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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鸽群优化的复杂环境下无人机侦查航迹优化

闫怡汝! 王!寅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学院$江苏 南京 ;.::./"

摘!要! 地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机载探测装置探测范围的约束!使得无人机在某些方位无法实现对地

面目标的有效监测+因此!在设计无人机侦查航路时需要综合考虑无人机飞行性能与目标可视范围等条

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鸽群优化与动态规划算法的无人机侦查航路优化方法+首先!通

过分析机载探测装置视场与地表环境的相对空间关系!得到了目标周围空域的可视范围+随后!结合鸽

群优化理论框架与动态规范方法对无人机的最优侦查航迹进行求解+为提高鸽群优化算法在求解目标

排序问题中的效率!提出了一种离散化的鸽群优化改进机制+仿真结果表明!侦查航迹优化算法在提高

任务完成度的同时具有很高的求解效率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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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引言

近年 来 无人机 ! J(R#((’B #’CA#EV’&ADE’?$
X74"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侦查和监视任务
中$无人机需要依次飞越一系列目标$并利用机载
探测装置对目标进行观测+规划无人机飞行航路
时$应综合考虑无人机飞行性能和机载探测装置
的可视范围$以满足任务的侦查要求+无人机航路
规划是指搜索从起点到终点的最短路径$并满足
环境因素#无人机飞行特性以及传感器性能等约
束+目前的求解方法可分为确定性方法和启发式
算法两类+

确定性的方法首先将优化问题进行离散化$通
过搜索笛卡尔空间中的最短曲线以获得最优解+如
IAÛ?@C#算法..G;/ $人工势场法.*/等基于图论的寻
优算法被广泛地应用于无人系统最优系统路径的
求解问题中+但这些方法往往基于局部信息搜索最
优解$其所得路径的全局性较差.0/+此外$如何选择
合适的离散化尺度也缺乏理论依据$较大的尺度可
以提高问题求解的效率$但所得解的精度较低而导
致算法过早收敛.9/+而过小的搜索尺度将使得计算
复杂度急剧增加$发生维数灾难+

为解决基于图论搜索方法的固有局限性$ 尹

高扬等 . //提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边界快速扩展
随机树!ZZ)"的求解方法$提高了基于概率搜索
算法在处理复杂#大规模优化问题的效率+基于元
启发式的优化方法$如遗传算法 . -/ #粒子群优化
算法 . 1G,/在解决组合优化问题中表现出优越的性
能+由于地表环境的遮挡目标可能无法始终处于
探测装置的可视区域之内$]#(L等 . .:/研究城市
环境中的传感器可见区域$并提出以目标观测时
间作为性能指标求解最优跟踪路径问题+邱华鑫
等 . ../提出了一种鸽群优化 ! PAL’>( A(?PAC’B >P@AT
RAW#@A>($ N2M"算法$并在无人机编队控制和图像
配准问题中获得了成功的应用+但是$在用于离散
优化问题时其求解效率和性能迅速下降+

目前$关于无人机航路规划的研究方法大多
仅考虑环境威胁以及无人机飞行性能等约束$对
目标可探测范围以及地表遮挡等因素的研究工作
还不多见+因此$笔者针对复杂环境中的无人机侦
查航路规划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
规划和鸽群优化框架的混合规划方法+

73问题描述

7D73无人机运动学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无人机在设定高度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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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速度飞行$并忽略无人机偏航角和俯仰角的影
响$无人机的运动学特性可以表示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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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和 U!D"表示在时刻 D无人机的位置+
-!D"表示无人机的滚转角+-R#Y为滚转角最大值;
7D63探测装置可视区域模型

假设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与探测装置的视轴指
向相互独立;给定探测装置的视场角和无人机的
飞行高度$探测装置的理论最大可探测范围为可
视锥体与地面的相交平面;但由于地表特征的遮
挡$目标不能在任意角度被完整观测;

根据探测装置指向#视场参数#目标位置以及
地面特征等条件$探测装置对地面目标的可视范
围可以由视线传播算法!?AL&@>KEA(’PC>P#L#@A>($
S>8 NC>P#L#@A>("进行求解 . .:/ $即计算视点与理论
最大可探测范围内任意一点的连线是否与地表特
征相交+若不相交$则说明地表上点为可探测点$
反之为不可探测点+

假设无人机在恒定高度飞行$给定探测装置
的视场#视轴指向等参数$地面目标的最大可探测
区域可以表示为以目标为中心的半球+在此范围
内$通过分析探测装置与目标的相对位置以及地
表遮挡条件$移除视图中被阻挡部分$目标的可探
测区域为无人机飞行高度剖面与探测装置可视半
球的相交平面$如图 .!#"所示+因此$依次分析每
个目标周围的地形特征$可以求解出各个目标的
可被观测范围$如图 .!O"所示+

为使得无人机探测装置能够有效观察目标$
假设无人机在飞越目标附近空域时$必须至少接
触可视范围内的任何一点+

63基于鸽群优化的航迹优化方法

6D73基于改进 B-"算法的无人机航路规划方法
侦查任务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时间代价获取所

有目标区域的有效信息+如果无人机的速度和高
度恒 定$ 则 该 问 题 等 价 于 求 解 旅 行 商 问 题
!@C#V’EEA(L?#E’?R’( PC>OE’R$ )8N"+标准的 N2M算
法针对连续优化问题设计$由于目标侦查航路规
划问题的离散性$使用标准的 N2M方法进行求解
效率较低且准确性差+为此$笔者提出了一种离散
化的 N2M改进方法$改善离散优化问题的性能+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由于地表环境的遮挡$机

图 73目标可被观测区域简化模型
(LVH73/LTIFLYJSTESJFEYUAJUMRVJUgNeLNL>LFLÛRJVLEON

载探测装置不能在所有角度观测到目标+因此$
在搜索最佳路径时应考虑探测装置的可视区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提出首先根据目标的空
间分布确定无人机飞越各个目标的顺序$得到初
始航点+然后再根据目标的可视区域与无人机飞
行性能的约束$基于动态规划方法对初始航点进
行优化$以保证无人机能从适当的角度进入目标
区域$实现对目标有效观测+
6D63离散化地图和磁场算子

鸽群优化算法中$每个个体表示问题域中的
一个可行解+在无人机侦查航路规划问题中$鸽群
中个体的位置和速度矢量可表示为*

0’8.S’.$S’;$-$S’Q/+

/’8.V’.$V’;$-$V’Q/${ !;"

式中*’8.$;$-K表示鸽群的规模+S’Q为整数$表
示飞越目标的顺序+Q是目标的编号+/’是与位置
矢量具有相同维数的速度矢量;根据量子行为的
演化过程$改进的地图和磁场算子如下*

3L$/#8
.
K+

K

’8.
3’.!#"$

.
K+

K

’8.
3’;!#"$-$(

.
K+

K

’8.
3’Q!#" ) +

2’8.3’.$3’;$-$3’Q/+













!*"

08,.00L$/#’>!. <,."06L$/#+ !0"
0’!#>." 80>)0 3L$/#<0’!#" 0E>L!.@+"0

!’YP!<B0K%"" >/’!#>."+ !9"



!第 0 期 闫怡汝$等*基于鸽群优化的复杂环境下无人机侦查航迹优化 .-!!!

/’!#>." 8/’!#"0’
<B0#>%&"1!6L$/#<0’!#""$

!/"
式中* 3’!#" 是到第 #次迭代时第 ’个鸽子的最优
解+3L$/#表示K只鸽子的平均最佳位置+,. 表示 :
和 . 之间的随机数+0L$/#是第 ’只鸽子的最优位
置+6L$/#为所有个体的最优解+) 是创造力系数+
0’!#>." 是!#>." 次迭代中第’只鸽子的相关位
置信息++ 是 : 和 . 之间的随机数;

基于连续鸽群优化的更新方式$所得解
0’!#>." 可能无法正确表示要访问目标的顺序$
出现大量无效解$降低算法的寻优性能;为解决这
一问题$笔者首先通过对初始解取整获得离散解;
但由于舍入解决方案可能不包含所有目标的标
记$ 因此 将缺 少的 部 分 添 加 到 位 置 初 始 解
0’!#>." 中$该向量由路径规划问题的有效解组
成;采用(取整补全) 方法对位置矢量进行离散化
处理$第一步采用四舍五入取整法$将优化结果全
部取整$筛选出超出所需离散范围以及重复出现
的数$将不符合要求的位置矢量均置 :+第二步对
其补全$将遗漏的位置变量进行排列组合$并将所
有排列组合一次放入遗漏的位置变量中$再挑选
出适应值更优的排列方式$以完成对可行航迹优
化路线的离散化处理;
6D;3离散化的地标算子

地标算子使得鸽群的整体运动向中心聚拢$
从而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是一种局部搜索策略+
当全局搜索不够充分$鸽群尚未到达最优解附近
时$基于未改进的更新策略可能会使得算法陷入
局部最小值中+为避免早熟收敛的问题$笔者采用
次优解作为鸽群的地标$在实现鸽群总体向中心
聚拢的同时$具有一定的全局搜索能力*

3L$/#8
.
KD
+
KD

’8.
3’.!#"$

.
KD
+
KD

’8.
3’;!#"$-$(

.
KD
+
KD

’8.
3’Q!#" ) + !-"

KD!#>." 8
.
;
KD!#"+ !1"

0’!#>."8 0’!#" >%&"10!3L$/#<0’!#""$ !,"
式中*KD是地标算子中定义的种群大小+
6D43代价函数

在第一步求解中$只需要确定无人机的航点
排序$因此可以采用无人机航路的长度评估每个
个体的适应度*

,D81’/#!0’"$ !.:"
式中*函数 1’/#!"用于计算给定目标顺序 0’的航

路长度+用于优化侦察航迹的完整代价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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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d3基于动态规划的航点优化

如前文所述$为实现对目标的有效观测$无人
机应当根据探测装置的可视区域飞越目标+因此$
无人机的飞行航点应至少位于各个目标可视范围
的边界上+笔者基于动态规划策略$对所得的初步
航点进行优化$如图 ; 所示$考虑 * 个相邻的目标
区域$固定飞越第 ’G. 和 ’p. 两个航点$通过 N2M
算法确定第 ’个目标可视范围的边界$从而得到满
足目标观测要求和飞行性能约束的最优航点+无人
机的转弯半径与飞行速度与滚转角约束有关$因此
其最大可跟踪航路可由 IJOA(?方法进行求解+

图 63基于动态规划的航点优化示意图
(LVH63/KAJTMULKSLMVRMTLFFGNURMUJUAJIEF̂VEO

IELOUNJFJKULEOIREKJNN

所得的优化航点除了满足对目标的有效观测
外$还应当考虑无人机航程和机动性能的约束$因
此所得航点的代价可以表示为*

,D8,;01 >!. <,;" =!.1: <4"$ !.;"
式中*,; 是一个会影响所得路线长度和转角的权
重因子+给定 * 个连续的多边形$距离和转角可以
如图 ; 计算+

;3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笔者将
其与标准 N2M算法以及量子粒子群优化算法
!hJ#(@JRP#C@ADE’?\#CR>P@ARAW#@A>($ iN8M"进行
比较$用于解决复杂环境中的侦查路径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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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 种算法在个人计算机!2(@’EA- *a/ Q[W和
./ Q6内存"上使用 =7)S76实现$可调参数根据
相关文献和标准 6’(D&R#Ĉ数据集测试来确定+仿
真针对复杂环境下的目标侦查航路规划问题$基本
设计如下*随机生成 .9 个多边形用于表示目标的
可探测区域+对于 N2M算法$以每个多边形的中心
作为无人机需飞越的航点+初始参数设置及取值为
Be:a.$Ke.::$Qe.9$2. e0::$ 2; e/::+

图 * 为采用标准 N2M算法和笔者所提出方法
所得到的最优飞行航路+从图 *!#"可以看出$由
于无人机转弯半径的约束$通过标准 N2M算法获
得的可跟踪路径不能够完成对所有目标区域的有
效探测+如图 *! O"所示$由于笔者所提出的航路
优化算法同时考虑了对目标观测和无人机机动性
能的约束$所得到的航路在满足对目标区域有效
观测的同时$所得到的航线也更加平滑+

图 ;3标准 B-"算法"M#和所提出的方法">#产生的路径
(LVH;30AJRJNGFULOV IMUAE>UMLOJSUAREGVAUAJNUMOSMRS

B-"MFVERLUAT "M# MOSUAJIREIENJSTJUAES">#

从图 0 可以看到$笔者所提出方法具有更快
的收敛速度和更好的寻优能力+这是因为对 N2M
算法的两种导航算子进行了离散化改进$提高了
其用于解决非连续优化问题的能力+此外$所提出
的方法利用改进的地标算子考虑到在最优性附近
产生更多的解$从而进一步增加收敛速度+

图 43不同算法的收敛曲线
(LVH43-FFGNURMUJUAJKEOeJRVJOKJEYSLYYJRJOUTJUAESN

为了验证所提方法面向大规模复杂问题中的
性能$ 进一步将上述算法应用于由 . ::: 个目标
组成的场景中+为了消除初始化的影响$所有算法
都运行 ;: 次$这些方法的性能如表 .g* 所示+

表 73使用不同方法的路径规划的航程比较
0M>H732ETIMRLNEOEYUAJRMOVJNYERREGUJIFMOOLOV

GNLOV SLYYJRJOUTJUAESN

方法
航程cR

最差 平均 最佳
本文方法 9/ /1-a0 99 **-a, 9* ;..a/
N2M 9- 10.a/ 99 0*,a; 9* :.1a-
iN8M 9/ 01*a, 99 .-,a. 9* ;-0a;

表 63使用不同方法的路径规划的未覆盖目标数量比较
0M>H632ETIMRLNEOEYUAJOGT>JREYGOKEeJRJSUMRVJUN

YERREGUJIFMOOLOV GNLOV SLYYJRJOUTJUAESN

方法
未覆盖目标的数量

最差 平均 最佳
本文方法 : : :
N2M *;, ;/- .*-
iN8M */. ;01 .;,

!!从表 . 可以看出$从所得到最优航路的航程
上来看$所提出的方法比基于 iN8M的规划方法
稍差$略优于标准的 N2M算法+这是因为基于
iN8M的规划方法没有考虑目标的可探测性$而
是仅以总的航程为最优指标对航路进行规划+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标准 N2M和 iN8M这两
种方法均未能实现对所有目标的有效探测$不能
完整地完成目标侦查的任务+表 * 统计了 *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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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使用不同方法的路径规划的平均运行时间比较
0M>H;32ETIMRLNEOEYUAJMeJRMVJRGOOLOV ULTJYER

REGUJIFMOOLOV GNLOV SLYYJRJOUTJUAESN

方法 步骤 平均运行时间c?

本文方法

N2M
iN8M

初始解 .9a*

航点优化 .:a1

总时间 ;/a.

总时间 .1a/

总时间 .,a;

规划算法的执行时间$可以看到笔者提出方法的总
时间要高于另外两种算法!耗时增加约 *9m"$这
是因为笔者所研究算法综合目标可探测性和无人
机机动性$对航点进行了进一步优化+从任务完成
度和算法效率两方面综合考虑$方法的整体性能要
优于标准 N2M方法和基于 iN8M的规划方法+

43结论

笔者研究了复杂环境下的无人机侦查航路规
划问题$针对机载探测装置与地表特征间的相对
空间关系给出了目标可视范围模型$并将其作为
被优化的要素用于求解最优航路+针对标准 N2M
算法不用直接用于求解非连续优化问题$笔者提
出了离散化改进算法$改善了其用于离散优化问
题的性能+仿真结果表明$与标准 N2M算法和
iN8M算法相比$笔者所提出的航路规划方法具
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和寻优能力$并极大提高了侦
查任务的完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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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R’\>Ĉ>KPAL’>( A(?PAC’B >P@ARAW#@A>( !N2M" \#?PC>P>?’B K>CX74?JCV’AEE#(D’@#?̂?+2( @&A?#PPC>#D&$
@&’?’(?>CVA?AOAEA@$\#?KAC?@E$#(#E$W’B O$D>(?AB’CA(L@&’>DDEJ?A>(?D#J?’B O$@’CC#A( K’#@JC’$ #(B @&’B’E’DT
@#OE’#C’#?>K@&’@#CL’@?\’C’#PPC>YAR#@’B O$#?’CA’?>KP>E$L>(?+)>B’@’CRA(’@&’>P@AR#E@C#D̂#OE’P#@& @>
D>V’C#EE@#CL’@?A@’?$ @&’@#CL’@VA?AOAEA@$P>E$L>(?\’C’C’PE#D’B O$\A@& @&’ACD’(@’C?KAC?@E$$ \&AD& #EE>\’B @>
>O@#A(’B #( A(A@A#E?>EJ@A>( O$>P@ARAWA(L@&’>CB’C>K@&’@#CL’@?@>O’VA?A@’B+2( @&’K>EE>\A(L?@’P >K@&’#EL>T
CA@&R$ #P#@& C’KA(’R’(@?D&’R’D>ROA(LB$(#RADPC>LC#RRA(L#(B N2M\#?PC>P>?’B @>C’KA(’@&’A(A@A#E
C>J@’O$D>(?AB’CA(L@&’?’(?>CVA?AOAEA@$#(B @JC(A(LC#BAJ?D>(?@C#A(@>K@&’X74+%>RP#C#@AV’?ARJE#@A>(
PC>V’B @&’P’CK>CR#(D’>K@&’PC>P>?’B #EL>CA@&RA( @’CR?>K’KKADA’(D$#(B #DDJ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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