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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6要"变电站的设备巡检工作对于保证供电可靠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人工巡检方式效率低!工作量

大!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 机器人巡检已成为智能电网未来发展的趋势" 文中研究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实时定位和

地图创建$?S;A%!根据巡检业务特征实现 ?S;A建模!提出一种基于自适应蒙特卡洛$;AD%算法的巡检机器人

?S;A方法!考虑变电站实际环境动态和巡检机器人特征的复杂性!实现机器人二维地图的创建和实时定位" 仿真

结果表明!基于;AD的巡检机器人 ?S;A定位精度更高!针对不同过程噪声的抗干扰性更强!更适用于变电站巡

检机器人的 ?S;A问题解决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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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变电站设备巡检是保障变电站安全运行的基

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变电站巡检呈现出智

能化%无人值守的趋势
+#-

" 传统的人工巡检方式由

于巡检人员的业务水平%执行能力%工作状态%劳动

强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已出现误检或漏检现象!

造成经济损失和运行安全风险" 以巡检机器人代

替人工巡检!是电力行业的一次技术性革命
+!-

" 将

机器人的非接触式监控与变电站#四遥$系统的接

触式监控相结合!从而实现变电站的全天候监控!

进而可有效减少变电站的误检或漏检
+4,7-

!提高电

力系统自动化水平!极大增强变电站的运行安全性

与供电可靠性
+L,8-

" 因此!机器人巡检必将成为智

能电网未来发展趋势"

巡检机器人实时定位和地图创建&B+PO&)9/'-OB

&-(9&+V9)+-/ 9/N P9TT+/0! ?S;A'是限制巡检机器人

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瓶颈" 前期的主动导航定位方

法有基于以机器视觉和三维地图
+5-

%射频识别技

术
+$-

%分层控制方案
+#"-

等!定位精度虽然较传统方

法更加精确!然而大多数研究方法存在着视觉特性

点的不变性
+##-

%计算迭代量
+#!-

之间的复杂性以及

位置信息不准确等缺点" 近年来!基于滤波算法的

?S;A方法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可明显减少巡

检机器人的工作计算量%复杂度及改善误差的鲁棒

性
+#4,#M-

" 一般 ?S;A的实现方法有卡尔曼滤波器

法&h9&P9/ :+&)'*! hC'

+#7-

%局部子地图法
+#L-

%去相

关法
+#8-

和分解法
+#5-

&C9B)>?S;A'!但这些方法都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于变电站实际环境动态和巡检

机器人特征的复杂性!上述方法都难以取得理想的

结果!因此提出了基于自适应蒙特卡洛 &9N9T)+U'

P-/)'(9*&-! ;AD'算法的巡检机器人全局地图创建

与定位研究!旨在增强抗干扰能力和提升定位结果

的精确程度"

针对 ?S;A的内容和业务需求开展建模!实现

机器人位姿和环境中路标位置的估计!提出了基于

;AD的巡检机器人全局地图创建与定位算法!利用

粒子滤波器使移动机器人在二维环境下进行全局

定位!并修复本地故障" 通过算例仿真验证了所提

算法在巡检机器人 ?S;A的应用!提升了巡检机器

人高效性和精确性!为其在变电站等环境中的应用

提供了强有利的理论支撑"

#"&%N:概述

#$#"&%N:的定义

?S;A问题可描述为.移动机器人在未知环境

中发生位姿变化!创建增量式地图
+#4-

!同时在变化

过程中!根据传感器数据估计自身所在的位置!从

而实现移动机器人的导航" 实现 ?S;A主要有两部

分关键内容!即定位和建图"

&#' 定位.移动机器人需要找到自身在环境中

位置*

&!' 建图.移动机器人需要对自身所处的环境

进行特征描述!并建立环境地图"

L#



移动机器人的 ?S;A目标为机器人在定位的同

时建立环境地图" 移动机器人的地图创建离不开

精确定位!精确定位依赖于创建地图!二者互相影

响" 将移动机器人置于陌生环境!它无法像人一样

瞬间辨识周围物体!只能通过自身传感器感知周围

环境%获取环境信息!渠道有限!这影响着定位的准

确性" 地图和定位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另外一个未

知量便会很快得知"

利用现有技术解决上述难题!可分为 !类.一是

以卡尔曼滤波为基础!利用机器人内部的里程计等

传感器获取定位!将多个传感器获取的信息进行融

合!该方法虽然能够减小定位误差!但是只涉及内

部传感器!大量信息获取会使累积误差较大*二是

移动机器人的内外传感器兼并!外部传感器获取环

境信息!内部传感器获取里程%位姿信息!将二者的

信息进行融合和校正!能够减小累积误差" 文中采

用内外传感器兼用的方式研究变电站巡检机器人

的创建地图与定位"

#$>"&%N:建模

为了解决巡检机器人的定位和建图问题!需要

建立模型来分析巡检机器人的运动以及与周围环

境的相对位置等关系" 巡检机器人本身配置了多

种传感器!内部的传感器用于确定巡检机器人自身

的运动和位姿等状况!而外部的传感器用于分析机

器人周围的物理环境和相对位置等信息" 激光扫

描仪作为外部传感器用于检测机器人路径和障碍

物方位!通过对各种传感器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

处理!可以实现巡检机器人的定位和建图" 首先!

将巡检机器人周围的障碍物划分为若干点的集合!

称为路标" 设定某巡检机器人在陌生环境运动!同

时激光扫描仪发射出无数条旋转光束" 根据传感

器采集收集得到的信息进行机器人位姿和环境中

路标位置的估计!如图 #所示"

图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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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检机器人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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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时刻系统的状态变量为.

图#"&%N:问题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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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机器人位置和姿态*"

1

+

&"'为此时所

能观测到的 $ 个路标位置!每一对&<!*'对应一个

路标" ?S;A的核心是估计机器人位姿和环境中路

标位置!即对"&"'的估计"

由于受到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系统的先验状

态估计是不准确的" 借助传感器测得的实际距离

值计算后验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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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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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 # 到 "

*

时刻系统的状态*+

"

为 # 到 "

时刻传感器的观测值*)

"

为 # 到 "时刻机器人的给

定控制量"

预测步中!假设"

\

#时刻后验概率已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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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步中!"时刻获得新观测量 ?&"'!利用系

统测量模型更新先验概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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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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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9*R-U为随机过程的专有名词表示"

>"基于 N:'的巡检机器人全局地图创建

与定位算法

66巡检机器人 ?S;A以概率为基础的定位已逐渐

得到应用
+#$,!"-

!文中提出的基于 ;AD的巡检机器

人全局地图创建与定位!结合了巡检机器人运动%

传感器模型!釆用若干带权重的粒子作为样本代表

概率随机分布!从而能够评估非线性非高斯的过

程
+!#,!!-

!出现很多轨迹预测模型!比以往的预测方

式更准确"

>$#"N:'算法概述

从数学角度看!蒙特卡罗粒子滤波可以看成是

一个积分算法
+!4-

" 假设要算出 4&<'在定义域 +1!

)- 范围的积分值!4&<'在定义域范围里的最大值

4

P9Y

!首先要估计一个比 4

P9Y

还要大的 @!接着需要反

复在 +1!)- 和 +"!@- 范围内分别选取任意数!进行

+1!)-

A

+"!@- 计算!得到多对任意数&B!4'!并判

断4与4&B'的大小!统计 4m4&B'的数量 $" 当产生

点的数量C足够大时计算出 &$6C'

A

&)

'

1'

A

@!

这就是函数4&<'在区间 +1!)- 内的积分值"

在;AD算法中!取 D

[

"!并从范围 +1!)- 中取

C个随机数B!赋值.D

Z[

4&B'JC!当 C足够大时!计

算D

A

&)

'

1' !这就是4&<'在 +1!)- 的积分值" 这

种方法的优点在于.&#' 在二维区域计算!维数减

少!则产生随机数耗时减少*&!' 相对精度更高!明

显提高运算效率*&4' 求解范围更大"

用于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定位方面!主要表

现为.&#' 维数减小!提高抽取样本节点的效率*

&!' 定位的精度更高!位姿能够及时更新*&4' 机器

人的环境范围局限性较小"

>$>"基于N:'的巡检机器人&%N:算法

基于;AD的定位利用粒子滤波器使移动机器

人在二维环境中进行全局定位!并修复本地故障"

以现有地图为基础!采用粒子滤波器!描述移动机

器人的位姿变化!主要包括以下 !个阶段"

&#' 预测阶段" 选择一个估计密度 E&<'来代

替难以采样的真实概率密度7&<'!则自适应蒙特卡

洛积分问题可以转变为.

)

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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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

E&<'N< &5'

式中.7&<'为实际密度*E&<'为代替 7&<'的估计密

度" 假设E&<'的定义域大于等于E&<'的定义域"

利用多个E&<'加权来近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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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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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归一化权重"

&!' 滤波阶段" 假设在 "时刻的节点获得 !"

个粒子的采样集合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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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测点区域能够构成封闭图形!

则其他采样粒子可以去除" 剩下的 7个粒子面积大

小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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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面积可得到 7 个粒子

的密集程度权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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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到节点采样集合与真实位置的相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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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粒子密度与定位精度的相关系数*

) 为权

值与定位精度的相关系数!在理想情况下 #

[

)

[

"I7" 最后取H

n

+

R!P9Y

值相对应的粒子位置作为节点

的位置!具体流程如图 !所示"

H"仿真测试

H$#"仿真环境

根据;AD算法原理!在 A9)&9Q 中构建区域环

境!仿真参数和环境如表 # 和图 4 所示" 图 4 中的

路标位置为随机分配得到的"

H$>"定位精度分析

仿真中节点初始值设置为真实值!定位误差为

零" 每到一个新时刻!在不超出区域范围内条件

下!!"" 个节点需要按照随机路点 &*9/N-P .93

T-+/)!b̀ ,'模型移动一次" 移动结束后!分别利用

AD算法和 ;AD算法对节点进行预测%校正%重采

5#



图>"基于N:'的巡检机器人&%N:算法

()*$>"E1,5/05/A/,&%N:10*/5),+=A1324/-N:'

表#"基于N:'的定位精度分析仿真参数

?1A02#"%/71,)/-17785176 1-1063)3 1-4

3)=801,)/-D151=2,253 A1324/-N:'

参数 数值

运动环境面积JP

!

!""

o

!""

通信半径JP 7"

移动节点 !""

路标 !"

节点移动的最大速度I

P9Y

J&P0B

\

#

'

!"

节点移动步数B)'T L"

采样范围确定后!估计位置扩大倍数 4

每个采样范围内的最大采样次数 !""

样%滤波处理!再计算出 !"" 个节点的定位误差!取

其平均值作为一次移动完成后的定位误差" L" 次

移动结束后!得到误差平均值如图 M 所示" 明显可

见!;AD精度优于AD!定位误差更小"

仿真中存在一些无法得到定位的节点!图 M 是

节点运动 L"步后!每一步定位时无法定位节点的数

目" 在节点运动各阶段!基于;AD的定位方法无法

定位的节点数目均低于 AD" 如以 L" 次不能定位

的节点数目均值而言!AD算法约为 MIMM$ 个!节点

定位覆盖率为 $8I5W*而 ;AD算法约为#IMM#个!节

图H"定位精度分析的仿真环境

()*$H"&)=801,)/-2-.)5/-=2-,</5

D/3),)/-)-*17785176 1-1063)3

图I":'和N:'定位误差对比

()*$I"'/=D15)3/-/<D/3),)/-)-*255/53

A2,;22-:'1-4N:'

点定位覆盖率为 $$I4W"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滤波条

件的放宽!导致相同采样次数下满足条件的采样粒

子数目增加!引起可定位节点数目增加" 仿真结果

表明!;AD算法中无法定位节点数目明显减少!相

应地验证了可定位节点数据的增加!见图 7"

图J"无法定位的节点数目对比

()*$J"'/=D15)3/-3 /<,+2-8=A25

/<8-D/3),)/-24-/423

&#' I

P9Y

对定位误差的影响" 仅改变节点移动

最大速度I

P9Y

!利用 AD算法和 ;AD算法分别进行

节点定位仿真!如表 !和图 L所示"

66由图 L可知!随着 I

P9Y

增大!基于 AD的定位误

差逐渐增大" 当I

P9Y

增加到 M" PJB时!定位误差高

$#谢林枫 等.基于;AD算法的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地图创建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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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改变 !

=1C

的节点定位精度变化

?1A02>"'+1-*2/<-/420/71,)/-17785176 /<!

=1C

节点速度J

&P0B

\

#

'

定位误差JP

AD ;AD

误差降

低JW

#" $I$#M M# 5I$"4 75 #"I!

!" #"I#M4 #M $I"#5 5! ##I#

4" #"I#!7 7L $I"7# $M #"IL

M" #"I!8# !! $I##" 75 ##I4

7" #"IM#7 "$ $I#$" 54 ##I8

图O"!

=1C

对定位误差的影响

()*$O"S-<082-72/<!

=1C

/-D/3),)/-)-*255/5

达 #"I! P" 当节点最大移动速度I

P9Y

增加到 7" PJB

时!由于采样粒子的数量过小!AD算法不断地进行

重复采样!造成定位时间过长!且定位误差较大"

而基于;DA的定位随着节点最大移动速度 I

P9Y

的

增加!定位误差增加速度较为缓慢" 当 I

P9Y

达到 M"

PJB时!定位误差仅为 $I!$ P!平均定位误差下降了

约 ##W左右" 总体看来!基于 ;AD的定位误差始

终低于AD算法!因此在节点最大移动速度I

P9Y

变化

过程中!基于;AD算法定位精度比AD算法要高"

&!' 采样数量不同对定位误差的影响" 仅改变

采样粒子数目!分别取 #"! !"! 7"! #""! #7"! !""!

!7"!4""个粒子!采用 AD和 ;AD算法分别对节点

进行定位!用算法得到的估计位置和实际位置之间

的欧式距离与通信半径的比值来表示定位误差的

百分比!如图 8所示"

由图 8可知!当采样粒子数目不同时!AD算法

的移动节点定位误差总是比 ;AD算法的误差大"

当粒子数目小于 #" 个时!AD算法的移动节点定位

误差过大" 而对于;AD算法而言!即使粒子数目很

少!定位误差也不超过 !"W" 当采样粒子数大于

!""个时!AD算法中的有效采样率降低!移动节点

定位误差逐渐增大" 而随着采样粒子数的增多!基

于;AD算法的定位误差维持在 #"W左右!逐渐趋

于一个稳定状态"

H$H"抗干扰性分析

通过A9)&9Q构建基于 AD和 ;AD算法抗干扰

图Q"采样粒子数目对定位精度的影响

()*$Q"B<<27,/<31=D0)-*D15,)702

-8=A25/-0/71,)/-17785176

性研究的仿真环境!仿真参数和环境分别如表 4 和

图 5所示"

表H"抗干扰性研究的仿真参数设置

?1A02H"?+23)=801,)/-D151=2,253

32,,)-*</51-,)@T1==)-*

参数 数值

运动环境面积JP

!

#""

o

#""

节点总数 #""

测量时间JJB #"

旋转角度J*9N

!

JJ

行走速度J&P0B

\

#

'

5"JJ

图U"粒子运动后状态

()*$U"E/3,@=/,)/-3,1,2/<D15,)7023

66仿真过程为节点移动的动态过程!模拟一个弧

线运动的状态!图 5表示节点运动结束的状态!根据

各个粒子的位置可以得出粒子中心位置!从图中分

析粒子中心与节点最终状态的位置关系可以得出

定位算法的抗干扰能力!粒子中心与节点真实状态

越接近表示所采用定位算法的抗干扰性越好" 运

动的过程中!首先设置过程噪声K

[

#!测量噪声L

[

#!分别采用 AD算法和 ;AD算法进行节点的自定

位仿真试验" 记录节点的真实位置%粒子中心位置

和AD%;AD算法测量的位置!并连接!如图 $&9'%

图 #"&9'所示" 图 $&Q'%图 #"&Q'为定位算法得到

的节点位置与真实位置之间的欧式距离!即定位

误差"

"!



图V""

W

###

W

#时的:'仿真结果

()*$V":'3)=801,)/-52380,3 ;),+"

W

###

W

#

图#!""

W

###

W

#时的N:'仿真结果

()*$#!"N:'3)=801,)/-52380,3 ;),+"

W

###

W

#

由图 $&9'%图 #"&9'可知!K

[

#!L

[

# 时!基于

AD算法的自定位轨迹与真实轨迹偏差比较大!而

;AD算法得到的自定位轨迹与真实轨迹接近" 由

图 $&Q'%图 #"&Q'可知!由初始位置开始追踪运动

节点!直到运动到 ! B时!基于 AD算法的定位误差

为 7 P!在 8 B之后定位误差才逐渐趋于稳定!但仍

有波动" 而;AD算法在 ! B时的定位误差为 ! P!!

B之后的定位误差区域稳定!且波动不大" 因此!在

噪声方差比较小时!;AD算法的定位误差不大!和

真实路径基本一致!且定位误差达到稳定的速度较

快*而AD算法在自定位的初始阶段误差较大!达到

稳定的速度较慢" 因此K

[

#!L

[

#时!基于;AD的

定位算法抗干扰能力较强"

设置K

[

7!L

[

7!分别采用 AD算法和 ;AD算

法进行节点的自定位仿真实验!见图 ##%图 #!"

图##""

W

J##

W

J时的:'仿真结果

()*$##":'3)=801,)/-52380,3 ;),+"

W

J##

W

J

图#>""

W

J##

W

J时的N:'仿真结果

()*$#>"N:'3)=801,)/-52380,3 ;),+"

W

J##

W

J

在K

[

7!L

[

7 时!由图 ##&9'%图 #!&9'可知!

基于AD算法的自定位轨迹与真实路径相差较大!

而基于;AD算法的自定位轨迹与真实路径比较接

#!谢林枫 等.基于;AD算法的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地图创建与定位



近" 由图 ##&Q'%图 #!&Q'可知!运动到 ! B时!AD

算法的定位误差为 #" P!而 ;AD算法的定位误差

为 ! P" 在自定位 ! B之后!AD算法的定位误差虽

然逐渐降低!但波动较大!一直没有达到稳定状态"

而;AD算法定位误差维持在 ! P至 M P之间!波动

不大!基本趋于稳定状态" 由此可见!当过程噪声

和测量噪声增大后!;AD算法的定位精度所受干扰

不明显!定位抗干扰能力较强"

I"结语

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AD算法的变电站巡检

机器人地图创建与定位!结合地图表示%变电站巡

检机器人结构及传感器分析等对 ?S;A进行建模!

考虑了环境动态和机器人特征的复杂性!提出了基

于自适应蒙特卡洛的变电站巡检机器人地图创建

和实时定位算法!实现了巡检机器人的全局定位"

仿真结果表明!基于;AD算法的巡检机器人 ?S;A

定位精度更高!针对不同过程噪声的抗干扰性更

强" 因此!更适用于变电站巡检机器人的 ?S;A问

题解决和实践应用"

文中关于智能巡检机器人 ?S;A问题的研究和

探索为对巡检机器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

论依据" 在大规模的变电站中!多机器人协同工作

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单个机器人" 但是多机器人之

间在信息融合%信息共享%分区控制及地图融合等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因此!进一步工作重点将针对

开展多机器人协同工作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 郭杨!陈昊I激光导航智能机器人巡检系统在特高压变电站

的应用+]-I电力工程技术!!"#8!4L&M'.#!7>#4"I

E_H39/0!Dd%Gd9-I</)'&&+0'/)*-Q-)+/BT'()+-/ B3B)'PQ9B>

'N -/ &9B'*/9U+09)+-/ +/ _d@BOQB)9)+-/+]-I%&'()*+(,-.'*

%/0+/''*+/01'(2/-&-03!!"#8!4L&M'.#!7>#4"I

+!- 鲁守银!钱庆林!张斌!等I变电站设备巡检机器人的研制

+]-I电力系统自动化!!""L!4"&#4'.$M>$5I

S_?2-O3+/!f<;Gf+/0&+/!ad;GEF+/!')9&I='U'&-TP'/)-:

9P-Q+&'*-Q-):-*BOQB)9)+-/ 'gO+TP'/)</BT'()+-/+]-I;O)-P9>

)+-/ -:%&'()*+(,-.'*?3B)'P!!""L!4"&#4'.$M>$5I

+4- 刘清泉!郝晓光!刘勇!等I智能变电站物理回路故障诊断方

案设计及实现+]-I供用电!!"#5!47&!'.8$>5MI

S<_f+/0gO9/!d;H +̂9-0O9/0!S<_e-/0!')9&I='B+0/ 9/N *'>

9&+V9)+-/ -::9O&)N+90/-B+BB(2'P':-*T23B+(9&(+*(O+)-:+/)'&&+>

0'/)BOQB)9)+-/+]-I=+B)*+QO)+-/ c _)+&+V9)+-/! !"#5! 47 & !'.

8$>5MI

+M- 杜兴伟!祝琳!余俊杰!等I智能变电站一体化管控平台研究

与应用+]-I供用电!!"#5!47&L'.LL>8#I

=_ +̂/0.'+!ad_S+/!e_]O/K+'!')9&Ib'B'9*(2 9/N 9TT&+(9)>

+-/ -:+/)'0*9)'N P9/90'P'/)9/N (-/)*-&T&9):-*P:-*BP9*)BOQ>

B)9)+-/+]-I=+B)*+QO)+-/ c_)+&+V9)+-/!!"#5!47&L'.LL>8#I

+7- 杨三根!刘凯!邹小金!等I基于多系统融合的变电站设备智

能管理系统研究+]-I供用电!!"#5!47&8'.84>88!5!I

e;GE?9/0'/!S<_h9+!aH_ +̂9-K+/!')9&Ib'B'9*(2 -:9/ +/>

)'&&+0'/)P9/90'P'/)B3B)'P -:BOQB)9)+-/ 'gO+TP'/)OB+/0

PO&)+>B3B)'P:OB+-/ +]-I=+B)*+QO)+-/ c _)+&+V9)+-/! !"#5! 47

&8'.84>88!5!I

+L- 腾云!陈双!邓洁清!等I智能巡检机器人系统在苏通E<S综

合管廊工程中的应用 +]-I高电压技术! !"#$! M7 & !'.

4$4>M"#I

1%GEeO/!Dd%G?2O9/0!=%GE]+'g+/0!')9&I;TT&+(9)+-/ -:

+/)'&&+0'/)+/BT'()+-/ *-Q-)B3B)'P+/ BO)-/0E<SO)+&+)3)O//'&

T*-K'()+]-Id+02 @-&)90'%/0+/''*+/0!!"#$!M7&!'.4$4>M"#I

+8- 林超!戴昊!薛志成!等I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的应用综述

+]-I自动化应用!!"#5&#!'.84>87I

S<GD29-!=;<d9-! _̂%a2+(2'/0!')9&I?OPP9*3-:)2'9T>

T&+(9)+-/ -:+/)'&&+0'/)+/BT'()+-/ *-Q-)+/ BOQB))+-/+]-I;O)-P9>

)+-/ ;TT&+(9)+-/!!"#5&#!'.84>87I

+5- ?_a_h<1! h<1;A_b;A! ;A;GHe! ')9&IL>=HC&-(9&+V9>

)+-/ :-*9P-Q+&'*-Q-)OB+/0-O)N--*4=U-Y'&P9TB+D-

'

</)'*>

/9)+-/9&D-/:'*'/('-/ </)'&&+0'/)b-Q-)B9/N ?3B)'PB! 19+T'+!

!"#".7848>78M4I

+$- E_%;<%F !̀A<;dA?I;/ +/)'&&+0'/)P-Q+&'*-Q-)/9U+09)+-/

)'(2/+gO'OB+/0bC<=)'(2/-&-03+]-I<%%%1*9/B9()+-/B-/ </>

B)*OP'/)9)+-/ 9/N A'9BO*'P'/)!!""5!78&$'.#$"5>#$#8I

+#"- 矫德余I基于嵌入式系统的智能巡检机器人研制+=-I北

京.中国石油大学!!"#"I

]<;H='3OI='U'&-TP'/)-:9/ +/)'&&+0'/)+/BT'()+-/ *-Q-)

Q9B'N -/ 'PQ'NN'N B3B)'P+=-IF'+K+/0.D2+/9_/+U'*B+)3-:

,')*-&'OPA9B)'*='0*''12'B+B!!"#"I

+##- 何挺!杨向东!陈恳I机器人双目视觉目标跟踪研究+]- I

机械设计与制造!!""5&4'.#L#>#L4I

d%1+/0!e;GE +̂9/0N-/0!Dd%Gh'/Ib'B'9*(2 -/ )9*0')

)*9(R+/0-:Q+/-(O&9*U+B+-/ *-Q-)+]-IA9(2+/'*3='B+0/ 9/N

A9/O:9()O*'!!""5 &4'.#L#>#L4I

+#!- 龙慧!胡利!周宴宇I迭代卡尔曼滤波在机器人定位中的应

用+]-I现代电子技术!!"#"!44&!!'.#!4>#!7I

SHGEdO+!d_S+!adH_e9/3OI;TT&+(9)+-/ -:+)'*9)'N h9&>

P9/ :+&)'*+/0+/ *-Q-)&-(9&+V9)+-/+]-IA-N'*/ %&'()*-/+(1'(2>

/-&-03!!"#"!44&!!'.#!4>#!7I

+#4- @H<?;G%<!,;_S<? F!,b%D_,b%!')9&IbH?>Q9B'N

*-Q-)/9U+09)+-/ 9/N 2OP9/ +/)'*9()+-/ +/ +/N--*'/U+*-/P'/)

+D-

'

<%%%]OQ+&''</)'*/9)+-/9&?3PT-B+OP -/ ;TT&+'N

D-PTO)9)+-/9&</)'&&+0'/('9/N </:-*P9)+(B!1+P+B-9*9!!"#7.

4#>4LI

+#M- ?Dd%%b]!Cb<1aA! Eb;_HIS'9*/+/0)-B'&'()&-/0>)*9(R

:'9)O*'B:-*B)*O()O*':*-P P-)+-/ 9/N U+BO9&?S;A+A-I

,9))'*/ b'(-0/+)+-/I?T*+/0'*</)'*/9)+-/9&,OQ&+B2+/0!!"#LI

+#7- 李庆瀛!褚金奎!李荣华!等I基于卡尔曼滤波的移动机器

人运动目标跟踪 +]-I传感器与微系统!!""5!!8 & ##'.

LL>L5I

S<f+/03+/0!Dd_]+/RO+!S<b-/02O9!')9&IA-U+/0-QK'()

!!



)*9(R+/09&0-*+)2P:-*P-Q+&'*-Q-)Q9B'N -/ h9&P9/ :+&)'*+]-I

1*9/BNO('*9/N A+(*-B3B)'P 1'(2/-&-0+'B! !""5! !8 & ##'.

LL>L5I

+#L- 苑晶!黄亚楼!陶通!等I基于局部子地图方法的多机器人

主动同时定位与地图创建 +]-I机器人! !""$! 4# & !'.

$8>#"4I

e_;G]+/0!d_;GEe9&-O!1;H1-/0!')9&IAO&)+>*-Q-)9()+>

U'B+PO&)9/'-OB&-(9&+V9)+-/ 9/N P9TT+/0Q9B'N -/ &-(9&

BOQP9T 9TT*-9(2+]-Ib-Q-)!!""$!4#&!'.$8>#"4I

+#8- 张颖!吴成东!原宝龙I机器人路径规划方法综述+]-I控制

工程!!""4!#"&#'.#7!>#77I

ad;GEe+/0!`_D2'/0N-/0!e_;GF9-&-/0I,*-0*'BB-/

T9)2 T&9//+/0*'B'9*(2 :-**-Q-)+]-ID-/)*-&%/0+/''*+/0-:

D2+/9!!""4!#"&#'.#7!>#77I

+#5- 王伟峰!吴勇超!张旭!等I基于栅格法的移动机器人单元

分解遍历方法研究+]-I自动化技术与应用!!"#4!4!&##'.

4M>45I

`;GE`'+:'/0!`_e-/0(29-!ad;GE Ô!')9&Ib'B'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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