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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性航天器预设性能自适应姿态跟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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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存在外界干扰及未建模动态的挠性航天器姿态跟踪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预设性能方法的自适应姿态跟踪控

制策略．预设性能方法利用性能函数和一种误差变换方式，将系统的跟踪误差限制在预先设定的约束范围内，以保证系统响应

具有期望的超调、收敛速度以及稳态误差．采用径向基函数（ＲＢＦ）神经网络来处理由干扰和附件挠性振荡产生的模型未知动

态．考虑到存在未知的神经网络逼近误差，为减小控制参数选取的保守性，进一步对逼近误差的上界进行自适应估计．结合权

值和逼近误差上界的自适应律，设计了预设性能自适应姿态跟踪控制器．仿真结果表明，使用本方法可以有效补偿干扰及挠性

振动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使姿态控制系统获得快速平稳的动态过程和给定的稳态跟踪精度．与未采用预设性能的方法相比，所
提出的方法在收敛速度、跟踪精度与振荡抑制效果等方面均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并且对控制器参数选取的依赖性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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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深空探测、空间碎片清除和在轨服务等

 项目逐渐得到了较大的重视与关注．面对这些复杂

多样的任务，航天器姿态跟踪控制性能将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除特殊的任务要求以外，复杂的空间环

境、航天器姿态动力学的耦合与高度非线性、大型太

阳帆板等挠性结构存在的振动影响以及严格的性能

指标约束均对控制系统设计提出巨大的挑战，因此

研究可靠性高、性能优良的姿态跟踪控制方法具有

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工程意义．
面对空间环境以及姿态动力学特性带来的不确

定因素，自适应控制能够通过实时调整自身参数以

适应干扰等不确定性的影响，适用于挠性航天器姿

态跟踪控制系统中．并且可以与其他控制方法相结

合应用，进一步提升处理系统不确定性的能力．文献

［１－２］应用直接自适应控制方法设计了挠性航天器

姿态控制器，使姿态跟踪参考模型输出，该方法不依

赖于航天器惯量以及挠性振动模态信息，具有较强

的鲁棒性．针对敏捷卫星的三轴姿态控制与挠性振

动抑制问题，文献［３］采用了自适应鲁棒控制方法

应对参数不确定性与干扰影响，设计中适当减少待

估计系统参数的数量，以便于进行实时在线控制．基
于滑模控制的方法，文献［４］提出了一种航天器姿态

跟踪控制器，并对控制参数进行自适应估计，有效降

低了模型不确定性对系统性能产生的影响．文献［５］
在存在模型参数不确定性和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采用



自适应滑模控制实现了挠性航天器姿态跟踪控制任

务．文献［６］将一种基于自适应方法的积分滑模控制

策略应用于挠性航天器容错控制中，所构造的自适应

滑模控制器可以补偿外界干扰和未知时变故障，增加

了系统的可靠性．神经网络具有较强的自学习和非线

性函数映射能力，因此可用来逼近外界干扰和模型不

确定性信息，并通过自适应调整权值信息，实现对不

确定系统的自适应控制［７］ ．考虑执行机构饱和与部分

失效故障等问题，文献［８］研究了一种挠性航天器姿

态跟踪控制策略，引入单层神经网络处理模型不确定

性，并设计自适应律估计故障的上界．为完成挠性航

天器高精度高稳定度的姿态控制需求，文献［９］采用

ＲＢＦ神经网络估计并补偿非线性耦合、未知干扰和挠

性等不确定性的影响．文献［１０］基于多层神经网络设

计了航天器自适应被动容错控制器，并提出了一种新

型学习算法，增强了神经网络的逼近能力．
在执行某些特定任务时，要求航天器姿态能够

快速且准确的跟踪目标．例如，对某区域或星体快速

定向并拍照．此时则需要姿态控制系统具有期望的

动态过程和高稳态精度．通常情况下所采用的方法

是事先规划姿态运动轨迹再设计控制器进行跟

踪［１１］，或利用全局滑模控制的思想使误差轨迹按期

望情况运行［１２］ ．上述方法虽然可以预先给定姿态的

期望性能，然而最终的姿态跟踪效果取决于控制器

的能 力 或 控 制 增 益 的 大 小． ２００８ 年 希 腊 学 者

Ｂｅｃｈｌｉｏｕｌｉｓ等［１３］ 提出了一种预设性能 （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控制方法．该方法通过引入性能函数与

误差变换，使收敛速度、超调以及跟踪误差获得预先

设定的性能，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控制参数选取的要

求．近年来，预设性能方法在一些领域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如挠性关节机器人系统［１４］、伺服系统［１５］、挠
性吸气式高超声速飞行器系统［１６］和随机系统［１７］等．

本文针对挠性航天器的姿态跟踪控制问题，提
出一种基于预设性能方法的自适应神经网络控制

器．采用 ＲＢＦ神经网络逼近未知干扰和挠性振荡等

形成的模型不确定性，并自适应估计逼近误差的上

界，避免需要对其已知的限制条件．采用预设性能方

法，结合误差变换，使系统的姿态跟踪误差具有期望

的动态过程以及稳态响应，并给出完整的自适应控

制器．仿真结果表明，采用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抑制干

扰和挠性振动产生的影响，同时获得预先设定的期

望姿态跟踪性能．

１　 挠性航天器姿态的数学模型

考虑航天器安装有两块挠性太阳能帆板，则挠

性航天器姿态动力学方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１８］：

Ｊω
· ＋ ω× Ｊω ＋∑ ｌ

（Ｆｓｌη
··

ｌ ＋ ω× Ｆｓｌη
·

ｌ） ＝ ｕ ＋ ｄ，

（１）

η
··

ｌ ＋ ２ξ ｌΩｌη
·

ｌ ＋ Ω２ｌ ηｌ ＋ ＦＴｓｌω
· ＝ ０． （２）

式中：ω ＝ ［ω１ ω２ ω３］ Ｔ∈Ｒ３ 为航天器本体相对

于惯性坐标系的角速度矢量；Ｊ∈Ｒ３×３为整体转动惯

量矩阵；ｕ∈Ｒ３ 为三轴控制力矩矢量；ｄ∈Ｒ３ 为所受

的环境干扰力矩矢量；Ｆｓｌ∈Ｒ３×ｎ为模态振动与本体

转动耦合系数；ｎ 为模态阶数；ηｌ∈Ｒｎ 为挠性模态坐

标；ｌ＝ １、ｌ ＝ ２ 分别为板编号；ξ ｌ、Ωｌ分别为 ｎ 维对角

矩阵，表示挠性附件的模态阻尼比和频率矩阵；符号

ω×为如下的反对称矩阵

ω× ＝
０ － ω３ ω２
ω３ ０ － ω１
－ ω２ ω１ ０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采用 ϑ∈Ｒ３ 表示航天器的三轴姿态角，分别为

滚动角 φ、俯仰角 θ 和偏航角 ψ．考虑航天器作惯性

定向飞行，则在 ｘ－ｙ－ｚ 转序下的姿态运动学方程可

表示为［１９］

φ·

θ·

ψ·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ｃｏｓ ψｓｅｃ θ － ｓｉｎ ψｓｅｃ θ ０
ｓｉｎ ψ ｃｏｓ ψ ０

－ ｃｏｓ ψｔａｎ θ ｓｉｎ ψｔａｎ θ １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ωｘ

ωｙ

ωｚ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３）

记作 ϑ
· ＝Ｆω．由转换矩阵 Ｆ 的形式可以看出，当 θ ＝

ｐπ ／ ２（ｐ 为奇数）时，会出现奇异，因此考虑姿态角在

（－９０°，９０°）内变化．令 Ｇ ＝ Ｆ－１，则挠性姿态动力学

方程（１）、（２）和欧拉角姿态运动学方程（３）可以转

化为如下的 Ｅｕｌｅｒ⁃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模型［１８］：

Ｊ∗（ϑ）ϑ
·· ＋ Ｃ（ϑ，ϑ

·
）ϑ
· ＝ ＧＴｕ ＋ Ｄ． （４）

式中： Ｊ∗ （ ϑ） ＝ ＧＴＪＧ， Ｃ （ ϑ， ϑ
·
） ＝ － ＧＴ ［ ＪＧＦ

· ＋

（ＪＧϑ
·
） ×］Ｇ，Ｄ＝ＧＴｄ－ＧＴ∑ｌ［Ｆｓｌ η

··
ｌ＋（Ｇϑ

·
） ×Ｆｓｌη

·
ｌ］．

假设 １　 姿态角 ϑ与姿态角速度 ϑ
·

可测．
假设 ２　 期望姿态角 ϑｄ 及其一阶和二阶导数

已知且有界．
假设 ３　 总干扰 Ｄ 有界，即 Ｄ ≤χ，其中 χ 为未

知正常数．
本文的姿态控制目标可以表述为：设计控制器 ｕ

使系统姿态角ϑ能够跟踪期望姿态角 ϑｄ 并使跟踪误

差 ｅ＝ϑ－ϑｄ 具有预先给定的动态性能及稳态响应情况．

２　 预设性能控制方法

首先给出性能函数的定义．
定义 １［１３］ 　 对于光滑函数 ρ（ ｔ）：Ｒ＋→Ｒ，如果

其满足如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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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ρ（ ｔ）单调递减且恒为正；
２）ｌｉｍ

ｔ→¥
ρ（ｔ）＝ ρ¥＞０，则称 ρ（ｔ）为一个性能函数．

通常可将性能函数设计为

ρ（ ｔ） ＝ （ρ０ － ρ¥）ｅ
－ｋｔ ＋ ρ¥， （５）

式中 ρ０、ρ¥、ｋ 分别为预先给定的正常数．
利用性能函数可以将跟踪误差表示为：
－ δｉρｉ（ ｔ） ＜ ｅｉ（ ｔ） ＜ ρｉ（ ｔ）， ｅｉ（０） ≥ ０；
－ ρｉ（ ｔ） ＜ ｅｉ（ ｔ） ＜ δｉρｉ（ ｔ）， ｅｉ（０） ＜ ０． （６）

式中 ｅｉ （ ｔ）， ｉ ＝ １， ２， ３ 为航天器三轴姿态误差，
０≤δｉ≤１．根据性能函数（５）和式（６）的形式可知，如
果跟踪误差初值满足 ０≤ ｅｉ（０） ＜ρｉ（０），则参数 ｋｉ

限制了跟踪误差的最小收敛速率，而 ρｉ¥给定了允许

的稳态跟踪误差的上界，同时系统响应的超调不会

超过 δｉρｉ（ ｔ） ．因此，设计适当的性能函数 ρｉ（ ｔ）及 δｉ
即可获得期望的系统误差响应．图 １ 给出了在性能

函数 ρ（ ｔ）及参数 δ 约束下误差响应曲线的范例．

δρ0
δρ(t)

-ρ(t)

0

ρ0

e(0)

ρ∞

0

-ρ∞

e(0)

-ρ0

t/s

t/s

-δρ(t)

ρ(t)e(t)

-δρ0

e(t)

(a)e(0)≥0

(b)e(0)＜0
图 １　 预设跟踪误差响应曲线范例

Ｆｉｇ．１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
为解决由式（６）表示的预设性能控制问题，采

用一种误差变换方式将约束下的跟踪控制问题转化

为无约束的稳定控制问题．定义函数 Ｓｉ（εｉ），具有以

下性质．
性质 １　 Ｓｉ（εｉ）光滑且严格单调递增．

性质 ２　
－δｉ＜Ｓｉ（εｉ）＜１，　 ｅｉ（０）≥０；
－１＜Ｓｉ（εｉ）＜δｉ，　 ｅｉ（０）＞０．

性质 ３　

ｌｉｍ
εｉ→－¥

Ｓｉ（εｉ）＝ －δｉ

ｌｉｍ
εｉ→＋¥

Ｓｉ（εｉ）＝ １

ü

þ

ý
ïï

ïï
，　 ｅｉ（０）≥０．

ｌｉｍ
εｉ→－¥

Ｓｉ（εｉ）＝ －１

ｌｉｍ
εｉ→＋¥

Ｓｉ（εｉ）＝ δｉ

ü

þ

ý
ïï

ïï
，　 ｅｉ（０）＜０．

其中 εｉ∈（－¥，＋¥）称为变换误差．满足上述条件的

一个函数 Ｓｉ（εｉ）由下式给出：

Ｓｉ（εｉ） ＝

ｅεｉ － δｉｅ
－εｉ

ｅεｉ ＋ ｅ －εｉ
，　 ｅｉ（０） ≥ ０；

δｉｅεｉ － ｅ
－εｉ

ｅεｉ ＋ ｅ －εｉ
，　 ｅｉ（０） ＜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７）

　 　 根据 Ｓｉ（εｉ）的特性，式（６）可等价表示为

ｅｉ（ ｔ） ＝ ρｉ（ ｔ）Ｓｉ（εｉ），
因为 Ｓｉ（εｉ）是严格单调递增的，所以存在反函数为

εｉ ＝ Ｓ －１
ｉ

ｅｉ（ ｔ）
ρｉ（ ｔ）

æ

è
ç

ö

ø
÷ ． （８）

　 　 如果能够控制 εｉ 有界，则可以保证式（６）成立，
进而在性能函数 ρｉ（ ｔ）的约束下使跟踪误差达到期

望目标．此时系统（４）的跟踪控制问题便转化为以 εｉ

为变量的闭环系统的稳定控制问题．
考虑 Ｓｉ（εｉ）取式（７）的形式，则有

εｉ ＝ Ｓ －１
ｉ

ｅｉ（ ｔ）
ρｉ（ ｔ）

æ

è
ç

ö

ø
÷ ＝

１
２
ｌｎ

ｚｉ ＋ δｉ
１ － ｚｉ

，　 ｅｉ（０） ≥ ０；

１
２
ｌｎ

ｚｉ ＋ １
δｉ － ｚｉ

，　 ｅｉ（０） ＜ ０．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９）
式中 ｚｉ ＝ ｅｉ（ ｔ） ／ ρｉ（ ｔ）．

注 １　 由式（９）知，对于 ｅｉ（０）＝ ０ 的情况，δｉ 不
能取为零．因为当 δｉ ＝ ０ 时，将会使变换误差初值

εｉ（０）趋近于无穷．
令 εｉ 对时间 ｔ 求导可得

ε·ｉ ＝
∂Ｓ －１

ｉ

∂ｚｉ
·ｚ·ｉ ＝

∂Ｓ －１
ｉ

∂ｚｉ
·

ｅ·ｉρｉ － ｅｉρ
·
ｉ

ρｉ·ρｉ

＝ ｒｉ ｅ·ｉ －
ｅｉρ
·
ｉ

ρｉ

æ

è
ç

ö

ø
÷ ，

式中 ｒｉ ＝（∂Ｓ
－１
ｉ ／ ∂ｚｉ）·（１ ／ ρｉ）可通过式（９）计算获

得，由于（∂Ｓ－１ｉ ／ ∂ｚｉ）＞０和 ρｉ（ ｔ）＞０ 可知 ｒｉ 恒大于零，
且只要误差 ｅｉ（ ｔ）的轨迹严格限制在式（６）的范围

内，则 ｒｉ 有界即满足 ｒ＿＜ｒｉ＜ｒ
－，ｒ＿ 和 ｒ－ 为正常数．

进一步求 εｉ 对时间 ｔ 的二阶导数有

ε
··

ｉ ＝ ｒ·ｉ ｅ·ｉ －
ｅｉρ
·
ｉ

ρｉ

æ

è
ç

ö

ø
÷ ＋ ｒｉ ｅ

··
ｉ －

ｅ·ｉρ
·
ｉρｉ ＋ ｅｉ ρ

··
ｉρｉ － ｅｉρ

·２
ｉ

ρ２ｉ

æ

è
ç

ö

ø
÷ ＝

ｒ·ｉ ｅ·ｉ －
ｅｉρ
·
ｉ

ρｉ

æ

è
ç

ö

ø
÷ － ｒｉ

ｅ·ｉρ
·
ｉρｉ ＋ ｅｉ ρ

··
ｉρｉ － ｅｉρ

·２
ｉ

ρ２ｉ
＋

ｒｉ（ϑ
··

ｉ － ϑ
··
ｄｉ），

式中 ϑｉ、ϑｄｉ（ ｉ＝ １，２，３）分别为航天器三轴的姿态角

和期望姿态角．
取误差变量 ｓ∈Ｒ３ 为如下形式：

ｓ ＝ λε ＋ ε
·
， （１０）

式中 ε＝［ε１，ε２，ε３］ Ｔ，λ＝ｄｉａｇ［λ１，λ２，λ３］＞０为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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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参数．考虑到模型（４）可化为

ϑ
·· ＝ － Ｊ∗－１（ϑ）Ｃ（ϑ，ϑ

·
）ϑ
· ＋ Ｊ∗－１（ϑ）ＧＴｕ ＋ Ｊ∗－１（ϑ）Ｄ，

记 Ａ＝ －Ｊ∗－１（ϑ） Ｃ（ϑ，ϑ
·
） ϑ
·
，Ｂ ＝ Ｊ∗－１（ϑ） ＧＴ，Ｄ

— ＝
Ｊ∗－１（ϑ）Ｄ．进而有

ｓ
· ＝ λε

· ＋ ε
·· ＝ Ｖ ＋ Ｒ（Ａ ＋ Ｂｕ ＋ Ｄ

—
） ． （１１）

式中：Ｖ＝［ｖ１，ｖ２，ｖ３］ Ｔ ．

ｖｉ ＝ （λｉｒｉ ＋ ｒ
·
ｉ） ｅ·ｉ －

ｅｉρ
·
ｉ

ρｉ
æ

è
ç

ö

ø
÷ － ｒｉ·

ｅ·ｉρ
·
ｉρｉ ＋ ｅｉρ

··
ｉρｉ － ｅｉρ

·２
ｉ

ρ２ｉ
－ ｒｉϑ

··
ｄｉ，

ｉ＝ １，２，３，Ｒ＝ｄｉａｇ［ ｒ１，ｒ２，ｒ３］ ．如果设计控制器 ｕ 使 ｓ

有界，则根据式（１０）可得 ε和 ε
·
有界．

３　 自适应姿态跟踪控制器设计

系统（１１）中存在不确定非线性项 Ｄ
—
，采用 ＲＢＦ

神经网络进行逼近，即［２０］

Ｄ
— ＝ Ｗ∗Ｔｈ（ｘ） ＋ μ．

式中：ｘ∈Ωｘ⊂Ｒｑ 为神经网络输入向量；ｈ （ｘ） ＝
［ｈ１（ｘ），ｈ２（ｘ），…，ｈｊ（ｘ），…，ｈｍ（ｘ）］Ｔ∈Ｒｍ．其中 ｍ 为

网络隐层节点数，ｈｊ（ｘ）通常采用高斯基函数的形式，有

ｈ ｊ（ｘ） ＝ ｅｘｐ（ －
ｘ － ｃ ｊ

２

２ｂ２ｊ
），ｊ ＝ １，２，…，ｍ．

式中：ｃ ｊ 为网络中第 ｊ 个节点的中心向量， ｃ ｊ ＝
［ｃｊ１，ｃｊ２，…，ｃｊｑ］ Ｔ；ｂ ｊ ＞ ０ 为节点 ｊ 的基宽值． Ｗ∗ ＝
［Ｗ∗

１ ，Ｗ∗
２ ，Ｗ∗

３ ］∈Ｒｍ×３网络的理想权值阵；μ∈Ｒ３

为逼近误差，且满足 μ ≤μ∗，μ∗为未知的正常数．
对于权值矩阵 Ｗ∈Ｒｍ×３，理想情况的 Ｗ∗定义为

Ｗ∗ ＝ ａｒｇ ｍｉｎ
Ｗ∈Ｒｍ×３

{ ｓｕｐ
ｘ∈Ωｘ

Ｄ
— － ＷＴｈ（ｘ） } ．

　 　 将神经网络输入取为 ｘ＝［ｅＴ，ｅ
·Ｔ］ Ｔ，则不确定项

Ｄ
—

的估计可以写为

Ｄ—^ ＝ Ｗ＾ Ｔｈ（ｘ），
式中 Ｗ＾ ＝［Ｗ＾ １，Ｗ

＾
２，Ｗ

＾
３］为权值矩阵 Ｗ∗的估计．

综合以上分析过程，并考虑到逼近误差的上界

μ∗未知，提出如下自适应控制器：

ｕ ＝ Ｂ －１（ － Ａ － Ｒ －１Ｖ － Ｄ
—^ － μ＾ ２ ｓ

μ＾ ｓ ＋ σ
－ Ｋｓ），

（１２）

Ｗ＾
·

ｉ ＝ τｗｉ［ｓｉｈ（ｘ） － βＷ＾ ｉ］，ｉ ＝ １，２，３， （１３）

μ^
·
＝ τμ（ ｓ － γμ＾ ） ． （１４）

式中：μ＾ 为对逼近误差上界 μ∗的估计；Ｋ＞０，σ＞０，
τｗｉ＞０，β＞０，τμ＞０，γ＞０ 分别为待设计的控制参数及

自适应增益．给出如下定理．
定理 １　 考虑挠性航天器姿态控制系统（４），通

过误差变换（８）化为误差系统（１１），如果将控制器

ｕ 设计为式（１２）的形式并采用式（１３）、（１４）的自适

应律，则变换误差 εｉ 一致最终有界，且跟踪误差 ｅｉ
满足预设性能约束式（６）．

证明　 因为矩阵 Ｒ 对称正定且 ｒｉ 有界，可以选

取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函数为

Ｌ ＝ １
２
ｓＴＲ －１ｓ ＋ １

２
ｔｒ（Ｗ ＴΓ－１

ｗ Ｗ ） ＋ １
２
· １

τμ
μ～ ２ ．

式中：Ｗ ＝Ｗ＾ －Ｗ∗、μ～ ＝μ＾ －μ∗分别为相应的估计误差，
Γｗ ＝ｄｉａｇ［τｗ１，τｗ２，τｗ３］ ．对 Ｌ 求导并代入式（１１）、控
制器（１２）和自适应律（１３）、（１４）可得

Ｌ
·
＝ ｓＴＲ－１ｓ

· ＋ ｔｒ（Ｗ ＴΓ－１
ｗ Ｗ 

·

） ＋ １
τμ
μ～ μ～
·
＝

ｓＴＲ－１［Ｖ ＋ Ｒ（Ａ ＋ Ｂｕ ＋ Ｄ
—
）］ ＋∑

３

ｉ ＝ １

１
τｗｉ

Ｗ Ｔｉ Ｗ
＾
·

ｉ ＋

１
τμ
μ～ μ＾
·

＝ ｓＴ［ －Ｗ Ｔｈ（ｘ） ＋ μ － μ＾ ２ ｓ
μ＾ ｓ ＋ σ

－ Ｋｓ］ ＋

∑
３

ｉ ＝ １
Ｗ
～
Ｔ
ｉ ［ｓｉｈ（ｘ） － βＷ＾ ｉ］ ＋ μ～（ ｓ － γμ＾ ）≤－ ｓＴＫｓ ＋

ｓ μ＾ － μ＾ ２ ｓ ２

μ＾ ｓ ＋ σ
－ β∑

３

ｉ ＝ １
Ｗ Ｔｉ Ｗ

＾
ｉ － γμ～μ＾ ． （１５）

　 　 应用 Ｙｏｕｎｇ不等式有：

－ β∑
３

ｉ ＝ １
Ｗ
～
Ｔ
ｉ Ｗ
＾

ｉ ≤－ １
２
β∑
３

ｉ ＝ １
Ｗ
～
Ｔ
ｉ Ｗ

～

ｉ ＋
１
２
β∑
３

ｉ ＝ １
Ｗ∗Ｔ

ｉ Ｗ∗
ｉ ，

　 　 　 　 　 － γμ～μ＾ ≤－ １
２
γμ～ ２ ＋ １

２
γμ∗２ ．

　 　 根据自适应律（１４）可知 μ＾ ＞０，所以有

ｓ μ＾ － μ＾ ２ ｓ ２

μ＾ ｓ ＋ σ
＝ （μ

＾ ｓ ）·σ
μ＾ ｓ ＋ σ

＜ σ．

进一步化简式（１５）得

　 　 　 Ｌ
·
≤ － ｓＴＫｓ － １

２
β∑３

ｉ ＝ １
Ｗ Ｔｉ Ｗ ｉ －

１
２
γμ～ ２ ＋

１
２
β∑

３

ｉ ＝ １
Ｗ∗Ｔ

ｉ Ｗ∗
ｉ ＋ １

２
γμ∗２ ＋ σ．

　 　 令 κ ＝ ０．５β∑
３

ｉ ＝ １
Ｗ∗Ｔ

ｉ Ｗ∗
ｉ ＋ ０．５γμ∗２ ＋ σ，则可知当

ｓ ＞ κ ／ λｍｉｎ（Ｋ） 或 Ｗ ｉ ＞ ２κ ／ β 或 μ～ ＞

２κ ／ γ 时，可以得到 Ｌ
·
≤０，因此变量 ｓ、估计误差矩阵

Ｗ ｉ 和估计误差 μ～ 一致最终有界，且分别收敛于集合：

Ν１ ＝ ｛ｓ∈ Ｒ３： ｓ ≤ κ ／ λｍｉｎ（Ｋ） ｝，

Ν２ ＝ ｛Ｗ ｉ ∈ Ｒｍ： Ｗ ｉ≤ ２κ ／ β ｝，

Ν３ ＝ ｛μ
～ ∈ Ｒ： μ～ ≤ ２κ ／ γ ｝，

其中 λｍｉｎ（Ｋ）为矩阵 Ｋ 的最小特征值．进而有变换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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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εｉ 一致最终有界，且收敛于

Ν４ ＝ ｛εｉ ∈ Ｒ： εｉ ≤ κ ／ λｍｉｎ（Ｋ） ／ λ ｉ｝ ．
　 　 再根据函数 Ｓｉ（εｉ）的性质，可得约束式（６），即
挠性航天器姿态控制系统（４）的跟踪误差 ｅｉ 获得预

先指定的动态性能及稳态响应．证毕．

４　 仿真分析

为验证本文所设计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将其应

用到某挠性航天器姿态模型中进行仿真验证．截取

两挠性帆板的前 ４ 阶模态，相应的姿态模型参数及

姿态初值见表 １．
表 １　 仿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Ｊ ／ （ｋｇ·ｍ２）

４２０．８ ３．６ －４．２
３．６ ４１０．６ ９．４
－４．２ ９．４ ６９０．７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Ωｉ ／ （ ｒａｄ·ｓ－１） ｄｉａｇ［０．３７９；１．０４２；１．３３１；２．２２６］×２π

ξｉ ｄｉａｇ［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５］

Ｆｓ１ ／

（ｋｇ１ ／ ２·ｍ）

２．６２ －１．２４×１０－３ －８．２０×１０－４ ６．４４×１０－１

６．８９×１０－３ １．２４×１０－１ ４．３７×１０－１ ６．２６×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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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９×１０－３ －１．２４×１０－１ －４．３７×１０－１ －６．２６×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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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０ ／ （ °） ［０．２５，０．１５，－０．２０］ Ｔ

ϑ
·
０ ／ （（°）·ｓ－１） ［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２］ Ｔ

　 　 将 ｄ 当作 ５００ ｋｍ轨道附近的环境干扰力矩，记 ｎ０
为轨道角速度（ｎ０≈０．００１ １ ｒａｄ ／ ｓ），则ｄ（Ｎｍ）可以假设为

ｄ ＝ ０．００４ ５ ［ｃｏｓ ｎ０ｔ ＋ １，ｃｏｓ ｎ０ｔ ＋ ｓｉｎ ｎ０ｔ，ｓｉｎ ｎ０ｔ ＋ １］Ｔ．
　 　 姿态角 ϑ需要跟踪的期望轨迹取 ϑｄ（°）为

ϑｄ ＝ ［０．５ｓｉｎ ０．１ｔ，ｓｉｎ ０．１ｔ， － ０．５ｓｉｎ ０．１ｔ］ Ｔ ．
　 　 要求系统稳态控制精度达到 ０．００５ °．考虑将三

轴姿态预期的跟踪控制性能设计为：１） 稳态跟踪误

差不超过 ０．００５°；２） 最小收敛速度限制为 ｅ－０．１５ｔ；
３）系统响应无超调．据此可以确定性能函数 ρｉ（ ｔ）和
δｉ 的取值，见表 ２．

注 ２　 系统的收敛速度理论上可以设定为任意

快，然而过快的收敛速度需要执行机构提供很大的控

制力矩作用．因此，应根据实际的任务需求合理进行选取．
表 ２　 性能参数取值

Ｔａｂ．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ｌｕｅｓ

参数 ρｉ０ ／ （°） ρｉ¥ ／ （°） ｋｉ δｉ

数值 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５ ０

　 　 控制器参数选取为 λ＝ｄｉａｇ［０．１２５，０．１２５，０．１２５］、

Ｋ＝ｄｉａｇ［０．５，０．１，０．５］、σ ＝ ０．０１；自适应增益选取为

τｗｉ ＝τμ ＝０．５、β＝γ＝０．０１；将 ＲＢＦ神经网络隐含层的节

点个数取为 ｊ ＝ ７，高斯基函数的中心表示为 ｃ ＝
［ｃ１，…，ｃｊ，…，ｃ７］，取值如下式所示，基宽 ｂｊ ＝０．１．

ｃ＝

－０．２５ －０．１７ －０．０８ ０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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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真结果如图 ２～９所示．图 ２～４ 给出了应用本

文预设性能自适应跟踪控制器（１２） ～ （１４）的三轴

姿态跟踪误差曲线，图中记为“ＰＰＡ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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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滚动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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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俯仰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２
Ｆｉｇ．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ｅ２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ａｘ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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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偏航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３
Ｆｉｇ．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ｅ３ ｏｆ ｙａｗ ａｘｉｓ

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同时给出在相同控制器形式

及控制参数下未采用预设性能方法的仿真结果，称该

控制器为自适应跟踪控制器，由下式给出，记为“ＡＴＣ”．

ｕ ＝ Ｂ －１（ － Ａ ＋ ϑ··ｄ － λｅ· － Ｄ—^ － μ＾ ２
ｓｅ

μ＾ ｓｅ ＋ σ
－ Ｋ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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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

ｉ ＝ τｗｉ［ ｓｅｉｈ（ｘ） － βＷ＾ ｉ］，ｉ ＝ １，２，３，

μ^
·
＝ τμ（ ｓｅ － γμ＾ ），

式中，ｓｅ ＝［ ｓｅ１，ｓｅ２，ｓｅ３］ Ｔ ＝λｅ＋ｅ
·．

从图 ２～４ 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 ＰＰＡＴＣ 方

法三轴姿态跟踪误差均保持在预先设定的由性能函

数确定的界内，并获得了良好的动态过程以及期望

的稳态控制精度．而在相同参数取值下，ＡＴＣ 方法姿

态跟踪误差曲线存在较明显的振动且三轴的稳态控

制精度不能满足指标要求．表明预设性能方法的引

入不仅可以预先设定系统指标，使跟踪误差按期望要

求变化，还可以减小对控制器参数选取的依赖性．
图 ５～８分别给出了 ＰＰＡＴＣ 方法作用下的姿态

角、姿态角速度、控制力矩和帆板 １ 的模态坐标．可
以看出，系统的姿态及姿态角速度均具有良好的跟

踪性能，且帆板的挠性振动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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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采用 ＰＰＡＴＣ 方法的姿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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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采用 ＰＰＡＴＣ 方法的姿态角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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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采用 ＰＰＡＴＣ 方法的控制力矩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ｒｑｕｅｓ ｏｆ ＰＰＡＴＣ ｍｅｔｈｏｄ

　 　 为进一步说明本文方法对控制参数的选取具有

较小的依赖性，将控制增益 Ｋ、自适应增益 τｗｉ和 τμ 取

为原来的 ０．５ 倍进行仿真，得到的误差曲线如图 ９～
１１所示．与图 ２～４相比较可以看出，将控制增益与自

适应增益减小后，ＡＴＣ方法姿态跟踪精度有所降低且

振动加剧，而 ＰＰＡＴＣ 方法得到的控制性能变化不大

且仍能满足预先给定的性能指标．由此可知，预设性

能方法降低了对控制增益大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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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帆板 １ 的模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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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降低增益后的滚动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１
Ｆｉｇ．９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ｅ１ ｏｆ ｒｏｌｌ ａｘ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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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降低增益后的俯仰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２
Ｆｉｇ．１０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ｅ２ ｏｆ ｐｉｔｃｈ ａｘ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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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降低增益后的偏航轴姿态跟踪误差 ｅ３
Ｆｉｇ．１１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ｅ３ ｏｆ ｙａｗ ａｘ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ｇ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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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　 论

１）所提出的方法借助于预设性能的设计思路，
可以预先给定姿态跟踪误差的最小收敛速度、最大

超调和稳态精度，以保证系统性能．
２）采用神经网络逼近与补偿未知干扰及挠性

振动未建模动态，并引入对逼近误差上界的自适应

估计，从而构成自适应控制器以保证系统稳定，同时

一定程度减小了对未知上界的依赖．
３）通过仿真对比分析，证明了该控制器可以有

效抑制干扰及挠性振动的影响，使系统获得期望的

姿态跟踪性能，并且对控制参数选取的依赖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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