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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农机具在温室大棚内的定位、作业轨迹跟踪及作业面积核算需求，提出一种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理论的温

室机具室内定位优化算法。首先根据惯性导航测量技术预估被测目标定位初值，再利用无线 ＲＳＳＩ测距技术使用

加权质心算法获得定位测量结果，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进行定位信息最优化计算，以消除基于单一测量技术存在

数据漂移、测试信号受遮挡、电磁干扰造成的误差，获得准确的定位信息，进而实现作业轨迹的实时跟踪以及作业

面积的有效核算。在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分析中，首先建立定位算法评价指标以便于定位效果评估，通过仿真计算得出：基

于多源数据融合的优化定位算法的定位精度及稳定性均优于单一无线 ＲＳＳＩ室内定位算法。温室大棚田间试验的

实际测试结果表明，室内定位精度不大于 ０１２５ｍ，定位误差小于０４％，能够较好地满足温室内作业机具的定位及

作业轨迹实时获取与监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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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设施农业的不断发展，温室大棚面积逐年

增加，温室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需求增长迅速，温

室内作业机具的作业质量、作业轨迹及作业面积，成

为生产实际中急需量化的作业核算指标。此类信息

的实时获取与检测对指导农机高效作业、控制生产

资料的投入，以及计算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等具有

很大帮助。

目前，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Ｓ）能够为地面用户提供准确实时的经度、
纬度和高程等导航定位信息，是支撑精准农业实践

的核心技术之一，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机械化导航、农

田定位和面积测量中，其在面积测量方面具有高精

度、全天候、高效率、多功能、易操作等明显优势，但

是由于室内环境下 ＧＰＳ信号不可获得，因此不能将
其应用于室内农机作业轨迹的采集。目前，目标点

的室内定位方法多是基于距离测量的定位算法，包

括：基于接收信号强度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ＳＳＩ）［１－２］，信 号 到 达 时 间 （Ｔｉｍｅｏｆ
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ＯＡ），信号到达时间差（Ｔｉ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ａｒｒｉｖａｌ，ＴＤＯＡ）和信号到达角度（Ａｎｇｅｌｏｆａｒｒｉｖａｌ，
ＡＯＡ），其中基于无线传感网络 ＲＳＳＩ定位方法在室
内定位应用中较广

［３］
，其使用“接收信号强度 距

离”模型进行测距，检测方法简单易行，但在实际测

试环境下，由于天线增益、反射、阻挡、多径传播等因

素的影响，基于 ＲＳＳＩ的作业轨迹跟踪测量系统的测
试误差会随着距离 ｄ的增大而增大，其传播损耗和
传播距离 ｄ之间的线性关系也会发生局部的剧烈变
化，定位精度会有所降低。此外，由于制造误差、测

试系统安装误差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测量结果还会

存在传感器偏差、灵敏度误差、噪声等其他随机误

差。若将这些误差包含在定位数据中进行处理，随

着时间的增长和测试距离的积累，将引起极大的位

置误差，作业轨迹跟踪的准确程度将大大降低。因

此，测量数据误差控制和补偿方法是温室机具室内

定位作业轨迹跟踪算法的关键。

利用卡尔曼滤波技术实现温室作业机具定位目

标的多源信息融合，将惯性传感技术与基于无线传

感器网络
［４－７］

的 ＲＳＳＩ技术相结合，可有效弥补两类
室内定位技术的测量误差，实现被测目标位置信息

的最优化求解。为解决定位算法的实际应用问题，

本文利用 Ｃｕｂａｔｕｒｅ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系统数学模
型进行简化，降低系统编程难度，并通过仿真分析与

田间试验对定位方法及误差进行校正。

１　室内轨迹跟踪的关键技术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
［８－９］

实现定位误差补偿这一

基本思想，实验室所构建的温室机具作业轨迹跟踪

测试系统由无线测距模块与位姿动态跟踪模块组

成。无线测距模块基于 ＲＳＳＩ测距方法利用加权质
心定位模型进行温室机具位置坐标信息的获取。惯

性测量
［１０－１１］

模块即在被测温室机具上安装陀螺仪

和３轴加速度传感器，通过实时测量温室机具的
３轴加速度和角加速度，积分获得被测温室机具的
位置偏移和方向（图１）。虽然惯性传感器能够直接

动态地测量被测目标的位姿变化，但其同样存在误

差漂移及积累等问题，不易单独将其用做室内目标

的跟踪定位。综合考虑到两种目标轨迹跟踪方法的

特点，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理论，将惯性测量方法与三

边加权质心算法相结合，以弥补两类数据的测试误

差，实现被测目标位置信息的最优化自回归求解，获

得温室机具室内最优动态轨迹信息。

图 １　位置关系及传感器安装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ｓ
　
１１　ＲＳＳＩ测距原理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无线信号发射功率与接

收功率的关系式为

ＰＲ＝ＰＴ／ｒ
ｎ

（１）
式中　ＰＲ———接收功率　　ＰＴ———发射功率

ｒ———收发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ｎ———传播因子，与环境有关

节点的发射功率是由传感器本身决定的，为已

知量，用 Ａ表示，对式（１）取对数并代入 Ａ得到
１０ｌｇＰＲ＝Ａ－１０ｎｌｇｒ （２）

信号强度单位用 ｄＢｍ表示，则可以得到
ＰＲ（ｄＢｍ）＝Ａ－１０ｎｌｇｒ （３）

式（３）即为“接收信号强度 距离”模型的公式

表达
［１２］
，当 １个节点发射信号，另 １节点接收信号

时，通过测量接收信号的强度，即可根据式（３）算出
两节点之间的距离。

１２　加权质心定位模型

在使用三边测量法
［１３］
的基础上对目标节点进

行定位，三边测量法是一种基于距离的定位算法。

其算法描述如下：将图２中的３个圆分别记为 Ａ、Ｂ、
Ｃ，其圆心坐标分别为（Ｘ１，Ｙ１）、（Ｘ２，Ｙ２）、（Ｘ３，Ｙ３），
设未知节点 Ｄ坐标（Ｘ，Ｙ），３个圆的圆心 Ａ、Ｂ、Ｃ到
Ｄ的距离分别为 ｄ１、ｄ２、ｄ３，则可得方程组

（Ｘ－Ｘ１）
２＋（Ｙ－Ｙ１）

２＝ｄ２１
（Ｘ－Ｘ２）

２＋（Ｙ－Ｙ２）
２＝ｄ２２

（Ｘ－Ｘ３）
２＋（Ｙ－Ｙ３）

２＝ｄ
{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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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边测量算法原理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对方程组进行求解得到目标节点的坐标，但由

于实际情况中测距误差的存在，三边测量法使用中

式（４）大多没有实数解，在实际使用中通常需要使
用不同方法计算目标节点的坐标。因此，在被测目

标定位模型中引入加权质心定位算法
［１４－１５］

。具体

步骤如下：

（１）分别求 Ａ和 Ｂ、Ｂ和 Ｃ、Ｃ和 Ａ的交点，并取
距离３个圆圆心较近交点的坐标，由此得到（Ｘ′１，Ｙ′１）、
（Ｘ′２，Ｙ′２）、（Ｘ′３，Ｙ′３）。根据质心算法估算目标节点的
坐标为

（Ｘ，Ｙ） (＝ Ｘ′１＋Ｘ′２＋Ｘ′３
３

，
Ｙ′１＋Ｙ′２＋Ｙ′３ )３

（５）

（２）在无线网络中，每个待测节点接收周围的
参考节点向它发送的数据包，待测节点根据接收到

的 ＲＳＳＩ值测算出距离，取信号强度在一定阈值范围
内的参考节点，根据质心公式可以计算出它的坐标，

即

Ｘｚ ＝
∑
３

ｉ＝１
ωｉＸ′ｉ

∑
３

ｉ＝１
ωｉ

Ｙｚ ＝
∑
３

ｉ＝１
ωｉＹ′ｉ

∑
３

ｉ＝１
ω















ｉ

（６）

其中 ωｉ＝１／ｄ
式中　ωｉ———权值

ｄ———参考节点到待测节点的距离估测值
Ｘ′ｉ———距离３个圆圆心较近交点的横坐标
Ｙ′ｉ———距离３个圆圆心较近交点的纵坐标
Ｘｚ———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算出的目标节点横

坐标

Ｙｚ———加权质心定位算法算出的目标节点纵
坐标

在计算坐标时，引入加权因子 ωｉ，由其决定参
考节点对质心坐标的影响程度。

１３　惯性测量模型
在温室机具作业轨迹跟踪测试系统中，温室机

具的位置信息可由 ４个自由度来描述，需要用 ３个
惯性传感器（２个加速度计和１个双轴陀螺仪）来测
量位置信息的变化情况。整个动态惯性测量系统在

ｘ、ｙ轴的位置和方向的测量具有 ６个相应的状态变
量，即

ｘ＝（ｘｐ，ｘ
·

ｐ，ｘ
··

ｐ，ｙｐ，ｙ
·

ｐ，ｙ
··

ｐ，θ，ωθ，β，ωβ）
Ｔ

式中　ｘｐ、ｙｐ———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的位置坐标

ｘ·ｐ、ｙ
·

ｐ———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的速度

ｘ··ｐ、ｙ
··

ｐ———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的加速度

ωθ、ωβ———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的角速度

θ、β———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角度
位姿动态跟踪系统的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ｘＡ（ｋ）

ｙＡ（ｋ）

ｘＧ（ｋ）

ｙＧ（ｋ













）

＝

ΦＡｘ ０ ０ ０

０ ΦＡｙ ０ ０

０ ０ ΦＧｘ ０

０ ０ ０ ΦＧ















ｙ

ｘＡ（ｋ－１）

ｙＡ（ｋ－１）

ｘＧ（ｋ－１）

ｙＧ（ｋ－１













）

＋

ｗＡｘ（ｋ）

ｗＡｙ（ｋ）

ｗＧｘ（ｋ）

ｗＧｙ（ｋ















）

Ｔ

（７）

其中

ｘＡ（ｋ）＝

ｘｐ（ｋ）

ｘ·ｐ（ｋ）

ｘ··ｐ（ｋ











）

　ｙＡ（ｋ）＝

ｙｐ（ｋ）

ｙ·ｐ（ｋ）

ｙ··ｐ（ｋ











）

ΦＡｘ＝ΦＡｙ＝
１ Ｔ Ｔ２／２
０ １ Ｔ









０ ０ １
　ΦＧｘ＝ΦＧｙ＝

１ Ｔ[ ]０ １

ｘＧ（ｋ）＝
θ（ｋ）
ωθ（ｋ[ ]）　ｙＧ（ｋ）＝ β（ｋ）

ωβ（ｋ[ ]）
ｗＡｘ（ｋ）＝ｗＡｙ（ｋ）＝











０
０
１
　ｗＧｘ（ｋ）＝ｗＧｙ（ｋ）＝[ ]０１

式中　ｘＡ（ｋ）、ｙＡ（ｋ）———第 ｋ时刻 ｘ轴和 ｙ轴加速
度计测量的状态量

ΦＡｘ、ΦＡｙ———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加速度计测
量的状态转移矩阵

ΦＧｘ、ΦＧｙ———系统沿 ｘ轴和 ｙ轴陀螺仪测量
的状态转移矩阵

ｘＡ（ｋ－１）、ｙＡ（ｋ－１）———第 ｋ－１时刻 ｘ轴和
ｙ轴加速度计测量
的状态变量

ｘＧ（ｋ－１）、ｙＧ（ｋ－１）———第 ｋ－１时刻 ｘ轴和
ｙ轴陀螺仪测量的
状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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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ｘ（ｋ）、ｗＧｘ（ｋ）———传感器系统沿 ｘ轴测量
的附加噪声

ｗＡｙ（ｋ）、ｗＧｙ（ｋ）———传感器系统沿 ｙ轴测量
的附加噪声

Ｔ———间隔时间

２　融合算法及模型简化

２１　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理想状态下，利用无线测距 ＲＳＳＩ方法进行测

距，结合加权质心算法，可以获得较好的定位精度。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温室大棚环境复杂，传感

器信号易受到作物、棚内设施及温室结构的遮挡或

干扰，引起较大的定位误差。基于卡尔曼滤波原理，

首先利用１１、１２节所提到的 ＲＳＳＩ测距技术及三
边质心算法，将其作为待定位目标的测量值；再结合

１３节所提出的惯性传感测量模型，将惯性传感系
统测量数据作为定位估计值，对检测数据进行多源

数据融合（图 ３），加速度和角速度由传感器测量得
到，获得温室机具作业轨迹跟踪测试系统数学模型

的一般式

ｚ（ｋ）＝ｈ（ｘ（ｋ））＋ｖ（ｋ） （８）
式中　ｚ（ｋ）———无线传感器运用 ＲＳＳＩ算法获得的

第 ｋ时刻的被测目标位置测量值的
最优估计值

ｘ（ｋ）———利用惯性传感测量系统获得的第 ｋ
时刻的测量值的最优估计值

ｈ（·）———将系统状态变量映射为测量变量
的变换矩阵

ｖ（ｋ）———与测量不确定因素相关的测量噪
声

图 ３　算法实现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根据式（６）、（７），式（８）可以转换为
ｘｚ（ｋ）

ｙｚ（ｋ[ ]） ＝ｈ ｘＴ（ｋ）

ｙＴ（ｋ[ ]）( )Ｉ＋ ｖｘ（ｋ）ｖｙ（ｋ[ ]） （９）

其中 Ｉ＝










１
０
０

式中　ｖｘ（ｋ）、ｖｙ（ｋ）———沿 ｘ轴和 ｙ轴方向的测量
噪声

以第 ｋ时刻计算定位目标为例，被测目标位置
信息的最优解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ｘ（ｋ）＝ｘｐ（ｋ）＋Ｋｇｘ（ｋ）（ｘｚ（ｋ）－ｘｐ（ｋ））

ｙ（ｋ）＝ｙｐ（ｋ）＋Ｋｇｙ（ｋ）（ｙｚ（ｋ）－ｙｐ（ｋ{ ））
（１０）

式中　ｘ（ｋ）———沿 ｘ轴基于位姿动态检测方法经
过滤波处理的被测目标位置 ｋ时
刻的最优解

ｙ（ｋ）———沿 ｙ轴基于位姿动态检测方法经
过滤波处理的被测目标位置 ｋ时
刻的最优解

ｘｐ（ｋ）———利用式（１０）获得的第 ｋ时刻 ｘ方
向位置信息的最优解

ｙｐ（ｋ）———利用式（１０）获得的第 ｋ时刻 ｙ方
向位置信息的最优解

Ｋｇｘ（ｋ）、Ｋｇｙ（ｋ）———第ｋ时刻最优化增益系数
其中，最优化增益 Ｋｇｘ（ｋ）、Ｋｇｙ（ｋ）是随时间不

断变化的，其计算式为

　
Ｋｇｘ（ｋ）

２＝Ｐｘ（ｋ－１）
２／［Ｐｘ（ｋ－１）

２＋Ｒ２ｘ］

Ｋｇｙ（ｋ）
２＝Ｐｙ（ｋ－１）

２／［Ｐｙ（ｋ－１）
２＋Ｒ２ｙ{ ］

（１１）

式中　Ｐｘ（ｋ－１）、Ｐｙ（ｋ－１）———ｘｐ（ｋ－１）、ｙｐ（ｋ－
１）对应的协方差

Ｒｘ、Ｒｙ———ｘｚ（ｋ－１）、ｙｚ（ｋ－１）对应的协方差

由此，将惯性测量结果 ｘ（ｋ）＝
ｘＴ（ｋ）

ｙＴ（ｋ[ ]）利用
式（９）、（１０），对 ＲＳＳＩ方法获取的目标位置 ｚ（ｋ）＝
ｘｚ（ｋ）

ｙｚ（ｋ[ ]）进行预估计算，获得在第 ｋ时刻目标定位结
果的最优解，从而将２种测试方法融合在一起，进一
步减少定位误差。

２２　系统数学模型的实用化
为解 决 定 位 算 法 的 实 际 应 用 问 题，利 用

Ｃｕｂａｔｕｒｅ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系统数学模型进行简
化，优化式（９）中的矩阵变换模型，通过动态数据滑
动平均算法进行等效，从而降低了系统编程难度。

非线性滤波
［１６－１８］

在处理状态估计任务时均要

对由这些状态变量表示的均值和方差进行积分，这

４２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７年



些积分都可统一表示为高斯权重积分形式

Ｉ（Ｆ）＝∫ＵｎＦ（ｘ）ｅ－ｘ
Ｔｘｄｘ （１２）

式中　Ｆ（ｘ）———任意函数　　Ｕｎ———积分区域
利用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ａｄｉａｌＣｕｂａｔｕｒｅ准则进行积分，

取 ｘ＝ｒｔ（ｔＴｔ＝１，ｒ∈［０，∞）），因此式（１２）可分离为
Ｒａｄｉａｌ积分和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积分，即

Ｒ＝∫
∞

０
Ｓ（ｒ）ｒｎ－１ｅ－ｒ２ｄｒ （１３）

Ｓ（ｒ）＝∫ＳｎＦ（ｒｔ）ｄρ（ｔ） （１４）

其中 ρ∈Ｓｎ
式中　Ｓｎ———ｎ维单位球面

Ｒａｄｉａｌ积分可由拉格朗日积分转换为

Ｒ≈１２ (Π ｎ)２ (Ｓ ｎ
槡 )２ （１５）

其中 Π（ｎ）＝∫
∞

０
ｘｎ－１ｅ－ｘｄｘ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积 分 可 由 基 于 ３阶 精 度 单 项 式
Ｃｕｂａｔｕｒｅ规则近似为

Ｓ（ｒ）≈∑
２ｎ

ｉ＝１
ｕＳＦ（〈１〉ｉ） （１６）

其中 ｕＳ＝
１
２ｎ
２ π槡

ｎ

(π ｎ)２
式中　ｕＳ———集合〈１〉的第 ｉ列，对于 ｎ＝２，有

〈１〉＝（〈１，０〉Ｔ，〈－１，０〉Ｔ，〈０，－１〉Ｔ，
〈０，１〉Ｔ）

结合式 （１５）、（１６），并整理得到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ａｌＣｕｂａｔｕｒｅ规则

Ｉ（Ｆ）≈ π槡
ｎ

２ｎ∑
２ｎ

ｉ＝１
(Ｆ ｎ
槡２

〈１〉 )ｉ （１７）

对于标准高斯分布

ＩＮ（Ｆ）＝∫ＲｎＦ（ｘ）Ｎ（ｘ；０，Ｉ）ｄｘ＝
１

π槡
ｎ∫ＲｎＦ（槡２ｘ）ｅ－ｘ

Ｔｘｄｘ （１８）

结合式（１１）、（１７）有

ＩＮ（Ｆ）≈
１
２ｎ∑

２ｎ

ｉ＝１
Ｆ（槡ｎ〈１〉ｉ）＝∑

２ｎ

ｉ＝１
ｕｉＦ（ηｉ）

（１９）

其中　ηｉ＝槡ｎ〈１〉ｉ　ｕｉ＝
１
２ｎ
　（ｉ＝１，２，…，２ｎ）

式中　ｎ———状态维数
由此可见，ＣＫＦ选取２ｎ个同等权值的 Ｃｕｂａｔｕｒｅ

点计算高斯权重积分，计算出 Ｃｕｂａｔｕｒｅ点（ηｉ，ｕｉ）后
可以通过时间更新得到 ＣＫＦ滤波算法。

根据式（１９）可知

Ｐ（ｋ）＝∑
２ｎ

ｉ＝１
ｕｉＸ


ｉ（ｋ－１）Ｘ

Ｔ
ｉ （ｋ－１）－

ｘ^（ｋ－１）^ｘＴ（ｋ－１） （２０）
其中 Ｘｉ（ｋ－１）＝ Ｐ（ｋ－１槡 ）ηｉ＋ｘ^（ｋ－１）

Ｘｉ（ｋ－１）＝Ｆ（Ｘｉ（ｋ－１））

ｘ^（ｋ－１）＝∑
２ｎ

ｉ＝１
ｕｉＸ


ｉ（ｋ）

根据式（２０）即可通过数据的反复迭代编程，实
现定位信息最优解的获取。

３　仿真分析

为验证上述轨迹跟踪数学模型的定位准确性，

运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１００软件作为仿真工具，对温室机具
室内作业过程进行仿真分析。

３１　定位算法评价指标
（１）定位误差
设待测节点 ｉ的估计位置坐标与真实位置坐标

在三维空间中的距离误差为 ｄｉ，则 Ｎ个未知节点的
平均距离误差与节点通信半径 Ｒ的比值即为定位
误差 Δｄ，即

Δｄ＝１ＮＲ∑
Ｎ

ｉ＝１
ｄｉ （２１）

定位误差越小，算法性能越好。

（２）定位覆盖率
定位覆盖率为可实现定位的未知节点与节点总

数之比，定位覆盖率越高，算法性能越好。假设估计

位置坐标（ｘ，ｙ，ｚ）同时满足以下关系时才认为可以
实现定位

ｘ∈（０，ｘｍａｘ）

ｙ∈（０，ｙｍａｘ）

ｚ∈（０，ｚｍａｘ
{

）

（２２）

式中　ｘｍａｘ、ｙｍａｘ、ｚｍａｘ———被测空间的长度、宽度、高
度的最大值

（３）误差分析
误差分析包括：最大误差距离、最小误差距离、

平均误差距离以及误差距离的标准差。其中，误差

距离的标准差表示定位算法的稳定性。

（４）位置数据和定位效果图
为从直观上看到算法的性能，以 Ｎ（Ｎ≥１００）定

义仿真中与真实位置之间的距离最接近于平均误差

距离的估计位置坐标数据（在图 ４中简称“真实位
置”和“估计位置”），并画出仿真效果图。

３２　仿真环境和参数设置
在长为１００ｍ，宽为４０ｍ，高为４ｍ的三维空间

中按照图４中红色箭头标注的轨迹生成１５０个均匀
分布的待定位节点，为验证算法在实际测试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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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作用，在仿真分析中加入随机粗大误差来模拟

无线测距模块受到遮挡、干扰、反射时的测试误差，

与此同时，引入白噪声随机误差信息以模拟信号漂

移。每个待测节点与参考节点进行 １００次测距，取
其平均值用于计算待测节点的定位估计值。试验模

拟温室机具在温室大棚中的往复式作业情景，以

０２ｍ／ｓ的速度匀速行进作业，分别运用加权质心
算法和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对被测目标的位置进行估

计，通过数据融合后的定位效果仿真图如图４所示。

图 ４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定位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３３　仿真结果分析
从仿真结果（图 ５及表 １）可知，运用多源数据

融合算法进行目标跟踪定位，在引入粗大误差及传

感器检测白噪声的前提下，定位平均误差最大不超

过１００ｍｍ，且其测试精密度、定位覆盖率等指标明
显优于加权质心算法，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从

图５中可以看出，在使用单一算法进行定位时，受粗
大误差及传感器测量噪声的干扰较大，系统鲁棒性

较弱。因此，多源数据融合算法的引入可以有效提

高原有单一定位算法的测试准确度和抗干扰能力。

图 ５　Ｍａｔｌａｂ仿真结果

Ｆｉｇ．５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表 １　定位算法仿真结果分析
Ｔａｂ．１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参数 加权质心算法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

定位误差／％ ０５８ ０２８
定位覆盖率／％ ７８４ ８９２
最大误差距离／ｍｍ １１９２７ ８３８９
最小误差距离／ｍｍ ８２４２ ４０２１
平均误差距离／ｍｍ １０２３６ ６２１９
误差标准差／ｍｍ ７７６２ ２３９１

４　试验

４１　温室大棚室内试验验证方案设计
虽然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在仿真中获得了较为理

想的定位精度，但是实际测试条件较仿真相比更加

复杂，检测数据时常受到被测目标的振动、电磁干

扰、障碍物遮挡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在

实际温室大棚室内环境下进一步进行验证试验（简

称温室试验）。利用实验室开发的ＣＭＴ ２０ＬＰ无线
测距模块进行测距（图 ６ｂ），ＣＭＴ ２０ＬＰ无线模块
工作于２４ＧＨｚＩＳＭ频段，既可以高速传输数据（最
高可达２Ｍｂ／ｓ），又可以精确测距（室外测距精度高
达１ｍ），且测距和数据通信可以同时完成。ＣＭＴ
２０ＬＰ模块采用线性调频（ＣＳＳ）调制方式，信号带宽
为２２ＭＨｚ和 ８０ＭＨｚ，采用符合 ＩＥＥＥ８０２１５４ａ标
准的无线收发器芯片 ｎａｎｏＬＯＣＴＲＸ Ｔｒａｎｓｃｅｉｖｅｒ
（ＮＡ５ＴＲ１），增加了输出 ＰＡ（功率放大器）、输入
ＬＮＡ（低噪声放大器）、收发转换控制电路，输出匹
配到５０Ω，使用方便，并且向下兼容 ｎａｎｏＰＡＮ５３７５
模块，可以直接代换，室内定位系统结构如图 ７所
示。

４２　试验结果及分析
将温室机具作业轨迹室内定位系统安装在长

４０ｍ、宽 ３０ｍ的温室大棚中进行田间验证试验，试
验中检测系统模拟仿真情况，温室机具作业轨迹跟

踪测试设备沿固定路线，从起点开始，以 ０１ｍ／ｓ的
速度匀速行进，运动过程中固定于温室大棚顶部的

参考节点获得与运动节点的距离信息，利用 ＺｉｇＢｅｅ
无线通信网络

［１９－２２］
将定位信息发给数据采集终端，

与此同时，位姿动态跟踪模块将检测系统运动的惯

性参数实时上传到数据采集终端中，利用多源数据

融合算法对采集信号进行处理，获得检测系统的位

置信息。本试验反复进行 １０次，数据传输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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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测试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芯片核心板　２．电池　３．芯片底板

　

图 ７　室内定位系统结构

Ｆｉｇ．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ｄｏ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１．数据采集终端　２．参考点　３．机器人

　
５０Ｈｚ，根据采样时间，每１０ｓ取一固定点，根据起点
位置、运动速度与运动轨迹（图 ４）通过计算获得该
点理论坐标位置，再在测试结果中提取该点１０次测
试结果，分别利用单一加权质心算法和多源数据融

合算法计算定位测试结果。按照该方法，在试验结

果中随机取２１点进行分析，试验数据及分析结果如
图８、表２所示。

将温室试验结果与仿真结果进行比较，其在定

位误差、误差覆盖率中的数据一致性较好，在误差分

析结果中，两种算法误差标准差明显增大，这主要是

由于在实际温室测试环境中，检测设备受到人或作

物的遮挡以及外围电气设备电磁干扰的概率增大，

测试结果的可靠性及一致性下降，影响到定位准确

性，但是即便如此，从温室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多源

融合数据算法进行定位时，其各项指标明显优于仅

　　

图 ８　温室试验单一算法与多源数据融合算法

试验结果比较

Ｆｉｇ．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ｅｓｔ
　

表 ２　温室试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ｅｓｔ

参数 加权质心算法 多源数据融合算法

定位误差／％ ０５４２ ０３６９

定位覆盖率／％ ８０１ ８８４

最大误差距离／ｍｍ １７７４５ １２１１０

最小误差距离／ｍｍ ５０９９ ２０５２

平均误差距离／ｍｍ １０５７６ ６９２０

误差标准差／ｍｍ ６５９２ ４３９１

依赖 ＲＳＳＩ测距结果的加权质心算法，其定位误差最
大值不超过 ０１２５ｍ，定位误差小于 ０４％，达到较
高定位精度。

５　结论

（１）将惯性传感器技术运用于温室机具室内动
态跟踪系统中，基于最优化自回归理论，提出了多源

数据融合定位方法，该方法运用无线 ＲＳＳＩ测距原
理，使用加权质心算法进行测距定位，针对其存在的

定位误差进行校正，获得了较好的定位精度。

（２）阐述了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建立过程，以及
测量变量与状态变量间关系矩阵的推导过程，通过

仿真，获得单一定位算法与多源数据融合算法的比

较结果。

（３）通过温室大棚室内验证试验结果分析表
明，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算法的实际测试定位精度不

大于 ０１２５ｍ，定位误差小于 ０４％，能够获得较为
准确的温室机具室内作业定位及动态作业轨迹跟踪

结果，但通过仿真与温室试验的比较可知，该算法受

到实际测试环境的干扰时，其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测量误差的控制有待于进一

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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