，搭建了一个基于舵机阵

列的变形翼模型，如图１所示。这是个多智能体系

统，每个电动舵机连同传感器和局部控制器构成一

个智能体。它们固定在一块位于机翼中间的轻质薄

板上，通过Ｃ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总线相

互发送局部信息。电动舵机上覆有蒙皮，智能体的

运动带动蒙皮产生翼型变化。

图１ 变形翼结构图

假设有牔×牕的智能体阵列分布在轻质薄板的

上表面，如图２所示，记为爮１，爮２，…，爮牔牕。第牏个智

能体的连续动态方程为

╂牏（牠）＝ ┑╂牏（牠）＋ ┒牣牏（牠） （１）

式中：┑＝

０ １

０ －
１

爴

熿

燀

燄

燅牔

；┒＝

０

爦ＰＷＭ爦牔

牏牔爴

熿

燀

燄

燅牔

，爴牔为舵机

的时间常数，爦牔为舵机的传递系数，爦ＰＷＭ为ＰＷＭ

驱动器的拟放大线性系数，牏牔 为减速比；╂牏＝

牜牏 牤［ ］牏
Ｔ 为爮牏的状态，牜牏＝牜牏－牜

ｄ
牏；牜牏，牜

ｄ
牏，牤牏和牣牏均

图２ 智能体相邻关系图

为实数，分别表示位移、目标位移、速度和控制

输入。

针对所搭建的变形翼模型，考虑控制方案如下：

智能体的输出每隔爴ｓ被采样一次，采样数据经过

通信延时犳ｓ后传送到相邻的智能体。局部控制器根

据收到的采样数据，结合控制律，产生一个控制力信

号。零阶保持器将此离散的控制力信号转化成连续

的控制输入，来驱动智能体运动。这样，全局系统便

形成了闭环结构。其中，局部控制器的控制律为

牣牏（牠）＝ ┛１╂牏（牑爴）＋

┛２∑
牐∈牏

１

爟（牏）
［╂牏（牑爴）－ ╂牐（牑爴）］

牠∈ ［牑爴＋ 犳， （牑＋ １）爴＋ 犳） （２）

式中：┛１∈
２
，┛２∈

２
；牏［１，牔牕］燋｛牏｝表示与第牏

个智能体相邻的智能体的集合；爟（牏）表示集合牏
的势。式（２）中的第一项用来驱动智能体至目标位

置；第二项用于协调相邻智能体的位移与速度

变化。

 系统稳定性分析

令 ┨＝［╂
Ｔ
１，╂

Ｔ
２，…，╂

Ｔ
牔牕］

Ｔ
，┥＝［牣１，牣２，…，牣牔牕］

Ｔ

分别表示变形翼系统的全局状态和输入，由式（１，

２）得到变形翼系统的状态方程

┨

（牠）＝ （┙牔牕 ┑）┨（牠）＋ （┙牔牕 ┒）┥（牠）

┥（牠）＝ （┙牔牕 ┛１）┨（牑爴）＋ （├ ┛２）┨（牑爴）

牠∈ ［牑爴＋ 犳， （牑＋ １）爴＋ 犳） （３）

其中Ｌａｐｌａｃｉａｎ矩阵
［６］
├∈

牔牕×牔牕定义为

├（牏，牐）＝

１ 牏＝ 牐

－
１

爟（牏）
牐∈牏

０

烅

烄

烆 其他

文献［６］中的定理３表明，系统（３）稳定当且仅

当牔牕个子系统

╂牏（牠）＝ ┑╂牏（牠）＋ ┒牣牏（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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牣牏（牠）＝ （┛１＋ 犧牏┛２）╂牏（牑爴）

牠∈ ［牑爴＋ 犳，（牑＋ １）爴＋ 犳） （４）

同时稳定，其中犧牏为├的特征值。

假设犳＝牆爴，牆＝１，２，…。闭环系统（４）加入零

阶保持器后表示为

牨牏（牑＋ １）＝ ┗╂牏（牑）＋ ┘（┛１＋ 犧牏爦２）╂牏（牑－ 牆）

（５）

其中：

┗＝ｅ
┑爴

┘＝∫
爴

０
ｅ
爛牠槏 槕

烅

烄

烆 ｄ牠┒

稳定性定理描述如下。

定理 若存在正定矩阵┠，┪，┡１，┡２，以及２×

２矩阵┧１，┧２，┢１，┢２使

犼１┧
Ｔ
１－ ┢１ 牆┢１ 牆（┗－ ┙２）

Ｔ
┪ ┗

Ｔ
┠

 犼２ 牆┧１ 牆┛
Ｔ
┘
Ｔ
┪ ┛

Ｔ
┘
Ｔ
┠

  － 牆┪ ０ ０

   － 牆┪ ０

熿

燀

燄

燅    － ┠

＜ ０

（６）

犼３┧
Ｔ
２－ ┢２ 牆┢２ 牆（┗－ ┙２）

Ｔ
┪ ┗

Ｔ
┠

 犼４ 牆┧２ 牆┛
Ｔ
１┘

Ｔ
┪ ┛

Ｔ
１┘

Ｔ
┠

  － 牆┪ ０ ０

   － 牆┪ ０

熿

燀

燄

燅    － ┠

＜ ０

（７）

则变形翼系统（３）渐近稳定，其中

犼１＝ ┡１－ ┠＋ ┢１＋ ┢
Ｔ
１

犼２＝－ ┡１－ ┧１－ ┧
Ｔ
１

犼３＝ ┡２－ ┠＋ ┢２＋ ┢
Ｔ
２

犼４＝－ ┡２－ ┧２－ ┧
Ｔ
２

┛＝ ┛１＋ ２┛２

证 明：选 择 一 个 关 于 系 统 （５）的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泛函

┦（牑）＝ ┦１（牑）＋ ┦２（牑）＋ ┦３（牑） （８）

其中

┦１（牑）＝ ╂
Ｔ
牏（牑）┠╂牏（牑）

┦２（牑）＝ ∑
牑－１

牐＝牑－牆

╂
Ｔ
牏（牐）┡╂牏（牐）

┦３（牑）＝ ∑
－１

牓＝－牆
∑
牑－１

牐＝牑＋牓

犠╂
Ｔ
牏（牐）┪犠╂牏（牐）

犠╂牏（牐）＝ ╂牏（牐＋ １）－ ╂牏（牐）

┠＞ ０，┡＞ ０，┪＞ ０

定义前向差分 Δ┦（牑）＝┦（牑＋１）－┦（牑）。令

┘牏＝┘（┛１＋犧牏┛２），沿着式（５）的解有

Δ┦１（牑）＝ ╂
Ｔ
牏（牑－ 牆）┘

Ｔ
牏┠┗╂牏（牑）＋ ╂

Ｔ
牏（牑）燈

┗
Ｔ
┠┘牏╂┳（牑－ 牆）＋ ╂

Ｔ
牏（牑）（┗

Ｔ
┠┗－ ┠）╂牏（牑）＋

╂
Ｔ
牏（牑－ 牆）┘

Ｔ
牏┠┘牏╂牏（牑－ 牆） （９）

Δ┦２（牑）＝
１

牆∑
牑－１

牐＝牑－牆

［╂
Ｔ
牏（牑）┡╂牏（牑）－ ╂

Ｔ
牏（牑－ 牆）燈

┡╂牏（牑－ 牆）］ （１０）

Δ┦３（牑）＝
１

牆∑
牑－１

牐＝牑－牆

［牆╂
Ｔ
牏（牑）（┗－ ┙２）

Ｔ
┪（┗－ ┙２）燈

╂牏（牑）＋ 牆╂
Ｔ
牏（牑）（┗－ ┙２）

Ｔ
┪┘牏╂牏（牑－ 牆）＋

牆╂
Ｔ
牏（牑－ 牆）┘

Ｔ
牏┪（┗－ ┙２）╂牏（牑）＋ 牆╂

Ｔ
牏（牑－ 牆）燈

┘
Ｔ
牏┪┘牏╂牏（牑－ 牆）－ 牆犠╂

Ｔ
牏（牐）┪犠╂牏（牐）］ （１１）

对于２×２矩阵┢，┧，式（１２）成立

╂
Ｔ
牏（牑）（┧

Ｔ
－ ┢）牨牏（牑－ 牆）＋ ╂

Ｔ
牏（牑－ 牆）燈

（┧－ ┢
Ｔ
）╂牏（牑）＋ ╂

Ｔ
牏（牑）（┢＋ ┢

Ｔ
）╂牏（牑）－

╂
Ｔ
牏（牑－ 牆）（┧＋ ┧

Ｔ
）╂牏（牑－ 牆）＝

∑
牑－１

牐＝牑－牆

［犠╂
Ｔ
牏（牐）┧

Ｔ
╂牏（牑－ 牆）＋ ╂

Ｔ
牏（牑－ 牆）燈

┧犠╂牏（牐）＋ ╂
Ｔ
牏（牑）┢犠╂牏（牐）＋ 犠╂

Ｔ
牏（牐）┢

Ｔ
╂牏（牑）］

（１２）

将式（１２）代入式（９），结合Δ┦２（牑）和Δ┦３（牑）可

得

Δ┦（牑）＝
１

牆∑
牑－１

牐＝牑－牆

犻
Ｔ
牏犎（犧牏）犻牏

其中

犎（犧牏）＝

犼５┧
Ｔ
－ ┢ 牆┢ 牆（┗－ ┙２）

Ｔ
┪┗

Ｔ
┠

 犼６ 牆┧ 牆┘
Ｔ
牏┪ ┘

Ｔ
牏┠

  － 牆┪ ０ ０

   － 牆┪ ０

熿

燀

燄

燅    － ┠

（１３）

犻牏＝［╂
Ｔ
牏（牑），╂

Ｔ
牏（牑－牆），－犠╂

Ｔ
牏（牐），犝

Ｔ
牏，犞

Ｔ
牏］
Ｔ

犝牏＝（┗－┙２）╂牏（牑）＋┘牏╂牏（牑－牆）

犼６＝－┡－┧－┧
Ｔ

犞牏＝┗╂牏（牑）＋┘牏╂牏（牑－牆）

犼５＝┡－┠＋┢＋┢
Ｔ

根据Ｌｙａｐｕｎｏｖ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稳定性理论
［１２］
，若

犎（犧牏）＜０，则系统（５）渐近稳定。

从文献［６］中发现，├的特征值均为实数，且最

大值为２，最小值为０。任取犧牏，有犧牏＝犜×２，犜∈［０，

１］。若存在正定矩阵┠，┡１，┪和２×２矩阵┧１，┢１使

熑（０）＜ ０ （１４）

正定矩阵┠，┡２，┪和２×２矩阵┧２，┢２使

熑（２）＜ 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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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得如下ＬＭＩ（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 犜）犎（０）＋ 犜犎（２）＝

犼７ ┧
Ｔ
３－ ┢３ 牆┢３ 牆（┗－ ┙２）

Ｔ
┪ ┗

Ｔ
┠

 犼８ 牆┧３ 牆┘
Ｔ
牏┪ ┘

Ｔ
牏┠

  － 牆┪ ０ ０

   － 牆┪ ０

熿

燀

燄

燅    － ┠

＜ ０

（１６）

其中

犼７＝ ┡３－ ┠＋ ┢３＋ ┢
Ｔ
３，犼８＝－ ┡３－ ┧３－ ┧

Ｔ
３，

┡３＝（１－犜）┡１＋犜┡２＞０，┢３＝（１－犜）┢１＋犜┢２，

┧３＝ （１－ 犜）┧１＋ 犜┧２。

式（１６）表明犎（犧牏）＜ ０，即爫个子系统（５）同时

渐近稳定。证毕。

 控制器设计

定理１尽管给出了系统稳定的充分条件，却不

能直接用于局部控制器的设计。受文献［１３］启发，

可用锥补线性化方法［１４］来解决该问题。

定理  若存在正定矩阵 ┠

，┡

，┣

，┪

，┠，┣，┪，

２×２矩阵┢

，┧
和１×２矩阵├构成如下受ＬＭＩｓ约

束的最优问题

ｍｉｎＴｒ（┠┠

＋ ┪┪

＋ ┣┣

）满足

┣ ┠

［ ］┠ ┪
≥ ０

┣ ┙２

┙２［ ］┣ ≥ ０
┠ ┙２

┙２［ ］┠ ≥ ０
┪ ┙２

┙２［ ］┪ ≥ ０ （１７）

犣１ ┧
Ｔ
－ ┢


牆┢


牆┠

（┗－ ┙２）

Ｔ
┠

┗
Ｔ

 犣２ 牆┧


牆├
Ｔ
┘
Ｔ

├
Ｔ
┘
Ｔ

  － 牆┣


０ ０

   － 牆┪


０

    － ┠

熿

燀

燄

燅

＜ ０

（１８）

则局部控制器（２）能使闭环系统（５）渐近稳定。

其中犣１＝┡

－┠

＋┢

＋┢
Ｔ
，犣２＝－┡


－┧

－┧
Ｔ
。局部控

制器有┛１＋犧牏┛２＝├┠
－１
。

证明：对式（１３），令 └＝ｄｉａｇ［┠
－１
，┠

－１
，┠

－１
，

┪
－１
，┠

－１
］，则犎（犧牏）＜０等价于└犎（犧牏）└＜０，其中

└犎（犧牏）└为

犣１ ┧
Ｔ
－ ┢


牆┢


牆┠

（┗－ ┙２）

Ｔ
┠

┗
Ｔ

 犣２ 牆┧


牆├
Ｔ
┘
Ｔ

├
Ｔ
┘
Ｔ

  － 牆┠

┪
－１
┠


０ ０

   － 牆┪


０

    － ┠

熿

燀

燄

燅

（１９）

┠

＝┠

－１
＞０，┡


＝┠

－１
┡┠

－１
＞０，┪


＝┪

－１
＞０，┢


＝

┠
－１
┢┠

－１
，┧

＝┠

－１
┧┠

－１
。

注意到下述条件是等价的：

（１）┠

┪
－１
┠

≥ ┣

，┣

＞ ０

（２）
┣
－１

┠
－１

┠
－１

┪
［ ］－１

≥ ０ （２０）

因此，若┣
＞０，且式（１８，２０）成立，则

└犎（犧牏）└＜０。从而有犎（犧牏）＜０。

使用锥补线性化方法［１４］
，式（１８，２０）可转化为

受ＬＭＩｓ约束的最小值问题

ｍｉｎＴｒ（┠┠

＋ ┪┪

＋ ┣┣

）满足式（１７，１８）。

证毕。

基于定理１和定理２，本文提出如下算法来设

计局部控制器。

Ｓｔｅｐ１：令牓＝０，将犧牏＝０代入式（１８），选择任

意满足式（１７，１８）的解集，记为（┠

，┡

，┣
，┪

，┠，┣，┪，

┢

，┧

，├）０。若无可行解，转至Ｓｔｅｐ６。

Ｓｔｅｐ２：若牓＞牔，则转至Ｓｔｅｐ６，其中牔表示最

大迭代次数。否则，解ＬＭＩ问题

ｍｉｎＴｒ（┠牓┠

＋ ┠┠


牓＋ ┪牓┪


＋ ┪┪

牓＋ ┣牓┣


＋ ┣┣

牓）

满足式（１７，１８），将解集记为（┠

，┡

，┣

，┪

，┠，┣，┪，┢


，

┧

，├）牓＋１。若无可行解，转至Ｓｔｅｐ６。

Ｓｔｅｐ３：若

Ｔｒ（┠┶┠

牓＋１＋ ┠牓＋１┠


牓＋ ┪牓┪


牓＋１＋ ┪牓＋１┪


牓＋

┣牓┣

牓＋１＋ ┣牓＋１┣


牓）－ １２ ＜ 犡

转至Ｓｔｅｐ４，其中犡是一个充分小的正数，表示收敛

精度。否则，令牓＝牓＋１，转至Ｓｔｅｐ２。

Ｓｔｅｐ４：得到┛１＝├牓＋１┠
－１
牓＋１。

Ｓｔｅｐ５：将┛１，犧牏＝２，┠＝┠
－１
牓＋１，┪＝┪

－１
牓＋１代入式

（６），解式（６），若无可行解，转至Ｓｔｅｐ２。否则，记解

集为（┡１，┧１，┢１，┛２），结束。

Ｓｔｅｐ６：该算法无法得到可行解，结束。

 ┉━仿真

通常，低空跨声速攻击的需求会降低飞行器远

程亚声速巡航的性能。但变形飞行器却能够通过机

翼的变化，来适应飞行中不同任务的性能要求。本

文用 Ｍａｔｌａｂ来仿真：飞行器从采用翼型 ＮＡＣＡ

００１２进行巡航任务变形到采用ＲＡＥ２８２２进行攻

击任务的情况。考虑到两种翼型下表面的差别更

大，因此这里只进行变形翼下表面的仿真。变形翼

上表面可用相同的方式处理。

固定在轻质薄板下表面的３×６阵列的智能体

通过波特率为１Ｍｂ燉ｓ的ＣＡＮ总线相连。智能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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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位移为

┼０＝

５０９３ ６０ ５３２０４４８０３３２１８６７

４９９１５８８５２１４４３９３２５４１８３

熿

燀

燄

燅４８３８ ５７ ５０５４４２５６３１５４１７７４

智能体的目标位移为

┼
ｄ
＝

５１６９５９２４３８０４２４５１０２４０６

５０６６５８０５３７２８２４０１１００４０５９

熿

燀

燄

燅４９１１５６２７３６１４２３２７９７３０５７

给定 牏ｍ＝２１５ｒａｄ燉ｍ，爦牔＝２５ｒａｄ·ｓ燉Ｖ，

爦ＰＷＭ＝５７６，爴ｍ＝７５ｍｓ，爴＝００１ｓ，犳＝００２ｓ。则

式（１）可表示为

╂牏＝
０ １

［ ］０ － １３３３
╂牏＋

０

［ ］８９３３３
牣牏

利用本文算法，可求出控制器的┛１＝１０
－３
×

［－２３ ４］，┛２＝１０
－４
×［－６３９９ －７０４４］。

将┛１和┛２代入犎（０）和犎（２）。利用Ｍａｔｌａｂ可

以验证，存在正定矩阵┠，┪，┡１，┡２，以及２×２矩阵

┧１，┧２，┢１，┢２使犎（０）＜０且犎（２）＜０。由定理１可

知，变形翼系统渐近稳定。１８个智能体的运动轨迹

也表明系统稳定，如图３所示。图４显示了变形翼系

统在０，５以及２５ｓ时的翼型。

图３ 智能体的运动轨迹

图４ 翼型变化效果图

令爠＝∑
１８

牏＝１
∑
牐∈牏

［牜牏（牠）－牜牐（牠）］
２
，表示翼面在变

形机动中的平滑性。显然，变形得越平滑，爠越小。

图５对比了有无协调项时，变形翼的平滑变形性

能。实线表示采用控制律（２）时的性能，虚线采用的

控制律为牣牏（牠）＝┛１╂牏（牠），即控制律中无协调项。可

见，本文提出的控制律确实具有使智能体协作的

效果。

图５ 变形翼的平滑变形性能

图６为笔者开发的变形翼实验装置。

图６ 变形翼实验装置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变形翼的分布式协同控制方

案。分析了当存在采样和时延等约束时，变形翼系

统的稳定性。只要满足２个ＬＭＩ，就可以保证整个

系统的稳定性。更进一步，将ＬＭＩ转化成受ＬＭＩｓ

约束的最小值问题，以便于直接计算出控制律的参

数，并给出了具体算法。通过Ｍａｔｌａｂ的仿真和实验

装置的测试，证明了分布式协同控制方案能驱动翼

面达到期望翼型，并且在变形机动中保持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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