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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多智能体编队控制中的无碰撞、稳定队形保持和智能调整等问题，提出一种将人工势场和虚拟领航者相结

合的多智能体编队控制方法．首先，利用人工势场定义智能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和期望距离；其次，由虚拟领航者固定智

能体之间的方位角，并通过增加虚拟领航者的数量和分布位置在人工势场中控制群组的队形和指挥群组的运动；最后，
利用系统的动能和人工势能构造的李亚普诺夫函数证明了多智能体编队系统的稳定性．仿真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

算法的有效性，可实现无碰撞、稳定地保持和调整智能体系统的编队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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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智能体系统的研究是分布式智能控制研究

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目标是将大的复杂的系统

（软硬件系统）分解成小的、彼此相互通讯及协

调、易于管理的系统（即智能体），从而实现复杂

系统的有机集成［１］ ．多智能体的编队控制是指智

能体之间形成或达到期望的距离和方位角．在陆

地智能机器人编队、水下自主航行器编队、舰队的

编队、无人机群编队、导弹集群编队控制，卫星星

座的调度等方面，智能体之间的协同控制是一个

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２－６］ ．
多智能体系统的编队控制形式主要包括队形

形成、朝向目标、队形保持、队形变换和障碍规避

等．目前主要的队形控制方法有：１）人工势场法，
即通过定义人工势场得到相应的队形，但存在着

队形单一，不同的队形需要定义不同的人工势场，
势函数过于复杂等缺点［７－１１］；２）虚拟结构法，其
缺点是应用范围很大程度上受到虚拟结构法形成

的队形的限制［１２］；３）领航者－跟随者法，对领航者



的依赖程度大，一旦领航者失效会导致整个队伍

失效［１３］；４）基于行为的领航者－跟随者方法，该方

法虽然通过增加候补领航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对领航者的依赖程度，但也可能存在候补领航者

在领航者之前失效的可能，此时，候补领航者就没

有意义了［１４］ ．
本文将人工势场法和虚拟领航者法相结合，

得到一种新颖的多智能体队形控制方法，不仅解

决了对领航者的依赖问题，还能通过增加和布置

虚拟体灵活地得到更多不同的队形．在编队控制

过程中，智能体的运动规则是通过人工势场来确

定的，智能体被完全驱动时，每个智能体的控制力

可以看作是智能体所受合力减去智能体势能总和

的梯度，这样的控制力使得智能体的总势能达到

最小，利用局部势能可以使智能体群体形成一些

规定间距的几何形状．此外，在控制过程中引入了

虚拟领航者（不是指真实存在的），智能体和这些

虚拟领航者之间的作用和真实智能体之间的作用

是一样的，虚拟领航者的目的是指导群组或操纵

这些群组的运动．

１　 人工势函数

如图 １ 所示，假设一群由 ｎ 个智能体（黑色表

示，图中为 ８ 个） 和 ｍ 个虚拟体（灰色表示，图中

为 ３ 个） 组成的多智能体系统．智能体的受力情况

如图中箭头所示，这些力包含了智能体与任何一

个相邻智能体的相互作用力．这个相互作用力是

由人工势场产生的，其大小为 ｆＩ，相应的势场函数

为 Ｖ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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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队形控制示意

　 　 智能体的势场函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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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体的势场函数定义为

Ｖｈ ＝
αｈ（ｌｎ（ｈｉ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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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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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ｉｊ、ｈｉｋ 分别表示第 ｉ个智能体与第 ｊ个智能体

和第 ｉ 个智能体与第 ｋ 个虚拟体之间的距离；αＩ、
αｈ 分别表示控制增益的标量；ｄ１、ｈ１ 分别表示智

能体和虚拟体的势场影响范围；ｄ０、ｈ０ 分别表示智

能体和虚拟体的最小势能点半径，当智能体与智

能体之间的距离大于 ｄ０ 时，智能体之间表现为引

力场，小于 ｄ０ 时，智能体之间表现斥力场，同理对

于 ｈ０ 亦同，从而得到光滑的人工势函数．
对 ＶＩ 和 Ｖｈ 求偏导数可以表示智能体在相邻

智能体和相邻虚拟体的人工势场中受到的势场

力，它们的大小分别表示为

ｆＩ ＝
∂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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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ｆｈ ＝
∂Ｖ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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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势函数定义及假设，可知势场力函

数为连续函数．
除了上述两个力外，智能体还受到一个可控

的耗散力 ｆｖ，当智能体达到期望的速度时（也只有

在智能体达到期望值时）， ｆｖ 为零．后文将用李亚

普诺夫函数来证明其稳定性．

２　 智能体的运动方程

在多智能体集群运动的队形控制中，考虑将

参考点设在第 ０ 个虚拟体上，由于所有的智能体

都跟随参考点运动，所以该虚拟体就相当于队伍

的“虚拟领航者”．只要事先设定虚拟领航者的航

向和速度，根据各智能体与其相对位置和相对速

度就可以得到各智能体的位置和速度，进而得到

整个智能体系统的航行状态，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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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智能体在惯性坐标系中的表示

　 　 假设 ｐｉ 为第 ｉ 个智能体在惯性坐标系的位

置，其中 ｐｉ ∈ Ｒ３，ｉ ＝ １，２，…，ｎ；第 ｉ个智能体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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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定义为 ｖｉ ＝ ｐ̇ｉ；假设智能体在完全驱动的情况

下，得到智能体系统的运动方程为

ｐ̇ｉ ＝ ｖｉ，

ｖ̇ｉ ＝ ｕ．{
　 　 假设第 ｉ个智能体的控制力为 ｕｉ，其中 ｉ ＝ １，
２，…，ｎ；这群智能体在虚拟领航者的引导下以

ｖ０（ ｔ） 速度运动．以一个虚拟领航者为原点（如图

中 ０ 号虚拟领航者表示） 建立一个无旋转的惯性

坐标系，第 ｉ个智能体相对原点的位置矢量用 ｒｉ 表

示；相对地，其速度为 ｒ̇ｉ ＝ ｖｉ － ｖ０ ．
智能体在运动坐标系中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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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矢量 ｒｉｊ ＝ ｒｉ － ｒｊ，控制力 ｕｉ 可以表示为

　 　 ｕｉ ＝ － ∑
ｎ

ｊ≠ｉ

∂ＶＩ（ ｒｉｊ）
∂ｒｉ

－ ∑
ｍ－１

ｋ ＝ ０

∂Ｖｈ（ｈｉｋ）
∂ｒｉ

＋ ｆｖｉ ＝

　 　 　 － ∑
ｎ

ｊ≠ｉ

ｆＩ（ ｒｉｊ）
ｒｉｊ

ｒｉｊ － ∑
ｍ－１

ｋ ＝ ０

ｆｈ（ｈｉｋ）
ｈｉｋ

ｈｉｋ ＋ ｆｖｉ ． （１）

其中 ｈｉ０ ≡ ｒｉ，该控制律可以根据需要通过不同虚

拟领航者的人工势场加以修改．

３　 系统稳定性分析

如果没有能量耗损，根据李雅普诺夫稳定性

判据，多智能体系统是局部渐近稳定的，当存在不

确定性时，相应的稳定平衡也存在对称性．在一般

情况下，考虑定义在状态空间的李雅普诺夫函数

一般形式为

Φ ＝ １
２ ∑

ｎ

ｉ ＝ １
ｒ̇ｉ·ｒ̇ｉ ＋ ２∑

ｎ

ｊ≠ｉ
ＶＩ（ ｒｉｊ） ＋ ２∑

ｍ－１

ｋ ＝ ０
Ｖｈ（ｈｉｋ）( ) ．

（２）
上式对时间求导得

Φ̇ ＝ ∑
ｎ

ｉ ＝ １
ｒ̇ｉ · ｕｉ ＋ ∑

ｎ

ｊ≠ｉ

ＶＩ（ ｒｉｊ）
ｒｉ

＋ ∑
ｍ－１

ｋ ＝ ０

Ｖｈ（ｈｉｋ）
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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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

ø
÷ ＝

∑
ｎ

ｉ ＝ １
ｒ̇ｉ·ｆｖｉ ．

求导过程中使用了式（１） 中控制律 ｕｉ，因此，如果

选择 ｆｖｉ ＝ － ａｉ ｒ̇，ａｉ ＞ ０，（ ｉ ＝ １，２，…，ｎ），则 Φ̇是负

定的，而有且只有当对所有的 ｉ都有 ｒ̇ｉ ＝ ０的时候，

Φ̇ 等于 ０．
系统期望达到的运动状态是各智能体与虚拟

领航者之间的相对速度为零，即ｌｉｍ
ｔ→∞

ｒ̇ｉ ＝ ０；从而使

得每个智能体与领航者之间的相对位置为常值，
即保持一定的编队构型．由于 Φ ≥ ０，则当 Φ̇ ＜ ０
时，ｌｉｍ

ｔ→∞
Φ（ ｔ） ＝ ０，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Φ（ ｔ） ＝ ０；

又因为式（２） 中构成 Φ 的三项均大于等于零，因

此当 Φ（ ｔ） ＝ ０ 时，必有 ｒ̇ｉ ＝ ０，即ｌｉｍ
ｔ→∞

ｒ̇ｉ ＝ ０．

利用 ＬａＳａｌｌｅ 不变性原理可以得到：已经临近

稳定并且无耗散的平衡状态将以这种无耗散形式

达到渐进稳定．
考虑一组通过定义的动态智能体系统，Ｖ０ 是

常数，控制律由式 （１） 给出（其中控制律是光滑

的）， ｒ̇ｉ ＝ ０ 这种平衡可表示为下面的形式：
ｒ̇ｉ ＝ ０，
ｒｉｊ ＝ ｄ０或 ｒｉｊ ＞ ｄ１，
ｈｉｋ ＝ ｈ０或 ｈｉｋ ＞ ｈ１，
ｒｉ ＝ ｈ０或 ｒｉ ＞ ｈ１ ． （ｈｉ０ ＝ ｒｉ）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上式对所有的 ｉ，ｊ ＝ １，２，…ｎ，ｊ ≠ ｉ 和 ｋ ＝ １，２，…，
ｍ － １ 都成立．假设 ｈ１ 和 ｄ１ 都已经被定义，将会在

一定区域内达到全局渐进稳定，平衡点是全局人

工势能之和最小处．在没有对称性的情况下，稳定

的全状态空间可以得到实现；在有对称的情况下，
所有智能体的相对速度也将归零，每个对称变量

将变成稳定的常数．

４　 仿真实验与分析

在集群运动的情况下，根据智能体个数的不

同，智能体的位置呈现不尽相同的不确定性，即智

能体的位置不唯一．为了打破这种不确定性，可以

通过在原有的虚拟领航者的对称位置或没有智能

体的位置上增加新的虚拟领航者来实现．
１）队形形成．考虑由 ４ 个智能体（深灰色）和

２ 个虚拟领航者构成的二维编队队形拓扑图如图

３ 所示，其中 ４ 个智能体在 ２ 个虚拟体的作用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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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多智能体系统编队信息交换拓扑图

　 　 假设虚拟领航者的运动方程为

ｖ̇ｖｉ
＝ ０，

ｒ̇ｖｉ ＝ ｖｖｉ ．
{

其中 ｉ ＝ １，２．智能体之间的期望距离为 ２；在笛卡

尔坐标系下，１号虚拟领航者和 ２号虚拟领航者的

速度都为［２，０］，初始位置分别为［４，０］，［２，０］；
４ 个 智 能 体 的 初 始 位 置 为 ［０， － １ ５］，
［０， － ０ ８］，［０，１ ５］， ［０，１ ４］， 初始速度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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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 ．为了更好地观察队形的变化，在笛卡尔坐

标系下显示仿真结果．根据虚拟领航者的动力学

模型，虚拟领航者将进行匀速直线运动，仿真结果

如图４ ～ ５所示，其中图４（ａ） 为４个智能体和２个

虚拟领航者构成的系统在队形形成过程中，智能

体运动平面内的运动轨线图，图４（ｂ） 为最终形成

的队形图，图 ５中（ａ） 和（ｂ） 分别为智能体系统分

别沿 Ｘ 轴和 Ｙ 轴的速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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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 个智能体和两个虚拟领航者的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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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个智能体的速度变化曲线

　 　 由仿真结果可以看出，由 ４ 个智能体和 ２ 个

虚拟领航者在人工势场下系统的运动速度和智能

体之间的距离都能够达到期望值．
２）队形变换．考虑将上面仿真得到的正方形

队形变换到直线形队形，４ 个智能体与 ５ 个虚拟

领航者之间、智能体之间的信息交换拓扑图，以及

各智能体在虚拟领航者作用范围内的期望位置如

图 ６ 所示．

V5 V4 V3 V2 V11234

图 ６　 多智能体系统队形变换信息交互拓扑

　 　 同样假设智能体之间的期望距离为 ２，５个虚

拟领航者的速度都为［２，０］，它们之间的距离也

为 ２，虚拟领航者将进行匀速直线运动．仿真结果

如图 ７ ～ ８ 所示．图 ７（ａ） 和（ｂ） 为智能体系统分

别沿 Ｘ 轴和 Ｙ 轴的速度变化曲线，图 ８ 中（ａ） 至

（ｆ） 描述了队形的变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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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４ 个智能体的速度变化曲线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４ 个智能体在 ５ 个虚

拟领航者的作用下形成了直线队形，速度和位置

都达到了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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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多智能体系统队形变换过程

５　 结　 语

对多智能体的研究主要针对智能体个体之间

的相互通信、协同合作及冲突消解，本文针对协同

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人工势场结合虚拟领航者的

多智能体系统协同控制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建立

智能体与虚拟领航者之间的人工势场函数，其次

通过对智能体的运动学方程的分析，给出智能体

的控制力，进而完成队形保持与变换，并利用多智

能体系统的动能和势能的总和作为李亚普诺夫函

数，验证了多智能体的集群运动和系统的稳定性．
仿真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实现队形的保持与变

换， 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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