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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时域和频域两方面研究了机载立体测绘相机三轴稳定平台中旋转行程较小的滚转轴伺服系统的辨识与设计问

题。在时域方面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辨识方法,讨论了遗传算法的原理与设计;在频域方面提出了一种根据闭环

频率特性测量数据求取系统开环频率特性的方法, 解决了滚转轴伺服系统由于旋转行程狭小而引起的开环频率特性难

以直接测量的困难。根据辨识出的传递函数进行校正后, 控制系统满足设计要求。实验结果证明, 与传统方法相比, 本

文使用的方法在测量条件较为苛刻,行程范围较小,噪声较大时,辨识结果仍然可以较好地描述系统特性。校正后控制

系统的闭环带宽可以达到 121 rad/ s,稳定裕度为 60�,满足工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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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ident ificat ion and design of the roll ax is servo system w ith a small journey range in an

airborne three-ax is g yro body- stabilized plat form w ere discussed and researched by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methods. T he ident if icat ion method based on the genet ic algo rithm w as pr esented

by the t ime domain method and the genet ic algo rithm w as also discussed. Mo reover, the opened- loop

frequency character ist ics o f the system w ere obtained acco rding to the closed- lo op frequency character-

ist ic measuring data by the fr equency domain method. T hese methods r esolve the diff iculty o f ro ll ax is

servo sy stems w ith small jour ney range in direct ly measuring opened- loop frequency characterist ics.

On the basis of the t ransfer function identif ied, the contr ol system corrected can meet expected indica-

to rs. Experimental r esults prove that the ident if ication can nicely describ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pro-

posed system even in big noises, shorter journey r anges and poor measuring condit ions. T he closed-



loop bandw idth of cont ro l sy stem is 121 rad/ s and the stability marg in is 60� af ter corr ect ing, w hich

can meet the indicato rs of an eng ineer.

Key words: airbo rne mapping camera; roll ax is serv o sy stem; genet ic algo rithm; co rrelat ion measure-

ment method; system ident if icat ion

1 �引 �言

� �在机载立体测绘相机光电测量系统中,三轴

稳定平台是测绘相机的载体, 用于保证相机工作

时的视轴稳定, 其控制精度直接影响航空相机的

成像质量。三轴稳定平台有 3个稳定轴(航向、俯

仰、滚转) ,相对载体有 3个自由度,可保证平台不

受载体姿态角运动的影响而稳定在惯性空间, 为

平台上装载的仪表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三轴稳

定平台采用 3只单自由度陀螺分别完成航向、俯

仰、滚动 3个轴的角速率测量,可保证陀螺的敏感

轴方向与各自转轴方向平行。

稳定平台结构由下面几部分组成: 框架、平

台台体、陀螺仪、感应同步器和力矩电机。当有外

力矩作用在平台系统上时,框架将带动台体一起

转动,使台体产生一相对于惯性坐标系的角速度,

安装在台体上的陀螺仪敏感到这一角速度,经过

校正放大后加到力矩电机上形成闭环回路。目标

跟踪拍摄时,根据相机成像系统给出的目标脱靶

量,以感应同步器作为位置反馈传感器进行目标

的伺服跟踪控制。其中, 航向轴支撑着俯仰轴,俯

仰轴又支撑着安装光学系统的滚转轴。U 型架

(亦称转塔)的机械设计决定了在运动过程中滚转

轴的旋转行程范围只有 � 15�。由于伺服系统的

开环频率特性中低频段的增益较高, 这样狭小的

行程范围决定了这种伺服系统无法通过直接测量

系统的开环频率特性来得到系统的传递函数。

近年来,国内外提出了很多基于智能控制的

系统辨识算法,如人工神经网络辨识 [ 1]和遗传算

法辨识
[ 2-3]
等。人工神经网络由于具有自组织,自

学习的特点,在系统辨识等智能控制领域得到了

广泛应用,但由于其网络层数和每一层的神经元

数均需设计完成,因此,常常适用于结构和参数未

知的系统辨识中。而本文讨论的机载测绘相机滚

转轴伺服系统结构已知, 只需辨识参数的模型,所

以遗传算法无疑具有更多的优势。由于人工神经

网络只能局部寻优, 因此常常陷入到系统的局部

最优陷阱中去;而遗传算法是在解空间内进行高

效启发式搜索,是一种并行随机搜索最优化方法,

寻到的一定是全局最优解
[ 4-6]
。

滚转轴伺服系统虽然不能直接得到开环频率

特性,但是在闭环校正之后,仍然可以得到系统的

闭环频率特性。因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先测量闭

环频率特性,然后再根据闭环频率特性求取开环

频率特性的方法
[ 7]

,通过分析和检验伺服系统的

辨识和校正结果,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具有较

高的工程实用价值。

2 �基于遗传算法的系统辨识

2. 1�遗传算法基本原理及特点

遗传算法( Genet ic A lgorithms, GA)是 1962

年由美国 M ichig an大学 Holland教授提出的模

拟自然界遗传机制和生物进化论的一种并行随机

搜索最优化方法。遗传算法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

学说中的�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原理引入优化

参数形成的编码串联群体中, 按所选择的适配值

函数并通过遗传中的复制、交叉及变异对个体进

行筛选, 保留适配值高的个体,组成新的群体,新

的群体既继承了上一代的信息,又优于上一代。

遗传算法与传统的寻优算法相比,有着诸多

无可比拟的优势。传统的优化算法往往从解空间

的一个初始点开始最优解的迭代搜索过程,搜索

效率不高,有时甚至局限于局部最优解而停滞不

前。遗传算法是从很多个体组成的一个初始群体

开始最优解的搜索过程,这是遗传算法所特有的

一种隐含并行性,因此搜索效率较高。传统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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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算法不仅需要利用目标函数值, 而且需要目标

函数的导数值等辅助信息才能确定搜索方向; 而

遗传算法对于待寻优的函数基本无限制,它既不

要求函数连续, 也不要求函数可微,既可以是数学

解析式所表达的显函数,也可以是映射矩阵甚至

是神经网络的隐函数, 因而应用范围较广。遗传

算法在解空间进行高效启发式搜索, 而非盲目地

穷举或完全随机搜索。理论已经证明, 遗传算法

在一定条件下以概率 1收敛于问题的最优解。

2. 2�伺服系统的模型参数分析

机载立体测绘相机滚转轴控制系统的速度环

系统设计,通常将控制对象的传递函数定义为一

个二阶系统:

G( s)=
K

(T 1s+ 1) ( T 2s+ 1)
, (1)

在这个传递函数中, T 1 , T 2 , K 是需要辨识的 3个

参数。由式(1)得:

G( s)=
r

s+ 1/ T 1
+

- r
s+ 1/ T 2

, (2)

式中: r=
K T 1 T 2

T 1- T 2
,做 Z 变换离散化得:

G( z )= r
1+ t1 z

- 1+
- r

1+ t2 z
- 1 =

b1z
- 1

1- a1 z
- 1
- a1z

- 2 ,

(3)

式中: t1= eT s
/ T

2 , t2 = eT
s
/ T

2 , b= r ( t2 - t1 ) , a1 = -

( t1+ t2 ) , a2 = - t1 t 2 , T s 为采样时间。

� �由此得到系统的差分方程模型:

y ( k)= b1 x ( k- 1)+ a1y ( k- 1) + a2 y ( k- 2) . (4)

� �由式(4)可见,系统的本次输出完全取决于系

统的上一次输入和上两次输出, 并由此可以得到

遗传算法的待辨识参数 b1 , a1 , a2。

2. 3�遗传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在神经网络等某些寻优算法中,待辨识参数的

初值选取至关重要, 而遗传算法则不需要确定初

值,但对参数范围的选取要求很高。在满足设计要

求的前提下,参数的范围应尽可能小。由于在遗传

算法中每个变量都是由一个二进制编码来表示,一

般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二进制编码的位数越少越

好。当选择 10位编码时,每一个变量就分别对应

于0000000000(0)~ 1111111111(1023)的二进制编

码,分别将这 3个 10位长的二进制编码串连接在

一起,组成一个 30 位长的二进制编码 x , 就构成

了这个函数优化问题的的染色体编码方法。使用

这种方法,解空间和遗传算法的搜索空间就具有

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设 X ( k )为一个标准的阶跃输入, 带入式( 4)

得到模型的阶跃响应 Ym ( k) , 同时可以对机载立

体测绘相机滚转轴伺服系统测试得到一个转台的

阶跃响应 Y( k )作为模型的期望输出, 即需要找到

恰当的参数 a1 , a2 , b1 , 使得模型的输出与转台的

实际输出尽可能的小,由此确定目标函数

J ( x ) = E rms =
1
k �

k

j = 1

( Y( j ) - Ym( j ) )
2
, (5)

确定适应度函数

F( x )=
1

J ( x )
. (6)

然后确定遗传算法的其他参数,群体大小 M

= 80(在规定的范围内取 80个随机的初值) ,中止

进化代数 G= 100,交叉概率 P c= 0. 6, 变异概率

Pm= 0. 1。

遗传算法工作的基本操作为复制( Reproduc-

tion operator) ,交叉( Cr ossover oper ator )和变异

( M utat ion operator)。

复制是从一个旧种群中选择生命力强的个体

编码产生新种群的过程,根据遍码的适应度进行

复制,也就是说具有高适应度的编码更有可能在

下一代中得到遗传。本文根据 80 个编码, 得到

80个模型的阶跃响应,分别与实际转台的阶越响

应求得均方根归一化误差 E rms,即为目标函数,取

其倒数为适应度。然后根据适应度排序,排在前

列,适应度较高的编码会以较高的概率得到复制,

同理适应度较低的编码得到复制的概率也较低,

在一定阈值之后的编码不会得到复制。

复制操作能从旧的种群中选择出优秀者, 但

不能创造新的染色体。而交叉模拟了生物进化过

程中的繁殖现象, 通过两个染色体的交换组合来

产生新的优良品种。本文选定的交叉概率为0. 6,

即每个得到复制的编码都有 0. 6的概率与其相邻

的编码的随机位进行交叉运算。

变异运算用来模拟生物在自然的遗传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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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引起的基因突变, 它以很小的

概率随机的改变基因。本文中的变异概率为0. 1,

即每一个复制, 交叉后的编码中的某一位会以0. 1

的概率变异。变异运算的操作虽然简单,但它在

遗传算法中的意义非常重要。若只有选择和交

叉,没有变异,则无法在初始基因组合以外的空间

进行搜索,使进化过程在早期就陷入局部解而进

入中止过程,从而影响解的质量。

在遗传算法中每一次择优复制,交叉,变异的

过程即为一代, 经历了无数代的生存选择,优胜劣

汰之后,排在适应度前列的最具有生命力的编码

即为所求的最优解。

然而,由于随机噪声和非线性的不均匀摩擦

力矩的扰动,试验中每次的阶跃响应都不尽相同。

为了使算法尽可能地排除掉噪声和摩擦力矩的干

扰,得到系统的本质规律,应该把尽可能多的 n次

阶跃响应作为遗传算法的期望输出。在对机载立

体测绘相机滚转轴伺服系统的实验中发现, 当

n� 3时,就可以得到较为理想的结果。因此,可以

把几次滚转轴伺服系统的阶跃响应拟合在一起

(如图 1所示) , 作为系统的期望输出。

图 1� 阶跃输入与期望输出

F ig . 1 � Step input and expected output

2. 4�实验结果与结论
将设置好的相关参数与实验数据输入遗传算

法程序,即可得到如下的目标函数收敛曲线; 在网

络最终收敛时得到 3个同时收敛的权值。

� �由式( 3)得:

G ( z )=
0. 001 28z - 1

1- 1. 351z - 1+ 0. 354z - 2 , (7)

由于采样周期为 0. 001 25 s ,因此对式( 7)做拉氏

图 2 � 目标函数收敛曲线

Fig . 2 � Converg ence curv e o f object function

变换得:

G( s)=
0. 426 8

(0. 267 9s+ 1) (0. 001 2s+ 1)
, (8)

式(8)即为所辨识出的传递函数。在 matlab 下做

式(8)的仿真阶跃响应,并与机载立体测绘相机滚

转轴伺服系统的阶跃响应相比较(如图 3 所示) ,

得到的辨识结果与平台的实际输出基本吻合。

图 3� 辨识结果的阶跃响应与被辨识系统的阶跃响应的

比较

Fig . 3 � Compar ison o f step r esponse data betw een plat-

fo rm and simulation r esults

3 �伺服系统校正与频域特性分析

3. 1�滚转轴伺服系统的校正

根据遗传算法辨识出的系统的传递函数, 结

合立体测绘相机对三轴稳定平台滚转轴控制系统

的要求,做二阶超前滞后校正:

G1( s)=
308 5(0. 027s+ 1) (0. 001 2s+ 1)

(1. 6s+ 1) ( 0. 004 6s+ 1)
. (9)

一个控制系统做出校正设计后能否满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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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只能在实验中分析和验证,尤其应该在频域

中分析和设计。立体测绘相机由于机械结构上的

局限,不能直接测量系统的开环频率特性,但是可

以在校正之后测得系统的闭环频域特性,然后再

根据适当的方法变换得到系统的开环频域特性。

3. 2�系统闭环频率特性的测量
测试机载稳定平台系统的闭环频率特性时,

由于信号中含有各种噪声, 往往难以直接测量。

尤其是在高频部分, 系统输出的频率特性周期很

短,一个完整周期可能只有十几个采样点甚至几

个采样点组成。相位差读取的很小误差就可能导

致测得的相频特性失真较大。因此, 介绍一种能

够有效抑制噪声的相关测量法
[ 8-10]
。

设系统的正弦输入信号为 sin ( w t) , 则系统

的频率特性输出为 H sin( w t+ �)。

A = �
T

0
H sin( w t + �) sin( wt )dt =

�
T

0
(H [ cos �- cos( 2wt + �) ] / 2) dt . (10)

� �由于在一个周期内谐波相的周期为零,输出

只留下常数项, 取适当比例后可以认为 A 就是系

统的实频特性A ,

A = H cos � . (11)

� �同理,系统输出 H sin( w t+ �)与 co s( w t)相

乘后取积分,得到的是系统的虚频特性 B,

B= H sin � , (12)

� �在以 DSP 处理器为核心的离散伺服控制系

统中,测得的频率特性为离散值: H sin( w nTs+

�)。因此,由离散化后的相关测试法得到系统的

频率特性:

A = ( �
T

n= 1
H sin( wnT s + �) sin( wnT s ) ) / ( T / 2) ,

(13)

B = ( �
T

n= 1

H sin ( wnT s + �) cos( wnT s ) ) / ( T / 2) ,

(14)

式中: sin( w nT s )和 co s( w nT s )为标准三角函数,

由 DSP 程序产生; T s 为系统采样周期, T 一定要

是系统正弦输入的周期的整数倍, 在测试中改变

T 的值,能更有效的抑制谐波。

对立体测绘相机三轴稳定平台滚转轴伺服系

统校正后,测得转台的闭环频率特性曲线如图 4

所示。

3. 3�基于闭环频率特性的开环频率特性分析

系统的闭环频率特性: Gc ( j w )=
G( j w )

1+ G( j w )
.

由此得到系统开环频率特性:

G( j w )=
Gc( j w )

1- Gc( j w )
, (15)

设系统闭环频率特性

Gc( j w )= H cos �+ j H sin �= A c+ j B c, 由式( 15)

得:

G( j w ) =
A c- ( A

2
c+ B

2
c )+ B cj

1- 2A c+ A
2
c+ B

2
c

, (16)

由式(16)得到开环频率特性的实频特性 A 和虚

频特性B :

A=
A c- ( A

2
c+ B

2
c )

1- 2A c+ A
2
c+ B

2
c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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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c

1- 2A c+ A
2
c+ B

2
c
. (18)

于是得到系统的开环幅频特性 H 和相频特性�:

H = A
2+ B

2
, (19)

�= tan
- 1

( B/ A ) . (20)

因此,根据对滚转轴控制系统校正后测得的

闭环特性曲线, 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开环特性频率

曲线,如图 5所示:

� �根据 2. 4节中利用遗传算法辨识出的传递函

数和 3. 1节设计的校正环节式( 9)分析, 系统在

1~ 1000 rad/ s频率处应存在 4 个转折频: w 1 =

0. 625 r ad/ s, w 2 = 3. 73 rad/ s, w 3 = 37 r ad/ s, w 4

= 217 rad/ s。在图 5中可以看到在上述4个频率

点处频率特性曲线的转折变换, 与辨识结果和校

正设计基本吻合。由此可知,频域法可以验证时

域法应用遗传算法得到的系统模型参数辨识结

果。用闭环频率特性求取开环频率特性曲线的一

个重要意义在于可以通过曲线来检验系统校正情

况。

4 �结论

� �本文根据机载测绘相机三轴稳定平台中的滚

转轴伺服系统所特有的不能直接获得开环频率特

性的困难与设计要求, 提出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

的时域系统辨识法。详细介绍了遗传算法的设

计,然后给出了实验结果。整个遗传算法设计、工

作的过程表明这种基于遗传算法的时域辨识方法

可以不依赖于系统的噪声模型, 有效地进行辨识

工作。并且以滚转轴陀螺稳定速度环的二阶系统

为例,对该算进行了验证。实际上,由于遗传算法

可以有任意多的参数参与编码, 因此只要提前确

定系统模型的阶数, 同样可以对高阶系统进行辨

识。同时在对控制系统做出校正之后, 本文针对

滚转轴伺服系统不能直接获得开环频率特性的困

难,提出了一种基于相关测试法的测量系统的闭

环频率特性再转为开环频率特性的方法,作为滚

转轴控制系统在频域内的分析与设计重要依据。

实验结果证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噪声较大,干扰

严重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有效辨识出系统的模型,

据此做出的校正设计可以使机载立体测绘相机的

三轴稳定平台滚转轴控制系统的闭环带宽达到

121 rad/ s,系统的稳定裕度达到 60�左右, 满足滚

转轴伺服系统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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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机器人柔性电子检具测量系统

邾继贵,郭 �磊,刘常杰,林嘉睿,叶声华

(天津大学 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072)

针对工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专用实物检具成本高、柔性差、自动化程度低的缺点, 提出一种工业机

器人柔性电子检具测量系统。以工业机器人为柔性自动化平台,将视觉传感器固定于机器人末端工具,

利用机器人示教功能规划测量路径,通过全局标定技术将局部测量结果统一到全局坐标系中。针对测

量过程中影响系统整体精度的机器人重复定位误差,采用光学精密测量方法,将另一相机作为控制相

机,利用摄影测量技术结合固定于支撑部件上的全局控制点来测量机器人重复定位误差,实时补偿整体

测量结果。将测量数据与 CAD数模比对,构造虚拟柔性电子检具功能。实验表明:系统测量14个空间

点的三维总体均方根误差为 0. 101 mm。实验结果说明提出的方法原理正确,能够克服实物检具费用

高、人为因素影响检测精度的局限,实现高精度、高柔性、高自动化的检具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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