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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工工工智智智能能能与与与机机机器器器人人人”””专专专刊刊刊

前前前 言言言

人工智能是一个涉及自动化、计算机、生物医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高度交叉的研究领域,近年来
受神经科学、深度学习、大数据、云计算等理论与技术发展的推动, 人工智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
潮.人工智能对于机器人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对理解自然语言、机器视觉、智能认知与决策
的研究中, 使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为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研
究热点、长远规划和学科前沿,《控制理论与应用》期刊特组织出版一期“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及应
用”专刊. 本专刊聚焦我国人工智能、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录用论文15篇,这些论文分别从人
工智能算法研究及应用、移动机器人技术、机器人工业应用和仿生系统研究等方面探讨了当前人工智能

与机器人领域的热点问题.
在人工智能算法研究及应用方面,胡旭晖、宋爱国、李会军基于神经网络算法,设计了一种通过佩戴

阵列型表面肌电传感器,实时识别受试者的8种手势,并控制一个自主研发的六自由度灵巧操作假手进
行同步动作的人–机协同控制系统;严骏驰、杨小康聚焦计算机视觉中的图匹配问题,分析了当前应用广
泛的二图匹配方法及其局限性,介绍了多图匹配方法的最新进展和相关工作,并讨论了图匹配的未来发
展趋势;侯进辉、曾焕强、蔡磊等为在车辆再辨识任务中通过车辆外观学习得到具有强区分度和鲁棒性
的表示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随机遮挡辅助深度表征学习的车辆再辨识算法,提高了车辆再辨识的准确
率;李鑫、史振宇、蒋森河等提出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刀具磨损和切削力,并针对误差的产生原因
进行了细致分析;屈磊、方怡、熊友玲等提出了一种基于L2,1模和图正则化的低秩迁移子空间学习方法,
提高了算法对不同姿态图片分类的鲁棒性,进一步提高了分类性能.
在移动机器人技术方面,张剑华、吴佳鑫、冯宇婷等在构建一种新的基于三维点云的室外SLAM系统

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点云片段匹配约束的方法提升回环检测效率,并针对位姿优化提出了两
种轨迹漂移优化算法;张凯、刘华平、邓晓燕等为解决移动机器人在极端天气或夜晚的情况下图像信息
采集会受到极大干扰的问题,基于聚类典型相关分析提出一种面向室外移动机器人的雷达图像跨模态
检索技术,实现了从点云到图像的跨模态检索;李朋、杨彩云、王硕阐述了一种利用实时构建的信息熵地
图动态生成机器人的局部探索途径,并综合转向约束和避障约束设计了一种基于模糊评价方法的方向
选择策略跟踪生成的局部路径并进行环境构图;刘兆伟、仲兆琳、王磊等基于CP-nets采用偏好模型对类
人运动轨迹展开研究,并将模型应用于机器人控制,使其更符合人的运动特征;刘盛、陈一彬、戴丰绩等
针对单一机器人在复杂场景下进行同步定位与建图存在的视角局限等问题,提出了一种空地正交视角
下空中无人机与地面机器人协同定位与融合建图方法,其主要思想为解决空地正交视角的坐标系转换
问题.
在机器人工业应用方面,刘哲、邹涛、孙威等针对机械臂与环境接触时恒力跟踪动态响应速度慢的

问题,依据机械臂恒力跟踪的响应速度和控制精度的综合性能指标,通过改进离线优化中遗传算法的
交叉、变异和计算适应度值等操作算子,实现了阻抗控制方法中的控制参数的实时优化; 程学龙、朱大
奇、孙兵等针对“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多推进器系统的故障检测与快速定位难题,将基于信度分配
的模糊小脑神经网络应用于主元分析模型,提出了一种基于主元分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推进器系统故
障诊断模型;卢彪、吴壮、方勇纯等针对双吊车系统防摆研究匮乏的现状,在分析双吊车系统中存在的完
整约束的基础上,设计出了能够在不影响台车定位的情况下充分抑制负载摆动的输入整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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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仿生系统研究方面, 霍梦真、段海滨、范彦铭在分析鹰群的集群狩猎行为、建立鹰群智能行为机
制的基础上, 从无人机集群协同任务与哈里斯鹰协同狩猎行为相似性出发, 提出了一种仿鹰群智能
的无人机集群协同对抗方法; 刘斌、张梦华、李贻斌针对仿生眼系统, 提出了一种PD型的滑模控制方
法(PD–SMC),该方法与模型无关,且结构简单、易于实现.
总之,本专刊论文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现状,展示了该领域的技术前沿和应用

范例. 我们希望本刊能够对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感谢作者分享他
们的研究成果;感谢审稿专家对投稿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感谢《控制理论与应用》编辑部成员的工作与
付出,多方的共同努力最终使得本专刊顺利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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