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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机器人运动学建模与运动收敛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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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建立了月面坐标系中月球机器人的直角坐标运动学方程, 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运动学方

程的极坐标表达形式。然后,针对月球机器人的运动控制问题,推导了为保证月球机器人的运动全局渐

近收敛其线速度和角速度所应满足的充分条件, 并进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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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kinematic modeling of a lunar r obot lo comot ion sy st em in polar coo rdinates is pr oposed

based on t he ones in Car tesian coordinat es. Then t he conditions w hich t he linea r velocity and angular

v elo city of the lunar r obot should meet are discussed r espectiv ely so as to guar antee t he g lobally

asympt otica l converg ence o f the lunar robo t locomo tion as for a specified site , and t he pr oo f is given.

Key words: lunar r obot ; kinematic modeling ; g lobally asympt otica l converg ence

　收稿日期: 2001-09-30; 修回日期: 2002-01-07

　基金项目: 国家 863 计划航天领域项目( 863-2-4-2-8)

　作者简介: 王巍( 1974—) ,男,辽宁兴城人,博士生, 从事机器人学、自适应控制的研究; 强文义( 1937—) ,男, 黑龙江哈尔滨

人,教授, 博士生导师,从事导弹自动控制、导航稳定平台的研究。

1　引　　言

　　与传统的移动机器人不同, 月球机器人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主要是由月球机器人的工

作环境决定的 [ 1]。月面是一个极其复杂、不确知的

(或部分确知的)非结构化环境, 难以精确地建模,正

是月面的这种复杂特性决定了月球机器人对月面环

境必须具有足够强的鲁棒性,也就是说,实现月球机

器人的高精度运动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 2, 3]。与月球机

器人的运动直接相关的是机器人自身的运动速度,

即线速度和角速度,月球机器人的运动可看作是线

速度与角速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 4]
。

　　本文首先建立了月面坐标系中月球机器人的运

动学方程, 然后推导出为保证机器人运动全局渐近

收敛其线速度和角速度应满足的条件, 并进行了证

明。

2　月球机器人运动学建模

　　考虑一个底盘为6轮摇臂悬吊式结构的月球



图 1　月球机器人位置和方位示意图

机器人[ 5] ,并假定该机器人运动区域可用平面 R
2来

描述,建立如图 1所示的月面坐标系。

　　其中, OXY 为月面坐标系,〈g〉为目标坐标系,

( x c, y c) 为月球机器人在月面坐标系中的当前位置,

u为线速度矢量,其幅值为u, e为机器人当前位置相

对于目标位置的位置误差向量, 其幅值为 e, 为机

器人线速度方向(纵轴方向)与目标坐标系x 轴方向

的夹角。

　　相对于目标坐标系,可建立运动学方程[ 6]

x = uco s

y = usin

=

( 1)

其中, ( x , y ) 为机器人当前位置在目标坐标系中的

位置坐标。考虑位置误差向量 e 与目标坐标系 x 轴

方向夹角为  ,定义
!=  - ( 2)

　　对式( 2) 两边求导,并顾及式( 1) ,有

!=  - = - +  
于是,式( 1) 可写为极坐标形式

e = - ucos !
!= - + u( sin !/ e)
 = u( sin !/ e )

( 3)

3　月球机器人运动收敛性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下面讨论月球机器人点到点的

位置控制问题。假定目标位置为月球机器人期望运

动轨迹上的一点, 我们的任务是控制机器人由当前

位置运动到目标位置。为此,假设在包围机器人当前

位置和目标位置足够大的月面区域内, 机器人的运

动是安全的。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假设条件

都成立。

　　根据对方位角  的控制, 月球机器人点到点的

位置控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  不加控制;二是

对 施加控制,以保证当机器人运动到目标位置时  
= 0。

3. 1　对方位角  不加控制时的点 -点位置控制

　　设机器人的初始位置不在目标点, 并设系统的

状态变量为 e和 !, 且对于任何 e > 0, e和 !均可测。
考虑 Lyapunov 函数

V ( e, !) = V 1 + V 2 =

1
2
∀e 2 +

1
2
!2 ,　∀> 0 ( 4)

对式( 4) 两边求导,并考虑式( 3) ,得

　V = V 1 + V 2 =

　[∀e ( - ucos !) ] + [!( - + u( sin !/ e ) ) ] ( 5)

令

u = #tanh e cos !,　#> 0 ( 6)

显然, #= umax 为最大线速度。

　　根据式( 5) , 有结论

V 1 = - ∀# e tanh e cos 2!< 0

V 2 = !( - + #( tanh e/ e ) sin ! cos !)
( 7)

再令

= k!+ #( tanh e/ e) sin !cos !,　k > 0 ( 8)

将式( 8) 代入式( 7) ,得

V 2 = - k!2 < 0 ( 9)

于是有

V < 0 [ e( t ) !( t) ] → 0, 　t→∞ ( 10)

　　 由式( 10) 可得, 采用上述 u 和 , 可保证变量

e ( t) 和 !( t ) 全局渐近收敛于 0。

　　考虑式( 3)的!和 ,式( 8) 以及式( 6) ,并注意0

< tanh e / e≤1, 可得出下面的结论:  ( t ) 有界,并且

当 t→∞时,  ( t ) 趋于一常数。另外, 由于!=  - ,

而且 !和 均有界,因此 也有界。也就是说, 当机器

人运动到目标点时, 它的纵轴方向与目标坐标系 x

轴的夹角为常值,即它不会绕自身不停地旋转。

3. 2　对方位角  加以控制时的点 -点位置控制

　　分析方法同前。设机器人的初始位置不在目标

点,并设系统的状态变量为 e,  和!,且对于任何 e >

0, e,  和 !均可直接测量。
　　考虑 Lyapunov 函数

V ( e ,  , !) = V 1 + V 2 =

1
2
∀e 2

+
1
2
!2 + 1

2
∃ 2 ( 11)

其中, ∀, ∃> 0。对式( 11) 两端求导,并考虑式( 3) 得

V = V 1 + V 2

这里 V 1 = ∀e ( - uc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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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 = !( - + u( sin !/ e ) + ∃ ( usin !/ e ) )
令

u = #tanh e cos !, 　#> 0 ( 12)

将式( 12) 代入,有

V 1 = - ∀# e tanh e cos 2!< 0

V 2 = !( - + #( tanh e/ e ) sin !cos !) +

　∃# ( tanh e/ e ) sin !cos !
( 13)

再令

= k( !+ r ( 2/!) ) +

　　∃#( tanh e/ e)  ( ( sin !) /!) cos !+

　　#( tanh e / e) sin !co s ! ( 14)

其中, k, r > 0。将式( 14) 代入式( 13) , 即得

V 2 = - k( !2 + r 2) < 0

于是可得

V < 0 [ e( t) !( t )  ( t ) ] → 0,　t →∞

　　由此可知,采用上述u和 ,可保证当t→∞时,

e( t ) ,  ( t) 和 !( t ) 全局渐近收敛于 0。

　　值得注意的是,当 != 0时,式( 14) 无法实现,

因为有一项分母为 0,使得 = ∞。为避免这种情况

出现,采用下面的方法加以改进。

　　对式( 14) 的等号右边进行如下处理

= k(!+ r( 2 /!) ) +

∃#( tanh e/ e ) ( sin !/!) cos !+

#( tanh e/ e) sin !cos !+

kr(  2 /!0) - kr ( 2/!0 )
整理得

= ( k(!+ r(  2 /!0) ) +

∃#( tanh e/ e ) ( sin !/!) cos !+

#( tanh e/ e) sin !cos !) +

( kr ( 2 /!) - kr ( 2 /!0) ) ( 15)

令

0 = k (!+ r ( 2/ !0 ) ) +

∃#( tanh e/ e)  ( sin !/!) co s !+
#( tanh e / e) sin !co s ! ( 16)

则式( 15) 可写为

= 0 + kr 2 (
!0 - !
!!0 ) ( 17)

其中, !0定义如下

!0 =
!,　 ! ≥ %
%sign(!) ,　 ! < %

( 18)

这里, %为一小的正数。基于式( 17) 和式( 18) ,定义

=
0 + kr 2[

!0 - !
!0! ] ,　 ! ≥ %

0 ,　 ! < %
( 19)

显然,由式( 19) ,可得出下面的结论:

　　当 ! ≥ %时, !0 = !, 并且(
!0 - !
!!0 ) = 0,由式

( 19) 可知, 与式( 12) 相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状态

变量 e ( t) ,  ( t ) 和 !( t) 的收敛性与前面得出的结论
是一致的。

　　下面讨论 ! < %时, 状态变量为 e,  和!的收
敛性问题。

　　情况 1: ! < %,且 !≠ 0时,将式( 18) = 0

代入式( 13) ,可得

V 2 = !( - 0 + #( tanh e/ e) sin !cos !) +

∃# ( tanh e / e) sin !cos !
考虑式( 16) ,整理得

V 2 = - k(!2 + r 2 (!/!0) ) ( 20)

依据式( 18) ,可知 0 < !/!0 < 1,所以

V 2 = - k (!2 + r 2( !/ !0 ) ) < 0

即

V = V 1 + V 2 =

- ∀#etanh e cos 2!- k(!2 + r 2 (!/!0) ) < 0

[ e( t) !( t )  ( t) ] → 0,　t →∞ ( 21)

也就是说, 选择合适的u和 仍然可以保证状态变

量 e( t) ,  ( t) 和 !( t) 全局渐近收敛于 0。

　　情况 2:　!= 0, != 0时,有

kr 2 (!/!0) = 0

　　 此时不能保证  ( t) 收敛。但是, 整个系统满足

La Salle 不变集定理的条件:

　　1) 所研究的系统为一自治系统;

　　2) 存在集合 S( e , !,  ) 使得 V = 0。在本文研究

的系统中,当 e = 0, != 0及 为任意值时, 均满足V

= 0的条件。

　　考虑式( 3) 和式( 12) ,可得

 ≤ #co s !sin ! ( 22)

当 != 0时,可得到  ( t) = 0, 此时  ( t) 为一常数。
　　继续考察式( 3) , 当 !( t) = 0时, 有

!= - k (!+ r
 2

!0 ) - ∃#tanh e
e

 sin !
! cos != 0

即 kr
 2

!0 + ∃# = 0

　　显然,  = 0(或 = -
∃#!0
kr ) ∈S。合理地选择∃,

#, !0 (即%) 及 k 和 r ,可使得-
∃#!0
kr
不在  的取值范

围内。在这种情况下, 根据 La Salle不变集定理, 可

得出如下结论:当 t→∞时,采用上述u和 , 可以保

证变量 e ( t) ,  ( t) 和 !( t) 均全局渐近收敛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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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本文讨论了月球机器人的运动控制问题,在其

运动学方程直角坐标形式的基础上推导了运动学方

程的极坐标表达形式。同时,对月球机器人的线速度

和角速度进行了分析, 推导为保证运动全局渐近收

敛线速度和角速度所应满足的充分条件, 并给出证

明,这一结论为月球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的设计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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