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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磁钉导航系统中磁钉地图创建困难、现有建图方法不适用于多路口磁钉地图的问题，提出一种利用磁钉段特征

创建磁钉地图的新方法． 首先采用惯导、里程计和磁尺采集道路磁钉数据，依据标志磁钉划分磁钉段，从传感器数据中提取出

磁钉段的特征，进行特征匹配，在匹配成功的磁钉段之间建立闭环约束． 然后利用改进图优化算法，减小错误闭环约束对优化

结果的影响． 最后从优化完成的图中提取出磁钉点，再建立磁钉地图． 基于真实道路环境的实验结果表明：利用磁钉段特征创

建磁钉地图的新方法操作简单，建立的磁钉地图精度较高，全局一致性很好，导航试验也验证了地图的可用性． 该方法可以很

好地解决多路口磁钉地图建图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磁钉地图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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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交通系统中，磁钉导航是一种有着广泛

应用前景的导航方法． 相比于基于 ＧＰＳ、视觉或激

光雷达等传感器的方法，磁钉导航有着不易受天气

影响、可以在多种环境下工作的优点． 在 １９９６ 年的

日本 ＡＨＳ 项目［１］、 １９９７ 年的美国加州 ＰＡＴＨ 项

目［２］以及 ２００９ 年的上海交通大学 ＣｙｂｅｒＣ３ 实验室

的研究项目［３］中，磁钉导航都获得了成功的应用．
早期的磁钉导航项目仅仅依赖于磁钉间的航位

推算和车辆经过磁钉时检测到的横向偏差来控制车

辆，这是一个无前瞻的 ｌｏｏｋ⁃ｄｏｗｎ 系统，不仅给车辆

控制算法的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只能适用

于曲率变化很小的道路场景（高速公路）． 为了克服

无前瞻的问题，文献［４－５］提出使用 ＲＴＫ⁃ＧＰＳ 来建

立磁钉地图，从而获得无限的前瞻，使得磁钉导航可

以适用于任何道路场景． 文献［３］对该方法进行了

成功的应用． 但是，这种建图方法需要采用 ＲＴＫ⁃
ＧＰＳ 对地图中的磁钉逐点测量坐标，不仅成本高，而
且费时费力，对于磁钉数量很多的大场景地图显然

是不可行的． 另外，ＧＰＳ 信号容易受遮挡也限制了

这种方法的应用． 近些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尝

试用新的方法来建立磁钉地图． 文献［６－８］提出了

曲率地图的概念，将相邻磁钉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描

述为曲率地图，在导航过程中，通过磁钉计数来查询



曲率地图，获取前方道路的曲率信息，从而提供有效

前瞻，完成导航． 这种方法建图简单快捷，但其建立

的曲率地图不含有全局信息，且依赖于磁钉计数导

致其仅适用于单环路的磁钉地图，如果地图中有磁

钉轨迹交叉的路口，则无法完成计数． 文献［９］针对

曲率地图无法提供全局信息的问题，创新性地提出

使用图优化的思想来建立磁钉地图． 对于单环路磁

钉地图，人工驾驶数据采集车沿着磁钉环路跑多圈，
通过磁钉计数识别多圈间的同一磁钉，建立闭环约

束． 再使用图优化方法优化整张图，进而得到磁钉

地图． 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全局信息，但仍依赖磁钉

计数，无法解决有磁钉轨迹交叉的磁钉地图的建图

问题． 而且其图优化方法对错误闭环的鲁棒性差，
很容易优化失败．

为了方便描述，本文将有路口、有磁钉轨迹交叉

的磁钉地图定义为多路口磁钉地图． 针对多路口磁

钉地图的建图问题，本文提出了利用磁钉段特征创

建磁钉地图的新方法． 利用磁钉段特征建立闭环约

束，这避免了磁钉计数的缺陷． 在图优化过程中，为
优化函数引入约束项和附加项，并将动态因子应用

于信息矩阵，构成改进的图优化方法，解决了相似磁

钉段间容易引入错误闭环约束的问题，提高了算法

的鲁棒性． 真实道路环境下的实验验证了本文方法

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１　 磁钉段特征

１．１　 磁钉段的定义

在磁钉地图中，磁钉段是人为划分的若干个连续

磁钉组成的序列，满足条件：１） 磁钉段中磁钉的个数

不少于两个；２） 有明显的标志点标识磁钉段的起点

和终点；３） 磁钉段和磁钉段之间通过标志点连接．
对于条件 ２，标志点的设定有多种方式，比如利

用极性变化的磁钉作为标志点，或者利用两个并排

的磁钉作为标志点等等，本文的实验使用了极性变

化的磁钉作为标志点． 对于条件 ３，路段中和路口处

略有不同，如图 １ 所示，图中黑色和白色分别代表磁

钉的不同极性．

（ａ） 路段中　 　 　 　 （ｂ） 路口处

图 １　 磁钉段的连接

Ｆｉｇ．１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１．２　 磁钉段特征的定义

假设道路中存在一个磁钉段，其磁钉个数为

ｎ（ｎ ≥ ２）， 如图 ２ 所示，则磁钉段特征定义为：１）磁
钉个数 ｎ； ２） 磁钉极性序列 （ｐ１，…，ｐｋ－１，ｐｋ，ｐｋ＋１，
…，ｐｎ）； ３） 磁钉间距序列 （ ｓ１，…，ｓｋ－１，ｓｋ，ｓｋ＋１，…，
０）； ４） 磁钉偏角序列 （０，…，αｋ－１，αｋ，αｋ＋１，…，０） ．
其中 ｐ 为磁钉的极性，由磁尺（磁传感器）测量得

到，黑色和白色代表磁钉的不同极性， ｓ、α 分别为相

邻磁钉的间距与相邻 ３ 颗磁钉之间的连线偏角． 每

个磁钉段的最后一颗磁钉的 ｓ 为 ０，第 １ 颗磁钉和最

后 １ 颗磁钉的 α 为 ０，其他的将由下文方法求取．

nk+1skkk-1
sk-1 αk

1

图 ２　 磁钉段

Ｆｉｇ．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

１．３　 磁钉段特征的求取

定义世界坐标系的原点为车辆在零时刻本体坐

标系的原点， Ｘ 轴方向为车辆的朝向，并设采样周

期为 Ｔ． 在 ｋＴ 时刻，车辆的位姿为 （ｘｖ
ｋ， ｙｖ

ｋ， θｖ
ｋ） Ｔ， 从

ｋＴ 时刻到 （ｋ ＋ １）Ｔ 时刻，里程计的增量为 ΔＳｋ， 航

向角的增量为 Δθｋ， 利用航位推算，可以得到车辆位

姿的递推公式［３－４］为

ｘｖ
ｋ＋１ ＝ ｘｖ

ｋ ＋ ΔＳｋｃｏｓ（θｖ
ｋ ＋

Δθｋ

２
），

ｙｖ
ｋ＋１ ＝ ｙｖ

ｋ ＋ ΔＳｋｓｉｎ（θｖ
ｋ ＋

Δθｋ

２
），

θｖ
ｋ＋１ ＝ θｖ

ｋ ＋ Δθ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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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磁尺安装在车辆的后方，距离车辆中心为 ｌ， 当

磁尺运动到磁钉的正上方时，设此时车辆的位姿为

（ｘｖ，ｙｖ，θｖ）， 磁钉在磁尺上的横向偏移为 ｄ， 如图 ３
所示．

θv

(xv,yv)

(xm,ym)
d

l

图 ３　 磁钉坐标推导

Ｆｉｇ．３　 Ｍａｇｎｅｔ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设磁钉的坐标为 （ｘｍ，ｙｍ）， 由坐标变换，可以

求得磁钉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为

ｘｍ ＝ ｘｖ － ｌ·ｃｏｓ θｖ ＋ ｄ·ｓｉｎ θｖ，
ｙｍ ＝ ｙｖ － ｌ·ｓｉｎ θｖ － ｄ·ｃｏｓ θｖ ．{ （２）

　 　 有了所有磁钉在世界坐标系下的坐标之后，就
可以根据磁钉坐标求解前文提到的 ｓｋ、αｋ， 进而求

得磁钉段特征．
设第 ｋ 颗磁钉的坐标为 （ｘｍ

ｋ ， ｙｍ
ｋ ）， 第 ｋ ＋ １ 颗

磁钉的坐标为 （ｘｍ
ｋ＋１， ｙｍ

ｋ＋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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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ｋ ＝ （ｘｍ
ｋ＋１ － ｘｍ

ｋ ） ２ ＋ （ｙｍ
ｋ＋１ － ｙｍ

ｋ ） ２ ， （３）
ｃｏｓ β１ ＝ （ｘｍ

ｋ － ｘｍ
ｋ－１） ／ ｓｋ－１； ｓｉｎ β１ ＝ （ｙｍ

ｋ － ｙｍ
ｋ－１） ／ ｓｋ－１，

ｃｏｓ β２ ＝ （ｘｍ
ｋ＋１ － ｘｍ

ｋ ） ／ ｓｋ； ｓｉｎ β２ ＝ （ｙｍ
ｋ＋１ － ｙｍ

ｋ ） ／ ｓｋ，
αｋ ＝ ａｒｃｓｉｎ（ｃｏｓ β１·ｓｉｎ β２ － ｓｉｎ β１·ｃｏｓ β２） ． （４）

对每个磁钉段进行如上操作，就可以求得磁钉

段特征．

２　 图的构建

基于图优化的 ＳＬＡＭ 问题通常分为前端和后端

两部分． 前端负责图的构建，后端负责图的优化估

计［１０－１２］ ． 构建图的核心工作是确定优化点的形式和

求出优化所需的边． 在通常的机器人 ＳＬＡＭ 问题中，
优化点是机器人在某些时刻的位姿的估计值，边是

传感器对周围环境的测量求得的闭环约束． 而在本

文中，优化点是磁钉的全局坐标估计，边是通过磁钉

段特征的匹配求得的闭环约束．
利用航位推算可以求得磁钉的坐标估计值，如

式（１）、（２），由此可以得到图中的优化点．
有了前文求出的磁钉段特征以后，就可以通过

对磁钉段特征进行匹配来建立磁钉段之间的闭环约

束． 匹配就是求两个磁钉段特征的相似性，满足一

定相似性要求则认为是匹配成功，在匹配成功的两

个磁钉段之间建立闭环约束． 匹配的方法有余弦距

离法和欧氏距离法，相比于欧氏距离法，余弦距离法

具有固定的取值为［０，１］，更容易进行数值判断，且
能够更多地体现两个向量在方向上的差异，因此本

文使用余弦距离法进行磁钉段特征的匹配．
设有两个磁钉段，分别为 Ｓ１、Ｓ２， 其对应磁钉段

特征分别为：１） 磁钉个数 ｎ１、ｎ２； ２） 磁钉极性序列

ｐ１
→、ｐ２

→； ３） 磁钉间距序列 ｓ１
→
， ｓ２

→
； ４） 磁钉偏角序列

α１
→、α２

→．
对两组向量，求解余弦距离，得

ｃｏｓ ｐ ＝ ｐ１
→·ｐ２

→／ （ ｐ１
→· ｐ２

→ ），

ｃｏｓ ｓ ＝ ｓ１
→
·ｓ２

→
／ （ ｓ１

→
· ｓ２

→
），

ｃｏｓ α ＝ α１
→·α２

→／ （ α１
→· α２

→ ） ．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５）

利用如下条件进行相似性判断：
　 　 　 　 ｉｆ（ｎ１ ＝ ｎ２）＆＆（ｃｏｓｐ ＞ ０．８）＆＆
　 　 　 　 （ｃｏｓ ｓ ＞ ０．８）＆＆（ｃｏｓ α ＞ ０．８）
　 　 　 　 Ｓ１ 和 Ｓ２ 为同一磁钉段；
　 　 　 　 构建闭环约束．
　 　 　 　 ｅｎｄ

以上条件是对闭环约束的初步构建． 其中 ０．８
的阈值是相似度的最低要求． 在多路口的磁钉地图

中，由于漏检的存在和地图的复杂性，很可能出现两

个不同的磁钉段的特征非常相似，满足上述条件而

构建了错误闭环约束的情况，这种情况是无法通过

阈值的设定来进行限制的． 因此，为了使图优化过

程对错误的闭环约束具有足够的鲁棒性，本文利用

式（５）的结果构成动态信息矩阵，并对图优化算法

进行了改进．

３　 改进图优化

图优化是 ＳＬＡＭ 问题的后端． 在常规图优化算

法中，图的因子图表达如图 ４ 所示． 其中 ｘｉ 为机器

人在 ｉ 时刻的位姿， ｕｉ，ｊ 为约束边， ｕｉ，ｊ（ ｊ ＝ ｉ ＋１） 为里程

计约束，通常由航位推算获得， ｕｉ，ｊ（ ｊ≠ｉ ＋１） 为闭环约

束，通常由其他方式获得，比如点云匹配、图像特征

匹配［１３］等，在本文中，闭环约束通过磁钉段特征匹

配得到．

xnxbxax2x1 x3
u1,2 u2,3

ua,b

图 ４　 图的因子图表达

Ｆｉｇ．４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ｒａｐｈ
　 　 优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利用最小二乘法不断迭

代求解优化函数的过程． 常规图优化算法不区分里

程计约束和闭环约束，在优化的过程中将两者统一

考虑，其优化函数为

Ｘ∗ ＝ ａｒｇｍｉｎ
Ｘ

［∑
ｉ，ｊ

‖ｆ（ｘｉ，ｕｉ，ｊ） － ｘ ｊ‖
２
·Ωｉ，ｊ］ ．

（６）
其中 Ωｉ， ｊ 为信息矩阵．

实际上，里程计约束一般由航位推算得到，通常

误差很小，而闭环约束在发生错误匹配的情况下，误
差会很大． 对整张图来说，闭环约束是对优化结果

起决定作用的，错误的闭环约束将会使优化结果和

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因此，更鲁棒的方法是将两者

分开，构造新的优化函数［１４］，即

　 Ｘ∗，Ｓ∗ ＝ ａｒｇｍｉｎ
Ｘ，Ｓ

［∑
ｉ，ｉ ＋１

‖ｆ（ｘｉ，ｕｉ，ｉ ＋１） － ｘｉ ＋１‖
２
·

　 　 Ωｉ，ｉ＋１ ＋ ∑
ｉｊ，ｊ≠ｉ＋１

‖ｓｉｊ·（ｆ（ｘｉ，ｕｉ，ｊ） － ｘｊ）‖２·Ω′
ｉ，ｊ ＋

　 　 ∑ｗ ｉｊ·‖１ － ｓｉｊ‖２］ ． （７）

其中： ｓｉｊ 为转换变量，控制闭环约束对优化过程的

影响，其本身也是优化变量； ｗ ｉｊ 为附加项，避免 ｓｉｊ ＝
０ 导致正确的闭环约束误差被完全消除； Ω′

ｉ，ｊ 为动

态信息矩阵； Ωｉ，ｊ 为基础信息矩阵．
在常规图优化算法中， Ωｉ，ｊ 取决于传感器精度，

对于一个确定的系统， Ωｉ，ｊ 为固定值． 然而，当测量

的置信度不同时，使用相同的信息矩阵进行优化会

让优化结果变差． 因此，本文提出利用余弦距离构

建动态信息矩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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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ｉ，ｊ ＝ ｃｏｓ ｐ· ｃｏｓｓ ｃｏｓｓ ｃｏｓα[ ]·Ωｉ， ｊ ． （８）

式中 ｃｏｓ ｐ 修正整个信息矩阵的权值， ｃｏｓ ｓ、ｃｏｓ ｓ、
ｃｏｓ α 分别修正Ωｉ， ｊ 在对角线上的 ３ 个值，这 ３ 个值对

应的是优化目标 ｘｉ 的 ３ 个分量的自相关系数的逆．
通过对 Ｘ，Ｓ 的联合优化，可以使得正确的闭环

约束起作用，而错误的闭环约束的作用被抑制，从而

使得优化过程更为鲁棒．

４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提出的方法，本文在真实道路环境下

进行了建图实验． 实验场景如图 ５ 所示，图 ５（ａ）为
道路场景，大小约为 １００ ｍ×１２０ ｍ，车道均为双向车

道． 图 ５（ｂ）为磁钉地图的真值，图中共有 ６８０ 颗磁

钉，磁钉之间的间距大多在 １ ～ ２ ｍ 之间，个别磁钉

间距超过 ２ ｍ． 相同极性的磁钉构成 １ 个磁钉段．

200

160

120

80

40

y/
m

140180220260300340
x/m

N极磁钉
S极磁钉

（ａ）道路场景 　 　 　 　 　 　 （ｂ） 磁钉地图真值

图 ５　 实验场景

Ｆｉｇ．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本文使用的数据采集车如图 ６ 所示． 采集车上

安装的传感器有惯导、里程计和磁尺，惯导和里程计

用来推算车辆的位姿，磁尺用来测量磁钉相对于车

的位置． 采集车由人驾驶在磁钉地图中随意沿轨迹

行驶，每个磁钉都至少经过 １ 次．

图 ６　 数据采集车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利用航位推算可以求得磁钉坐标，如图 ７（ ａ）．
从图中可以看出，由于航位推算的累积误差，车辆多

次经过同一磁钉段时，推算得到的磁钉位置完全不

同． 整张图也已经看不出地图的形状，这样的地图

无法应用于下一步的路径规划和导航．
利用本文提出的磁钉段特征，寻找图 ７（ａ）中存

在的闭环约束，见图 ７（ｂ）． 图中，正确的闭环约束，
其连接的两个磁钉是同一磁钉，两个磁钉之间的磁

钉段是同一磁钉段；错误的闭环约束，其连接的两个

磁钉不是同一磁钉，对应磁钉段特征相似，但并非同

一磁钉段．
对含有错误闭环约束的图，常规图优化算法会

优化失败，优化结果如图 ７（ｃ）所示． 可以看到，由于

含有错误的闭环约束，常规图优化是失败的，整张图

已经和真值完全偏离．
使用本文前述的改进图优化算法，可以得到对

错误闭环鲁棒性较好的优化结果，如图 ７（ｄ）所示，
可以看出，改进图优化算法对于错误闭环约束有很

好的鲁棒性，可以大大降低错误闭环约束的影响．
利用 ＩＣＰ 算法，将本文建立的磁钉地图和真值

地图进行匹配，从而进行对比，如图 ８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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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航位推算的磁钉坐标　 　 　 （ｂ） 闭环约束　 　 　 　 　 　 　 　 （ｃ） 常规图优化结果 　 　 　 　 　 （ｄ） 改进图优化结果　 　

图 ７　 实验过程

Ｆｉｇ．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可以看到，本文方法建立的磁钉地图和真值地

图有很好的相似性，多数磁钉段的重复性都比较好，
全局一致性良好．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建立的磁钉

地图比真值地图略大了一圈，这在 ＳＬＡＭ 建图中是

一种常见的现象［１５］ ． 航位推算所带来的惯导和里程

计的误差累积，会使得地图中路段的长度比真实长

度略长，闭环约束和图优化只能减少这部分误差，但
无法完全消除． 另外，本文的实验场景较大，但图中

能建立的闭环约束相对较少，这也使得图优化的效

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如果地图中能够有更多的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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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段提供闭环约束，优化结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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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和真值地图的对比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ｔｒ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ｐ

　 　 文献［６－８］得出了磁钉地图的局部精度对于导

航更为重要，比较磁钉地图的局部精度更有意义的

结论． 因此，为了验证本文建立的地图的精度，本文

使用 ＲＰ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ｅ ｅｒｒｏｒ）值［１６－１８］ 衡量算法结果

和真实数据的差距．
用 ｓ 表示磁钉段中两颗相邻磁钉的间距， α 表

示相邻磁钉连线相对于世界坐标系的偏角，则对磁

钉 ｉ 和磁钉 ｉ ＋ １， 在真值地图中，有

ｓｉ ＝ （ｘｉ ＋１ － ｘｉ） ２ ＋ （ｙｉ ＋１ － ｙｉ） ２，

αｉ ＝ ａｒｃｔａｎ（
ｙｉ ＋１ － ｙｉ

ｘｉ ＋１ － ｘｉ
） ．

ì

î

í

ï
ï

ï
ï

在本文方法建立的地图中，有

　
ｓ＾ ｉ ＝ （ｘ＾ ｉ ＋１ － ｘ＾ ｉ） ２ ＋ （ｙ＾ ｉ ＋１ － ｙ＾ ｉ） ２，

α＾ ｉ ＝ ａｒｃｔａｎ（
ｙ＾ ｉ ＋１ － ｙ＾ ｉ
ｘ＾ ｉ ＋１ － ｘ＾ ｉ

） ．

ì

î

í

ï
ï

ï
ï

则 ＲＰＥ 值的计算式为

Δｓｉ ＝｜ ｓｉ － ｓ＾ ｉ ｜ ，

Δαｉ ＝｜ αｉ － α＾ ｉ ｜ ．
{

分别画出 ｓ、α 以及 ＲＰＥ 值，如图 ９、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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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ｓ、α的比较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 ａｎｄ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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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相对位姿误差

Ｆｉｇ．１０　 Ｒ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ｅ ｅｒｒｏｒ）
　 　 对上图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本文方法建立的地

图，９５％以上的磁钉的局部精度在 １５ ｃｍ 和 ６°以内，
可以满足磁钉导航的需求，基于真实环境的导航实

验验证了本文建立的地图的可用性． 但同时，在个

别位置局部精度并不够好，这是由于在这些位置路

面起伏较大，测量受到影响的缘故． 如果能够将路

面起伏考虑进地图中，建图结果将会更好．

５　 结　 论

１）提出了磁钉段和磁钉段特征的概念，给出了

磁钉段的定义和磁钉段特征的求取方法，并利用磁

钉段特征的匹配来构建闭环约束，同时利用匹配结

果构建了动态信息矩阵．
２）针对常规图优化算法鲁棒性差的问题，引入

了改进图优化算法，并利用动态信息矩阵对该算法

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实验结果证明，改进算法对

错误闭环有着很强的鲁棒性．
３） 引入了 ＲＰＥ 值来衡量建图误差，误差分析

显示，利用磁钉段特征创建磁钉地图，建图精度较

高，全局一致性良好，真实道路的导航试验证明了地

图的可用性．
４） 利用磁钉段特征创建磁钉地图的新方法解

决了多路口磁钉地图的创建问题． 进一步的研究将

致力于如何提高地图的精度以及如何利用该地图进

行导航．

参考文献

［１］ ＡＳＡＯＫＡ Ａ， ＵＥＤＡ Ｓ．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ｕｌｅｒ ｉｎ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ｙｓｔｅｍ［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Ｔｏｋｙｏ： ＩＥＥＥ， １９９６： ３７３

·７２·第 ３ 期 王赞， 等： 利用磁钉段特征创建磁钉地图的新方法



［２］ ＴＡＮ Ｓ Ｈ， ＧＵＬＤＮＥＲ Ｊ， ＰＡＴＷＡＲＤＨＡＮ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ｓｔｅｅｒ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ｍａｇｎｅｔｓ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Ｊ］ ． ＩＥＥＥ ／ ＡＳ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１９９９， ４（３）： ２５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３５１６．７８９６８４

［３］ ＸＵ Ｈａｉｇｕｉ，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ｘｉａｎｇ， ｅｌ 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
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Ｊ］ ． ＩＥＥＥ ／ ＡＳＭ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１５（４）： ６５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ＴＭＥＣＨ．２００９．２０２９５７２

［４］ ＢＥＮＴＯ Ｌ Ｃ， ＮＵＮＥＳ Ｕ， ＭＯＩＴＡ Ｆ，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ｓ ［ Ｃ ］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ｅｎｎａ： ＩＥＥＥ， ２００５： ２４５

［５］ ＬＯＰＥＳ Ａ Ｃ， ＭＯＩＴＡ Ｆ， ＮＵＮＥＳ Ｕ， ｅｔ ａｌ． Ａｎ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ｇｕｉｄｅｐａｔｈ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Ｍ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ｂｕ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Ｃ］ ／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ｒａｓ： ＩＥＥＥ， ２００７： ９８９

［６］ ＺＨＵ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ｍａｇｎｅｔｓ［Ｃ］ ／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Ｄｅａｒ⁃
ｂｏｒｎ：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４： ４３２

［７］ ＺＨＵ Ｇ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ＬＩ Ｈａｏ， ｅｔ ａｌ．Ｃｕｒｖａｔｕｒｅ ｍａｐ⁃ｂａｓｅｄ 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６， １７
（１２）： ３５４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ＴＩＴＳ．２０１６．２５５７０６６

［８］ 朱刚． 面向城市环境的无人驾驶车辆磁导航方法研究 ［Ｄ］． 上

海：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０１５
ＺＨＵ Ｇ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ｍｏｕ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ｉａｏ 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９］ ＹＵ Ｙｕａｎ， ＧＵＯ Ｌｉｎｄ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 ＳＬ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ｍａｇｎｅｔ ｍａｐ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Ｂａｌｉ：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４：
２６６１

［１０］ＧＲＩＳＥＴＴＩ Ｇ， ＫＵＭＭＥＲＬＥ Ｒ， ＳＴＡＣＨＮＩＳＳ Ｃ， ｅｔ ａｌ． Ａ 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 ＳＬＡＭ ［ Ｊ］ ．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０１０， ２（４）： ３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０９ ／ ＭＩＴＳ．２０１０．９３９９２５

［１１］王忠立， 赵杰， 蔡鹤皋． 大规模环境下基于图优化 ＳＬＡＭ 的后

端优化方法 ［Ｊ］ ．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４７（７）： ２０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ｌｉ， ＺＨＡＯ Ｊｉｅ， ＣＡＩ Ｈｅｇａｏ． Ｂａｃｋ⁃ｅ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ｐｈ⁃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ＬＡＭ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４７（７）：
２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１８ ／ ｊ．ｉｓｓｎ．０３６７－６２３４．２０１５．０７．００２

［１２］梁明杰， 闵华清， 罗荣华． 基于图优化的同时定位与地图创建

综述 ［Ｊ］ ． 机器人， ２０１３， ３５（４）： ５００
ＬＩＡＮＧ Ｍｉｎｇｊｉｅ， ＭＩＮ Ｈｕａｑｉｎｇ， ＬＵＯ Ｒｏｎｇｈｕａ． 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
ＳＬＡＭ： ａ ｓｕｒｖｅｙ［Ｊ］ ． Ｒｏｂｏｔ， ２０１３， ３５（４）： ５００．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１２１８．２０１３．００５００

［１３］权美香， 朴松昊， 李国． 视觉 ＳＬＡＭ 综述［ Ｊ］ ． 智能系统学报，
２０１６， １１（６）： ７６８
ＱＵＡＮ Ｍｅｉｘｉａｎｇ， ＰＵ Ｓｏｎｇｈａｏ， ＬＩ Ｇｕｏ．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ＳＬＡＭ
［ Ｊ］ ． ＣＡＡＩ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６， １１（６）： ７６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９２ ／ ｔｉｓ．２０１６０７０２６

［１４］ ＳÜＮＤＥＲＨＡＵＦＮ， ＰＲＯＴＺＥＬ Ｐ． Ｓｗｉｔｃｈ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ｐｏｓｅ ｇｒａｐｈ ＳＬＡＭ［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
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ｌａｍｏｕｒａ：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２： １８７９

［１５］ＫＩＭ Ｊ， ＣＨＥＮＧ Ｊ， ＳＨＩＭ 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Ｇｒａｐｈ⁃ＳＬＡ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
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 ｄｕａｌ⁃ｑｕａｔｅｒｎｉｏｎｓ ［ Ｃ ］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ｏｙａｎｇ：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５：
３４

［１６］ＣＡＲＬＯＮＥ Ｌ， ＣＥＮＳＩ Ａ， ＤＥＬＬＡＥＲＴ 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ｖｉａ ℓ１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ｖｅｘ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ｇｒａｐｈｓ ［ 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４： ２６６７

［１７］ＫÜＭＭＥＲＬＥ Ｒ， ＳＴＥＤＥＲ Ｂ， ＤＯＲＮＨＥＧＥ Ｃ，ｅｔ ａｌ．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ＬＡＭ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 ． Ａｕｔｏｎ Ｒｏｂｏｔ， ２００９， ２７： ３８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１０５１４－００９－９１５５－６

［１８］ＳＴＵＲＭ Ｊ， ＥＮＧＥＬＨＡＲＤ Ｎ， ＥＮＤＲＥＳ Ｆ， ｅｔ ａｌ． Ａ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ＧＢ－Ｄ ＳＬＡ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Ｖｉｌａｍｏｕｒａ： ＩＥＥＥ， ２０１２：
５７３

（编辑　 魏希柱）

·８２·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 ５１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