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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隙喷雾机自转向电动底盘控制系统设计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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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传统机械传动式高地隙喷雾机底盘在水田环境行走时容易陷入泥泞和深沟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四轮独

立电驱动自转向电动底盘。底盘转向机构由可自转向的前后桥构成，根据自转向机构特点，提出了底盘部分动力

学建模方法，将未建模动态以及外部扰动合并为总扰动，构建扩张状态观测器（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ｔａｔ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ＳＯ），实时

估计总扰动并进行扰动补偿，再对无扰动的线性模型设计串级比例控制器，进行模型参数辨识与控制验证。仿真

结果表明，采用阶跃信号模拟扰动，ＥＳＯ扰动观测值可在 ０５ｓ内收敛到实际扰动；扰动观测器收敛后，当期望转角

从０°突加至 ２０°时，得到转角跟踪控制响应曲线的上升时间为 １９ｓ，超调量为 ２３％。试验表明，喷雾机以 １ｍ／ｓ

的速度行驶在平坦路面时，前转向桥转角上升时间为 ３１ｓ，后转向桥转角上升时间为 ２０ｓ，说明本控制方法具有

较好的控制效果；喷雾机在满载的情况下工作在泥泞田间时，可以越过宽 ２０ｃｍ、深 ４０ｃｍ的泥泞深沟，说明其在田

间具有良好的通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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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目前，我国的植保机械仍以背负式手动喷雾器

和背负式机动弥雾机为主
［１－３］

。与传统人工施药相

比，高地隙喷雾机具有作业效率高、施药均匀性好、

对施药人员健康危害小等优点，已成为大田高秆类

作物的重要施药机械
［４－９］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张京等
［１０］
设计了一种农用轮式机器

人四轮独立转向驱动控制系统，每个移动轮采用 ２
个电机完成行走与转向功能，并基于低速阿克曼四

轮转向模型与 ＰＩＤ控制算法分析并验证了该四轮
独立转向驱动控制策略的有效性；范国强等

［１１］
针对

玉米和甘蔗等高秆作物生长中后期田间管理缺乏有

效作业机械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四轮菱形布置的农用

高地隙作业机，并进行了试验，该机采用门架式结构，

具有离地间隙高、重心低、转向半径小和抗侧翻能力强

的优点；ＹＥ等［１２］
开发了一种适用于果园的四轮独立转

向系统，其转向结构与文献［１１］设计的高地隙作业机
类似，只是其转向与前进的动力来源于液压系统，而非

电机；许超等
［１３］
设计了离地间隙２ｍ的自走式喷杆喷

雾机，整机采用基于前轮轮距可调机构的双液压缸转

向系统和后轮驱动方式，为解决玉米等高秆作物生长

后期无法施药的难题奠定了基础；李伟等
［１４］
为提高喷

雾机的机动性能和作业效率，设计了一套全液压多轮

转向系统，并提出了基于 ＰＩＤ控制方法的四轮转向系
统控制方法；刘志刚等

［１５］
设计一种喷雾机底盘液压传

动系统，该系统具有高低速行驶、驻车制动、防打滑等

功能。上述结构底盘转向系统均是采用外部助力转

向，文献［１６－１７］也采用了类似的设计。
对高地隙底盘结构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但高

地隙底盘在复杂水田作业环境中存在转向困难，仍

容易陷入泥泞和深沟
［１８－１９］

，从而无法正常行驶。本

文设计一种高地隙四轮独立驱动自转向机构电动底

盘，针对其结构特点提出部分动力学建模的方法，然

后设计 ＥＳＯ，利用输出进行扰动补偿，对无扰动的线
性模型设计串级比例控制器，并通过试验验证本文

方法的有效性。

１　数学建模

１１　电动底盘自转向机构设计
高地隙喷雾机自转向电动底盘实物图如图 １

所示。蓄电池组由 ６组标称 １２Ｖ铅蓄电池组串连
组成，主要承担在发电机未工作时提供电能以及在

发电机工作时储存多余电能和稳定发电机输出电压

的作用；为了解决无刷直流电机直驱转矩小的问题，

设计了内部有行星齿轮同轴变速的轮毂电机，４ｋＷ
无刷直流电机内嵌在轮毂电机中，电机输出的动力

经过减速比为９的行星齿轮后放大输出，车轮半径
为０４６ｍ；发电机功率２８５ｋＷ，可以为喷雾机连续
工作提供充足电能；车架长２８ｍ，宽 １４ｍ，工作设
备皆安装在车架上。

图 １　高地隙自转向电动底盘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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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盘自转向机构由 ３部分组成：底盘车架
（图２）和前转向桥和后转向桥（图 ３），其中前后转
向桥机构一致。前转向桥通过平面轴承在前桥转向

中心点 Ａ与车架连接，后转向桥与车架在后桥转向
中心点 Ｂ连接。

图 ２　底盘车架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ｓｓｉｓｆｒａｍｅ
　
高地隙喷雾机自转向机构采用４个轮毂电机驱

动，每个电机的转矩均可独立控制。４个电机分为
前后２组，分别为左前、右前、左后和右后，左前电机
和右前电机安装在前转向桥上，左后电机和右后电

机安装在后转向桥上。前后转向桥通过平面轴承与

车架连接在一起，并且每个电机的转矩均独立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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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前、后转向桥

Ｆｉｇ．３　Ｆｒｏｎｔ／ｒｅａｒ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ａｘｌｅ
　
因此可以通过控制安装于转向桥两侧的轮毂电机的

转速来调节转向桥与车架的夹角。通过控制转向桥

与车架夹角便可以达到控制喷雾机转向的目的。转

向机构由前后 ４个电驱动轮两两安装在前后转向
桥，并协同完成自转向，没有方向盘，无需额外转向

动力。

高地隙喷雾机实物图如图 ４所示，喷杆长度
１１２ｍ，喷幅１２ｍ；药箱容积５００Ｌ；高地隙喷雾机实
物质量１３８０ｋｇ，离地间隙１１ｍ。

图 ４　高地隙喷雾机实物图

Ｆｉｇ．４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ｐｒａｙｅｒ
１．喷杆　２．药箱　３．发电机

　

自转向机构运行时需要实时调节转向桥两侧电

机的输出转矩，设计控制系统之前需建立电机转矩

与转向桥、车架之间夹角的动力学模型。自转向机

构由４个轮毂电机共同驱动，前后转向桥存在强耦
合，同时前后转向桥绕点 Ａ、Ｂ作旋转运动，会引入
含三角函数的坐标变换，因此也存在着非线性特性。

基于此，本文借助于扰动观测技术，建立部分动力学

模型，将未建模动态包括耦合作为系统扰动的一部

分，和实时外部扰动一并作为总扰动来进行观测，再

利用 ＥＳＯ具有估计不确定扰动的能力估计总扰动，
并采用控制器予以补偿

［２０］
。

１２　自转向底盘运动学建模
自转向底盘运动学模型简图如图 ５所示，以底

盘几何中心 Ｏ为原点，以纵向为 ｘ轴，横向为 ｙ轴建

立坐标系 Ｏｘｙ。θ
·

表示自转向底盘的角速度。以前

转向桥转向中心点 Ａ为坐标原点，以前转向桥横向
为 ｘＡ轴，纵向为 ｙＡ轴建立坐标系 ＡｘＡｙＡ；同理建立
坐标系 ＢｘＢｙＢ。定义坐标系 ＡｘＡｙＡ的 ｘＡ轴与 Ｏｘｙ的

ｘ轴夹角为前转向桥转角α；定义坐标系ＢｘＢｙＢ的ｘＢ
轴与 Ｏｘｙ的 ｘ轴夹角为后转向桥转角 β。

图 ５　自转向底盘运动学模型简图

Ｆｉｇ．５　Ｋｉｎｅｍａ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ｅｌｆ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ｓｓｉｓ
　
中间车架的长度为 Ｌ（点 Ａ与点 Ｂ之间的直线距

离），前后转向桥的长度为 Ｄ（ｆｌ与 ｆｒ或 ｒｌ与 ｒｒ的距
离）。点 Ａ速度为 ｖＡ，前转向桥两侧的轮子 ｆｌ、ｆｒ与地
面的相对速度为 ｖｆｌ和 ｖｆｒ，根据速度之间关系可得

ｖ′ｆｌ＝－α
· δＤ
２

（１）

ｖ′ｆｒ＝α
· δＤ
２

（２）

ｖｆｌ＝ｖ′ｆｌ＋ｖＡ （３）
ｖｆｒ＝ｖ′ｆｒ＋ｖＡ （４）

式中　δ———转换系数，取 π／１８０
ｖ′ｆｌ———左前轮由于前转向桥定轴转动产生的

速度

ｖ′ｆｒ———右前轮由于前转向桥定轴转功产生的
速度

假设车轮和地面不打滑，如图６所示。

图 ６　车轮模型

Ｆｉｇ．６　Ｗｈｅｅｌｍｏｄｅｌ
　
可得车轮角速度与速度关系为

ωｉ＝
ｖｉ
ｄｗ
　（ｉ＝ｆｌ、ｆｒ、ｒｌ、ｒｒ） （５）

式中　ωｉ———角速度　　ｖｉ———车轮速度
ｄｗ———半径

１３　转向桥动力学建模

前后转向桥受力分析类似，因此只进行前转向

桥的受力分析。如图 ７所示，前转向桥总共受到
５个力的作用，分别为由左、右 ２个电机输出转矩产
生的主动力 Ｆｆｌ、Ｆｆｒ，地面摩擦力 ｆｆｌ、ｆｆｒ以及车架对前
转向桥的作用力 ＦＡ。主动力 Ｆｆｌ与 Ｆｆｒ由电机产生，
模取决于电机的输入电压与车轮转速，方向则为车

轮的纵向；地面摩擦力 ｆｆｌ、ｆｆｒ和车架对前转向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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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ＦＡ的模以及方向均取决于底盘的运动状态，与车
速、方向和路面情况等诸多因素相关，其模和方向均

不固定。

图 ７　前转向桥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ａｘｌｅ
　
在底盘转向控制上需分析各力对点 Ａ的矩，即

前转向桥受到的主矩。力 ＦＡ作用于点 Ａ，力臂为０，
因此不产生转矩；电机输出的力 Ｆｆｌ、Ｆｆｒ对转角 α的
影响最大，依据本文的建模思想，首先建立部分动力

学模型，然后将未建模部分作为扰动进行实时估计。

因此在建模时将模型简化为只存在力 Ｆｆｌ和 Ｆｆｒ，其
他的力一律作为扰动。

令 Ｆｆｌ＝｜Ｆｆｌ｜，Ｆｆｒ＝｜Ｆｆｒ｜，可得前转向桥受到的
主矩为

ＴＦ＝Ｆｆｒ
Ｄ
２
－Ｆｆｌ

Ｄ
２
＝
Ｄ（Ｆｆｒ－Ｆｆｌ）

２
（６）

式中　ＴＦ———前转向桥受到的主矩
根据欧拉方程可得

ＪＦδα
··＝ＴＦ （７）

ＪＦδα
··＝
Ｄ（Ｆｆｒ－Ｆｆｌ）

２
（８）

式中　ＪＦ———前转向桥的转动惯量
利用直流电机的动力学方程可得

Ｆｉ＝
Ｔｉ－Ｊｗｉω

·

ｉ－ｆｗｉωｉ
ｄｗ

　（ｉ＝ｆｌ、ｆｒ、ｒｌ、ｒｒ） （９）

式中　Ｆｉ———车轮输出的力
Ｊｗｉ———车轮转动惯量
ｆｗｉ———车轮轴摩擦因数
Ｔｉ———电机输出转矩

直流电机转矩与输入电压的关系为

Ｔ＝ｋＩ
Ｕ－ｋｅω
Ｒ

（１０）

式中　ｋＩ———电枢常数
Ｕ———直流电机输入电压
ｋｅ———反电势常数
Ｒ———电机内阻

将式（９）代入式（６），可得

ＴＦ＝
Ｄ（Ｔｆｒ－Ｊｗｆｒω

·

ｆｒ－ｆｗｆｒωｆｒ－Ｔｆｌ＋Ｊｗｆｌω
·

ｆｌ＋ｆｗｆｌωｆｌ）
２ｄｗ

（１１）

转向桥两侧电机以及车轮制作工艺相同，参数

相近，因此模型中可认为相等，即 Ｊｗｆｒ＝Ｊｗｆｌ＝Ｊｗ，
ｆｗｆｒ＝ｆｗｆｌ＝ｆｗ，并且将式（１０）与式（７）代入式（１１）可
得

ＪＦδα
··＝ Ｄ
２Ｒｄｗ

（ｋＩＵＦ＋ＲＪｗω
·

Ｆ＋ＭωＦ） （１２）

其中 ＵＦ＝Ｕｆｒ－Ｕｆｌ　　ωＦ＝ωｆｌ－ωｆｒ
ω·Ｆ＝ω

·

ｆｌ－ω
·

ｆｒ　　Ｍ＝Ｒｆｗ＋ｋＩｋｅ
将式（５）代入式（１２），可得

α··＝ Ｄ
２ＲｄｗＪＦ (δ ｋＩＵＦ＋

ＲＪｗ
ｄｗ
ｖ·Ｆ＋

Ｍ
ｄｗ
ｖ )Ｆ （１３）

其中 ｖ·Ｆ＝ｖ
·

ｆｌ－ｖ
·

ｆｒ　　ｖＦ＝ｖｆｌ－ｖｆｒ
又由式（１）～（４）可得

ｖｆｌ－ｖｆｒ＝ｖ′ｆｌ－ｖ′ｆｒ＝－α
·δＤ （１４）

ｖ·ｆｌ－ｖ
·

ｆｒ＝ｖ
·′ｆｌ－ｖ

·′ｆｒ＝－α
··δＤ （１５）

对式（１３）～（１５）进一步整理可得

α··＋Ｃ２α
· ＝Ｃ１ＵＦ （１６）

其中 Ｃ１＝
ｄｗｋＩＤ

δ（２Ｒｄ２ｗＪＦ＋ＲＪｗＤ
２
）

（１７）

Ｃ２＝
ＭＤ２

２Ｒｄ２ｗＪＦ＋ＲＪｗＤ
２ （１８）

同理也可获取后转向桥的动力学模型为

β
··

＋Ｃ４β
·

＝Ｃ３ＵＲ （１９）
其中 ＵＲ＝Ｕｒｒ－Ｕｒｌ

前后转向桥结构一致，材料和制作工艺相同，故

前后转向桥的转动惯量近似相等，则可以认为 Ｃ３＝
Ｃ１，Ｃ４＝Ｃ２。

２　控制系统设计

２１　扩张观测器设计

ＥＳＯ是一种特殊的状态观测器［２１］
，其基本原理

是依据系统的微分方程，利用可测量输出对系统中

的不可测量状态进行重构，其核心思想是将扰动作

为系统的扩张状态，再利用特殊反馈机制估计出系

统的扩张状态
［２２－２３］

。由此可知，首先需要将本系统

转换为状态空间描述形式，即

ｘ· ＝Ａｘ＋Ｂｕ
ｙ＝Ｃｘ＋{ Ｄｕ

（２０）

式（１６）为前转向桥动力学模型。于是令 ｘ１＝

α，ｘ２＝α
·
，将式（１６）转换为状态空间描述，即

ｘ·１

ｘ·






２
＝
０ １
０ －Ｃ[ ]

２

ｘ１
ｘ[ ]
２

＋
０
Ｃ[ ]
１

ＵＦ

ｙ＝［１ ０］
ｘ１
ｘ[ ]













２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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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１）与式（２０）进行对比后可以得到 ｘ＝
α

α[ ]· ，ｕ＝ＵＦ，Ａ＝ ０ １
０ －Ｃ[ ]

２

，Ｂ＝
０
Ｃ[ ]
１

，Ｃ＝［１ ０］，

Ｄ＝［０］。本系统在建模时忽略了摩擦力以及车架
对前转向桥的作用力，令此未建模扰动为 ｄ１（α，α

·
，

θ
·

，β，β
·

），再令外部扰动为 ｄ２（ｔ），则系统的总扰动
ｈ＝ｄ１＋ｄ２，结合式（２０），得到考虑扰动项的系统状
态方程为

ｘ· ＝Ａｘ＋Ｂ（ｕ＋ｈ） （２２）
式（２２）中，将总扰动直接等效到系统输入端，

通过估计得出的总扰动 ｈ与输入 ｕ单位相同。由于

总扰动的模型未知，文献［２４］提出其模型为 ｈ
·

＝０。
将 ｈ作为扩张状态，则式（２２）进行变换后得到

ｘ·

ｈ









·
＝
Ａ Ｂ[ ]０ ０

ｘ[ ]ｈ ＋ Ｂ[ ]０ｕ （２３）

如式（２３）所示，此时二阶系统被扩张为三阶，
设计三阶 ＥＳＯ［２５］估计系统状态为

ｅ＝ｚ１－ｙ

ｚ·１＝ｚ２－ｌ１ｅ

ｚ·２＝－Ｃ２ｚ２＋Ｃ１ｚ３＋Ｃ１ｕ－ｌ２ｅ

ｚ·３＝－ｌ３ｇ（ｅ













）

（２４）

式中　ｅ———角度偏差
ｚ１———转角 ｘ１的估计量
ｚ２———角速度 ｘ２的估计量
ｚ３———总扰动 ｈ的估计量
ｌ１、ｌ２、ｌ３———误差反馈系数
ｇ（ｅ）———非线性函数

为了尽可能减少参数个数并提高观测器的估计

效率，式（２４）中对 ｚ１和 ｚ２的观测采用了线性反馈，
对 ｚ３的观测采用了非线性函数 ｇ（ｅ）构造了非线性

反馈，其中 ｇ（ｅ）为 ｆａｌ（ｅ，ａ，ｂ）［２２］，其中 ａ和 ｂ为参
数。ｆａｌ函数定义为

ｆａｌ（ｅ，ａ，ｂ）＝
｜ｅ｜ａｓｉｇｎ（ｅ） （｜ｅ｜＞ｂ）

ｅ／ｂ１－ａ （｜ｅ｜≤ｂ{ ）
（２５）

２２　控制器设计
ＥＳＯ不仅估计了系统的总扰动 ｚ３，同时也获得

了系统状态变量 α和 α· 的估计量 ｚ１和 ｚ２。采用角
度传感器测量 α，但是直接测量的角度往往带有传
感器高频噪声。为了避免再运行一个低通滤波器增

加系统负担，直接采用 ＥＳＯ输出的 ｚ１进行控制系统
设计。

在设计 ＥＳＯ时，将系统总扰动 ｈ等效到系统输
入端。ｈ的估计值 ｚ３与 ｕ单位相同，则将控制律取为

ｕ＝ｕ０－ｚ３ （２６）

系统总扰动在系统输出时被补偿。将式（２６）代
入式（２２）可得

ｘ· ＝Ａｘ＋Ｂｕ０ （２７）
如式（２７）所示，此时系统已为线性系统，并且

系统中含有一个积分器，故无需设计积分控制器，于

是针对这个系统设计了串级比例控制器。首先对角

度误差作第１级闭环，然后再将第 １级闭环的结果
作为第２级闭环的输入，从而实现两级闭环控制。
控制器为

ｅ０＝αｄ－ｚ１
ｕ１＝ｋ０ｅ０
ｕ０＝ｋ１（ｕ１－ｚ２

{
）

（２８）

式中　αｄ———期望转角
ｋ０———第１级闭环参数
ｋ１———第２级闭环参数

根据式（１２）、（２１）、（２３）可知控制系统输出ｕ＝
ＵＦ＝Ｕｆｒ－Ｕｆｌ。本设计并未进行速度控制，通过开环
给定油门，令电压油门信号 ｍ为

ｍ＝Ｕｆｒ＋Ｕｆｌ （２９）
其中 Ｕｆｒ＝

ｍ
２
＋ｕ
２

（３０）

Ｕｆｌ＝
ｍ
２
－ｕ
２

（３１）

图８为前转向桥控制系统结构图，后转向桥控
制系统结构和前转向桥相同，只是期望转角的方向

与前转向桥相反。电压油门信号 ｍ和期望转角 αｄ
为系统参考输入，试验时由遥控器给定。在控制系

统中，油门信号是开环给定，因此油门也会耦合到转

向桥系统，但此耦合最终会被计入到总扰动，依赖

ＥＳＯ和控制律予以补偿。

图 ８　前转向桥控制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８　Ｆｒｏｎｔａｘｌｅ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仿真与试验

３１　电动底盘参数辨识

为了验证本文设计控制算法的可行性，首先需

辨识出模型参数。由式（１６）可知，需要辨识的参数
为 Ｃ１和 Ｃ２。电动底盘前后转向桥结构一样，理想
情况下 Ｃ１＝Ｃ３，Ｃ２＝Ｃ４，因此只需辨识前转向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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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即可。

将电动底盘置于平坦路面，以尽量避免外部干

扰影响辨识结果。使用 Ｊｌｉｎｋ ｐｒｏ仿真器进行数据
采集，并通过 Ｊ Ｓｃｏｐｅ软件显示并保存采集的数
据，如图９所示，数据采样率为５００Ｈｚ。

图 ９　高地隙喷雾机试验系统

Ｆｉｇ．９　Ｈｉｇｈｇｒｏｕｎｄ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ｐｒａｙｅｒｔｅｓｔｓｙｓｔｅｍ
１．Ｊ Ｓｃｏｐｅ软件　２．主控　３．Ｊｌｉｎｋ ｐｒｏ仿真器

　
参数辨识是利用系统的输入输出数据计算出模

型参数的方法，因此只需要开环给定前转向桥机构

输入 ＵＦ，再采集输出 α，便可以辨识得出参数 Ｃ１、
Ｃ２。试验需采集２组数据，一组数据用于参数辨识，
另一组数据用于模型验证。试验得到的２组数据如
图１０所示。

图 １０　输入电压与输出转角

Ｆｉｇ．１０　Ｉｎｐｕｔ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ｏｕｔｐｕｔａｎｇｌｅｄａｔａ
　

模型参数辨识使用 Ｍａｔｌａｂ系统辨识工具箱，导

入待辨识数据，可得辨识结果为：Ｃ１ ＝０５９２０６、

Ｃ２＝２７９８３８。

图１１为模型验证结果。可以看出模型输出与

采集的转角数据十分接近，其拟合度为 ９０１％，拟
合结果较好。

图 １１　模型验证结果

Ｆｉｇ．１１　Ｍｏｄｅ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３２　控制器仿真

根据辨识得到的参数，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脚本构建仿
真程序。为尽量逼近真实情况，在采样的转角信号

中加入标准差为 ０１的高斯白噪声。仿真参数如
表１所示。

表 １　仿真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数值

ｌ１ ３０

ｌ２ ４００

ｌ３ ３０００

ａ ０５

ｂ ０７

ｋ０ １３

ｋ１ ０５

　　喷雾机在启动时转向角很难保证为 ０°，为了更
接近实际情况，在仿真时将模型状态变量转角 ｘ１初
值设为１０°，角速度 ｘ２初值设置为 ０（°）／ｓ，ＥＳＯ状
态变量 ｚ１、ｚ２、ｚ３初值均设置为 ０，期望转角 αｄ和扰
动 ｈ初值也设置为０，运行至４ｓ时扰动 ｈ由 ０突加
至６０Ｖ（图 １２ｃ），８ｓ时期望转角 αｄ由 ０°阶跃至
２０°。控制系统仿真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在前４ｓ时间内，外部扰动为０，期望转角为０°，系
统实际转角初值为 １０°，实际角速度初值为 ０（°）／ｓ，
图１２ａ、１２ｂ为 ＥＳＯ输出的观测转角在 ０３ｓ时收敛
到实际转角，观测角速度在 ０５ｓ时收敛到实际角
速度。图１２ｃ显示扰动观测值在 ０９ｓ时收敛到实
际扰动。图１２ｂ、１２ｃ显示在开始启动前０９ｓ内，观
测角速度和观测扰动都出现了严重偏离实际值的情

况，这是由于 ＥＳＯ初始值偏离真实值导致，此时角
速度和扰动估计值误差会导致控制器输出异常，严

重时会导致系统在启动时振荡，因此启动时先等

ＥＳＯ收敛，然后再允许控制器输出。
当系统运行至４ｓ时，外部扰动由０突加至６０Ｖ，

如图１２ｃ所示，实际转角受突变扰动影响偏离期望
转角１９°，在０５ｓ后 ＥＳＯ扰动观测值即收敛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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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控制系统仿真结果

Ｆｉｇ．１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实扰动，实际转角在控制器的作用下也随之收敛到

期望转角０°，可知本控制系统可以消除未知扰动影
响。当系统运行至８ｓ时，期望转角 αｄ由 ０°阶跃至
２０°，如图１２ｄ所示，转角跟踪控制响应曲线的上升
时间为１９ｓ，超调量 ２３％。仿真结果证明了 ＥＳＯ
的估计性能和控制器的有效性。

３３　试验验证
为了验证控制器在喷雾机上的工作效果和在田

间行走的通过性，分别进行了平坦路面行走试验和

在泥泞田间通过性试验。

平坦路面行走试验可以获取控制器的响应情况

以测试控制器的性能。使用 Ｊｌｉｎｋ ｐｒｏ仿真器采集
数据并保存成文本文件，再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绘图分析；
通过遥控器开环给定油门，缓加油门使其速度达到

１ｍ／ｓ，然后拨动遥控器方向摇杆———给定期望转

角，执行转向动作。试验结果如图 １３所示，可知前
转向桥转角上升时间为３１ｓ，后转向桥转角上升时
间为２０ｓ；前转向桥转角上升时间大于后转向桥，
原因是在运动过程中前转向桥所受到的扰动大于后

转向桥。试验结果表明控制器满足控制要求。

图 １３　平坦路面行走试验结果

Ｆｉｇ．１３　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田间通过性试验选择场地为南通广益机电有

限责任公司内部试验田，场地采用开沟机开出多

条深４０ｃｍ、宽２０ｃｍ的沟，经过灌水浸泡后场地较
为泥泞。田间试验时喷雾机药箱装满 ５００Ｌ水，为
满载状态，同时发电机为开启状态以提供充足电

能。驾驶喷雾机通过泥泞深沟障碍，试验情况如

图 １４所示。图 １４ａ为喷雾机连续横越深沟，在试
验中，喷雾机可以轻松越过此类障碍；图 １４ｂ为喷
雾机右侧车轮陷入深沟，由于陷入深沟的轮子不

断打滑，造成了通过此类障碍时没有横越深沟时

轻松，但也可通过。

图 １４　泥泞田间通过性试验

Ｆｉｇ．１４　Ｍｕｄｆｉｅｌ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ｓｔ
　

４　结论

（１）针对现有高地隙喷雾机在复杂水田环境中
行走，时常会陷在泥泞和深沟中，无法继续工作的问

题，设计了一种四轮独立驱动自转向电动底盘，根据

底盘自转向机构特点，对转向桥进行建模，设计了

ＥＳＯ和控制器，并进行了参数辨识试验，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辨识了模型参数。

（２）通过仿真对 ＥＳＯ和控制器进行了验证，使
用阶跃信号模拟扰动，得到 ＥＳＯ的扰动观测值可在
０５ｓ内收敛到实际扰动；在扰动观测器收敛后，期
望转角阶跃至 ２０°，得到转角响应曲线的上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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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９ｓ，超调量２３％。说明 ＥＳＯ和控制器可以完
成控制任务。

（３）在平坦路面行走试验中，喷雾机速度缓加
至 １ｍ／ｓ，给定期望转角后可得前转向桥转角上升

时间３１ｓ，后转向桥转角上升时间为 ２０ｓ，与仿真
所得结果相近；在田间通过性试验中，喷雾机在满载

情况下仍可以越过宽 ２０ｃｍ、深 ４０ｃｍ的水沟，证实
其在田间具有良好的通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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