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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多刚体分布式姿态协调控制问题．基于图论和滑模控制理论，针对修正罗德里格参数描
述的姿态跟踪控制系统，设计了滑模姿态协调控制律．首先引入图拉普拉斯矩阵，采用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分析
方法设计了滑模面．然后在干扰存在时设计了滑模姿态控制算法，并在转动惯量不确定存在时研究了控制算
法的鲁棒性．最后对给出的算法进行了数值仿真，其结果验证了所提出的多刚体滑模姿态协调控制算法的可
行的、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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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刚体分布式姿态协调控制问题是当前的一
个研究热点，已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典型的姿
态协调控制目标是实现姿态同步和跟踪，保证闭

环系统的全局渐近稳定性．与传统的集中式控制
相比，分布式控制具有规模灵活、鲁棒性强和便于

维护等优点．
常用来研究一阶或二阶积分器系统的图论方

法最近已被用来分析多刚体的姿态协调控制问

题．图论中的拉普拉斯矩阵以及它的谱特征在一
致性收敛分析中有重要的作用．与一阶和二阶积

分器系统相比，非线性的多刚体姿态协调控制有

着更实际的应用价值，同时也存在新的技术难题．
文献［１］在拓扑结构为无向图时，进行了没有绝
对角速度和相对角速度反馈的姿态同步和跟踪控

制算法研究．文献［２］考虑三种不同情况，在无向
图和有向图情形进行了分布式姿态同步问题研

究．文献［３］考虑编队航天器的相对轨道和姿态
控制问题，设计了分布式姿态控制律．文献［１－
３］均使用四元数对姿态进行描述．文献［４－６］采
用修正罗德里格参数（ＭＲＰ）进行姿态描述，进行
了姿态协调控制问题的研究．文献［４］分别考虑
输入受限、无角速度反馈及时变参考信号，给出了

多刚体分布式姿态控制律，实现了姿态同步．文献
［５］研究了多刚体分布式姿态同步和跟踪问题．



文献［６］在控制律中引入图拉普拉斯矩阵，给出
了主从式的多刚体姿态协调控制算法．除了研究
全状态反馈和输出反馈姿态协调控制问题，

文献［７－１０］给出了存在干扰和转动惯量不确定
时的分布式姿态控制算法．文献［７］给出了鲁棒
分布式姿态调节协调控制算法．文献［８］针对网
络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系统，给出了分布式自适应一致
性算法．文献［９］考虑了干扰抑制、转动惯量不确
定问题，针对主从式航天器编队，进行了姿态控制

的研究．文献［１０］给出了鲁棒姿态协调控制律，
在干扰和转动惯量不确定存在时保证了闭环系统

的全局渐近稳定性．
本文首先给出刚体动力学方程以及由修正罗

德里格参数描述的运动学方程，以及误差方程和

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形式的等价方程．然后介绍了图论
的相关知识．之后针对多刚体的姿态协调控制问
题，考虑网络拓扑是无向的情况，在干扰和转动惯

量不确定存在时，采用滑模控制方法，设计了滑模

面和分布式滑模姿态协调控制律．本文滑模面的
选取没有采用一般形式，在设计时考虑了相对姿

态．通过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分析，证明闭环系统是
全局渐近稳定的．最后对提出的算法进行了数学
仿真验证，结果表明了所设计的控制算法是行之

有效的．

１　数学模型
１１　刚体姿态运动方程

考虑第ｉ个刚体姿态运动的动力学方程为
Ｊｉωｉ＋ω

×
ｉＪｉωｉ＝ｕｉ＋ｄｉ． （１）

式中：ωｉ＝［ωｉ１　ωｉ２　ωｉ３］
Ｔ∈Ｒ３为星体相对于

惯性空间角速度矢量在本体坐标系中的分量；

Ｊｉ∈Ｒ
３×３为刚体的正定对称的转动惯量矩阵；

ｕｉ＝［ｕｉ１　ｕｉ２　ｕｉ３］
Ｔ∈Ｒ３是三轴控制力矩；ｄｉ＝

［ｄｉ１　ｄｉ２　ｄｉ３］
Ｔ∈Ｒ３为刚体所受的干扰力矩；对

于ζ＝［ζ１ζ２ζ３］
Ｔ∈Ｒ３，符号ζ×表示如下的斜

对称矩阵，ζ×＝
０ －ζ３ ζ２
ζ３ ０ －ζ１
－ζ２ ζ１









０

．

由ＭＲＰ描述的刚体非线性运动学方程为
σｉ＝Ｇ（σｉ）ωｉ． （２）

式中：σｉ＝［σｉ１σｉ２σｉ３］
Ｔ∈ Ｒ３．矩阵 Ｇ（σｉ）∈

Ｒ３×３定义为Ｇ（σｉ）＝
１
２
１－σＴｉσｉ
２ Ｉ３＋σ

×
ｉ ＋σｉσ

Ｔ( )ｉ ，
这里Ｉ３表示３×３维单位矩阵，并且对于任意的ζ∈
Ｒ３，定义ζ２＝ζＴζ．

１２　误差系统
定义误差姿态δσｉ，即编队中的每个刚体的当

前姿态σｉ与期望姿态 σｄｉ间的偏差，和误差姿态
角速度δωｉ为

δωｉ＝ωｉ－Ｒ（δσｉ）ωｄｉ． （３）
　　 这里 ωｄｉ为期望姿态角速度，Ｒ（δσｉ） ＝
Ｒ（σｉ）Ｒ（σｄｉ）

Ｔ为期望坐标系到本体坐标系的转

换矩阵．这里有
δσｉ＝Ｇ（δσｉ）δωｉ， （４）

Ｇ（δσｉ）＝
１
４［（１－δσ

２
ｉ）Ｉ３－２δσ

×
ｉ ＋２δσｉδσ

Ｔ
ｉ］．

（５）
　　由式（１）、（２）和（４）得到刚体误差动力学方
程为

Ｊｉδωｉ ＝－（δωｉ ＋Ｒｉ（δσｉ）ωｄ）
× Ｊｉ（δωｉ ＋

Ｒｉ（δσｉ）ωｄｉ）＋Ｊｉ（δω
×
ｉＲｉ（δσｉ）ωｄｉ－

Ｒｉ（δσｉ）ωｄｉ）＋ｕｉ＋ｄｉ． （６）
定义Ｆｉ＝Ｆｉ（δσｉ）＝Ｇ

－１
ｉ（δσｉ），将（４）代入

（６）整理得到如下方程：
Ｍｉ δ̈σｉ＋Ｃｉ δσｉ＋Ｎｉ ＝ｕｉ ＋ｄｉ． （７）

式中：

　　ｕｉ ＝Ｆ
Ｔ
ｉｕｉ，ｄｉ ＝Ｆ

Ｔ
ｉｄｉ，Ｍｉ ＝Ｆ

Ｔ
ｉＪｉＦｉ，

Ｎｉ ＝Ｆ
Ｔ
ｉ（（Ｒｉωｄｉ）

×ＪｉＲｉωｄｉ＋ＪｉＲｉωｄｉ），
Ｃｉ ＝－Ｆ

Ｔ
ｉ（ＪｉＦｉＧｉ（δσｉ）＋（ＪｉＦｉδσｉ）

×）Ｆｉ＋
　　　　　ＦＴｉ（Ｊｉ（Ｒｉωｄｉ）

×＋（Ｒｉωｄｉ）
×Ｊｉ－

　　　　　（ＪｉＲｉωｄｉ）
×）Ｆｉ．

方程（７）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的性质：
性质１　矩阵Ｍｉ 是正定对称矩阵．
性质２　矩阵 Ｍｉ －２Ｃｉ 为斜对称矩阵，即

满足ξＴｉ（Ｍｉ －２Ｃｉ）ξｉ＝０，ξ∈Ｒ
３．

２　图论基础
图Ｇｎ是由非空的节点集Ｎ＝｛１，２，…，ｎ｝与

边集Ｅ∈Ｎ×Ｎ组成，可记为Ｇｎ ＝（Ｎ，Ｅ）．
有向图，边是有向的，边（ｉ，ｊ）∈Ｅ表示第ｊ个

节点能够得到第ｉ个节点的信息，反之不必成立．
无向图，边（ｉ，ｊ）表示第ｉ个节点和第个ｊ节点

能够互相得到对方的信息，无向图是有向图的一

个特例．
图Ｇｎ的邻接矩阵Ａ＝［ａｉｊ］∈Ｒ

ｎ×ｎ定义为

ａｉｊ＝
１（ｊ，ｉ）∈Ｅ，
０（ｊ，ｉ）０{ ．

（８）

　　对于带权的邻接矩阵Ａ中的元素ａｉｊ定义为：
当（ｊ，ｉ）∈Ｅ时，ａｉｊ＞０，否则ａｉｊ＝０．图Ｇｎ的拉
普拉斯矩阵Ｌ＝［ｌｉｊ］∈Ｒ

ｎ×ｎ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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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ｉ＝∑
ｎ

ｊ＝１，ｊ≠ｉ
ａｉｊ，ｌｉｊ＝－ａｉｊ，ｉ≠ ｊ． （９）

　　当图为无向图时，拉普拉斯矩阵 Ｌ为对称半
正定的．

如果无向图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有一条边

将其连通，则称该图是连通的．

３　姿态协调控制律设计
下面基于图论和滑模控制方法研究多刚体姿

态协调控制．首先采用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分析方法
设计了滑模面．然后在干扰存在时设计了滑模姿
态控制算法，并在转动惯量不确定存在时研究了

控制算法的鲁棒性．刚体间的通信拓扑用图Ｇｎ来
表示，这里考虑网络拓扑是无向的情况．为了说明
下面的结果，令Ｎｉ｛１，…，ｎ｝＼｛ｉ｝表示与刚体ｉ
通信的所有刚体的集合．
３１　滑模面的设计

定理１　选择滑模面ｓｉ为

ｓｉ＝δσｉ＋ｋｉδ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１０）

　　 当 ｓｉ→ ０，无向图被连通时有 σｉ→ σｄｉ，
σｉ（ｔ）－σｊ（ｔ）→σｄｉｊ，ωｉ→ωｄｉ，ωｉ（ｔ）－ωｊ（ｔ）→ωｄｉｊ，
ｔ→∞．这里ｋｉ为大于０的标量，ａｉｊ是图Ｇｎ的邻接
矩阵Ａ的元素，σｄｉｊ和ωｄｉｊ分别为期望的相对姿态
和相对姿态角速度．

证明　选取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Ｖ＝∑
ｎ

ｉ＝１

１
２δσ

Ｔ
ｉδσ( )ｉ ． （１１）

　　计算Ｖ对时间ｔ的导数，得到

　Ｖ＝∑
ｎ

ｉ＝１
（δσＴｉδσｉ）＝

　　　∑
ｎ

ｉ＝１
δσＴ(ｉ －ｋｉδ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 )） ＝

　　　 －∑
ｎ

ｉ＝１
ｋｉδσ

Ｔ
ｉδσｉ－δσ

Ｔ（ＬＩ３）δσ． （１２）

式中：δσ＝［δσＴ１，δσ
Ｔ
２，…δσ

Ｔ
ｎ］
Ｔ．

所以有０≤Ｖ（ｔ）≤Ｖ（０）＜∞，由 Ｖ≤０以
及 Ｖ是一致连续的，根据Ｂａｒｂａｌａｔ引理［１１］可以得

出δσｉ→０和δσ
Ｔ（ＬＩ３）δσ→０，当ｔ→∞．

因为（ＬＩ３）是半正定的，当（ＬＩ３）δσ→
０，有 Ｌδσ１→ Ｌδσ２→ Ｌδσ３，这里 δσ１，δσ２，δσ３∈
Ｒｎ．当无向图连通，有 δσｉ→ δσｊ．因此可以得到
δσｉ（ｔ）→ δσｊ（ｔ）→ ０，ｔ→ ∞ 时，即 σｉ→ σｄｉ，
σｉ（ｔ）－σｊ（ｔ）→σｄｉｊ，进一步有ωｉ→ωｄｉ，ωｉ（ｔ）－
ωｊ（ｔ）→ωｄｉｊ．

采用滑模控制研究干扰和转动惯量不确定存

在的姿态协调控制的文献，在设计滑模面时一般

没有考虑多刚体间的相对姿态，本文在设计滑模

面时引入了∑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在实现σｉ→σｄｉ时，

有σｉ（ｔ）－σｊ（ｔ）→σｄｉｊ．
３２　滑模控制律设计

假设１　干扰是有界的‖ｄｉ‖≤ｄｍａｘ．
定理２　考虑由式（４）、（６）描述的系统，在

干扰存在下，设计滑模控制律ｕｉ为
　ｕｉ＝－ｋｉＧ

Ｔ
ｉＣｉ δσｉ－ｋｉＧ

Ｔ
ｉＭｉ δσｉ－

ＧＴｉ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ＧＴｉ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ｋｓｉＧ
Ｔ
ｉｓｇｎ（ｓｉ）＋（Ｒ（δσｉ）ωｄｉ）

×ＪｉＲ（δσｉ）ωｄｉ＋
ＪｉＲ（δσｉ）ωｄｉ． （１３）

其中ｋｓｉｊ为三维对角正定阵Ｋｓｉ对角线上的元
素，满足Ｋｓｉｌ＞２ｄｍａｘ，ｌ＝１，２，３．如果无向图被连
通，则有σｉ→σｄｉ，σｉ（ｔ）－σｊ（ｔ）→σｄｉｊ，ωｉ→ωｄｉ，
ωｉ（ｔ）－ωｊ（ｔ）→ ωｄｉｊ，当 ｔ→ ∞．ｓｇｎ（ｓ） ＝
［ｓｇｎ（ｓ１）ｓｇｎ（ｓ２）ｓｇｎ（ｓ３）］

Ｔ，ｓｇｎ（ｓｌ）为符号函
数，ａｉｊ是邻接矩阵Ａ的元素．

证明　对第ｉ个刚体，选取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Ｖｉ＝
１
２ｓ

Ｔ
ｉＭｉ ｓｉ． （１４）

由于

Ｍｉ ｓｉ＝Ｍｉ δ̈σ＋ｋｉＭｉ δσｉ＋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

　　δσｊ）＝－Ｃｉ δσｉ＋ｋｉＭｉ δσｉ＋ｕｉ ＋ｄｉ －

　　Ｎｉ ＋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Ｃｉ ｓｉ＋

　　ｋｉＣｉ δσｉ＋ｕｉ ＋ｄｉ －Ｎｉ ＋ｋｉＭｉ δσｉ＋

　　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１５）
计算Ｖｉ对时间ｔ的导数，得到

Ｖｉ＝
１
２ｓ

Ｔ
ｉ
Ｍｉ ｓｉ＋ｓ

Ｔ
ｉＭｉ ｓｉ＝

　　　 １２ｓ
Ｔ
ｉ（Ｍｉ －２Ｃｉ）ｓｉ＋ｋｉｓ

Ｔ
ｉＣｉ δσｉ＋

　　　ｋｉｓ
Ｔ
ｉＭｉ δσｉ＋ｓ

Ｔ
ｉｕｉ ＋ｓ

Ｔ
ｉｄｉ －ｓ

Ｔ
ｉＮｉ ＋

　　　ｓＴｉ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ｓＴｉ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１６）

考虑性质２，并将控制律代入（１６），得
Ｖｉ＝－ｓ

Ｔ
ｉｋｓｉｓｇｎ（ｓｉ）＋ｓ

Ｔ
ｉｄｉ． （１７）

　　当ｋｓｉｌ＞２ｄｍａｘ｜时，有 Ｖｉ＜０．
所以有０≤Ｖ（ｔ）≤Ｖ（０）＜∞，由 Ｖ≤０以

及 Ｖ是一致连续的，根据 Ｂａｒｂａｌａｔ引理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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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０．根据定理１，可以得到 σｉ→ σｄｉ，σｉ（ｔ）－
σｊ（ｔ）→ σｄｉｊ．进一步，有 ωｉ→ ωｄｉ，ωｉ（ｔ）－
ωｊ（ｔ）→ωｄｉｊ．

在实际中，由于惯性的存在、控制受限及各种

非理想因素，滑模运动存在抖振，这里用饱和函数

代替符号函数来减小抖振，饱和函数定义如下

ｓａｔ（ｓｉ）＝
ｓｇｎ（ｓｉ）

ｓｉ
δ
≥１；

ｓｉ
δ
ｓｉ
δ
≤１{ ．

（１８）

　　这里δ＞０．
３３　鲁棒性研究

由于刚体有效负荷变化等因素将引起惯量的

变化，标准的综合模型除了包含名义对象外，还应

包括摄动项．将模型中名义部分和不确定性部分
分开表示，即 Ｊｉ ＝Ｊｏｉ＋ΔＪｉ，Ｊｉ ＝Ｊｏｉ ＋ΔＪｉ，
Ｍｉ ＝Ｍｏｉ＋ΔＭｉ，Ｃｉ ＝Ｃｏｉ ＋ΔＣｉ，这里 ΔＪｉ，
ΔＪｉ，ΔＭｉ 和ΔＣｉ 都假定是有界的．当转动惯量
存在参数不确定性时，需要对定理２的条件进行
修正，如下所示．

设计滑模控制器ｕｉ为
　ｕｉ＝－ｋｉＧ

Ｔ
ｉＣｏｉδσｉ－ｋｉＧ

Ｔ
ｉＭｏｉδσｉ－

　　　ＧＴｉＣｏ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ＧＴｉＭｏ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

　　　ｋｓｉＧ
Ｔ
ｉｓｇｎ（ｓｉ）＋（Ｒ（δσｉ）ωｄｉ）

×ＪｏｉＲ（δσｉ）ωｄｉ＋
　　　ＪｏｉＲ（δσｉ）ωｄｉ． （１９）

ｋｓｉｌ＞｜Δｇ｜ｉｌ，如果无向图是连通的，对于式（４）、
（６）描述的系统，有σｉ→σｄｉ，σｉ（ｔ）－σｊ（ｔ）→σｄｉｊ，ωｉ→
ωｄｉ，ωｉ（ｔ）－ωｊ（ｔ）→ωｄｉｊ，当ｔ→∞．
　　这里

Δｇｉ＝－ｋｉΔＣｉ δσｉ－ｋｉΔＭｉ δσｉ－

　　　　　ａｉｊΔＣｉ∑
ｊ∈Ｎｉ

（δσｉ－δσｊ）－

　　　　　ａｉｊΔＭｉ∑
ｊ∈Ｎｉ

（δσｉ－δσｊ）＋

　　　　　ΔＪｉＲ（δσｉ）ωｄｉ＋ｄｉ ＋
　　　　　（Ｒ（δσｉ）ωｄｉ）

×ΔＪｉＲ（δσｉ）ωｄｉ．
证明　对第ｉ个刚体，选取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

Ｖｉ＝
１
２ｓ

Ｔ
ｉＭｉ ｓｉ． （２０）

　　计算Ｖｉ对时间ｔ的导数，得到

Ｖｉ＝
１
２ｓ

Ｔ
ｉ
Ｍｉ ｓｉ＋ｓ

Ｔ
ｉＭｉ ｓｉ＝

　　　 １２ｓ
Ｔ
ｉ（Ｍｉ －２Ｃｉ）ｓｉ＋ｋｉｓ

Ｔ
ｉＣｉ δσｉ＋

　　　ｋｉｓ
Ｔ
ｉＭｉ δσｉ＋ｓ

Ｔ
ｉｕｉ ＋ｓ

Ｔ
ｉｄｉ －ｓ

Ｔ
ｉＮｉ ＝

　　　ｓＴｉ（－ｋｉΔＣｉ δσｉ－ｋｉΔＭｉ δσｉ－

　　　ΔＣ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δσｊ）－ΔＭｉ∑
ｊ∈Ｎｉ

ａｉｊ（δσｉ－

　　　δσｊ）＋ｄｉ －ｋｓｉｓｇｎ（ｓｉ））． （２１）
　　当条件 ｋｓｉｌ＞｜Δｇｉｌ｜满足时，可以看出，当有
Ｖｉ＜０成立．类似的，可以得到σｉ→σｄｉ，σｉ（ｔ）－
σｊ（ｔ）→ σｄｉｊ，ωｉ→ωｄｉ，ωｉ（ｔ）－ωｊ（ｔ）→ ωｄｉｊ，
当ｔ→∞．

４　数学仿真
为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控制算法的可行性和有

效性，考虑６个刚体组成的系统进行数学仿真验
证，通信拓扑如图１所示．

!

"

#

$

%

&

图１　６个刚体间的拓扑关系

　　简单起见，选取仿真参数如下所示．刚体的转
动惯量为

Ｊｏｉ＝
４２ １８ －１５
１８ ２５ －１２
－１５ －







１２ ６１８
（ｋｇ·ｍ２）．

　　初始姿态和姿态角速度为
σ１（０）＝［００４６－０１　００１８］

Ｔ，

σ２（０）＝［０　０２　０］
Ｔ，

σ３（０）＝［０　０－０１］
Ｔ，

σ４（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
Ｔ，

σ５（０）＝［０－０１　０１］
Ｔ，

σ６（０）＝［０　０　０］
Ｔ，

ω１（０）＝［００２ ０ ０］Ｔ（ｒａｄ／ｓ），
ω２（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Ｔ（ｒａｄ／ｓ），

ω３（０）＝［０ ０ ０］Ｔ（ｒａｄ／ｓ），
ω４（０）＝［０ ００１ ０］Ｔ（ｒａｄ／ｓ），
ω５（０）＝［０ ０ ００１］Ｔ（ｒａｄ／ｓ），
ω６（０）＝［０ ０ －００１］Ｔ（ｒａｄ／ｓ）．

　　期望的角速度为

ωｄｉ＝
ｓｉｎ（πｔ／７５）
２ｓｉｎ（πｔ／７５）
－ｓｉｎ（πｔ／７５







）

×１０－３（ｒａｄ／ｓ）．

和σｄｉ＝［０　０　０］
Ｔ．

三轴干扰力矩为

　ｄｉ＝［１０＋４ｓｉｎ（πｔ／２５０）１０＋４ｓｉｎ（πｔ／２５０）１０＋
４ｃｏｓ（πｔ／２５０）］×１０－５（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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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模控制器参数选取为
ｋｓｉ＝ｄｉａｇ｛０３０３０３｝，
ｋｉ＝００１，ａｉｊ＝００１．

数学仿真结果如图所示．第１，３，５个刚体的
姿态σｉ、姿态角速度ωｉ和控制输出力矩ｕｉ变化曲
线分别如图２～４所示．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干
扰存在时，控制方案能很好地完成多刚体的姿态

控制任务，实现了控制目标，保证了闭环系统的全

局渐近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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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ＭＲＰ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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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姿态角速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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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控制力矩变化曲线

　　当转动惯量增大１５％时，第１，３，５个刚体的

姿态、姿态角速度曲线分别如图５、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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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姿态角速度变化曲线

　　由图可以看出，所设计的滑模控制方案在干
扰存在时能够较好地完成多刚体的姿态控制任

务，对转动惯量参数变化具有鲁棒性．

５　结　论
本文研究了多刚体的分布式姿态协调控制问

题．针对ＭＲＰ描述的姿态跟踪控制系统，给出了
多刚体的滑模姿态协调控制算法．通过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
分析证明了多刚体的全局渐近稳定性．仿真结果
表明所设计的控制方案很好地实现了多刚体的姿

态同步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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