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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 ／无人机编队三位可视化系统的软件设计与实现

李一波，王仓库，姬晓飞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自动化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３６）

摘　 要：针对未来有人 ／无人机混合编队的作战模式和增强三维可视化虚拟实现效果的需求，设计了在某无人机真

实的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和 ＭＦＣ 的有人 ／无人机编队三维可视化系统。 系统充分利用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的强大视景系统、ＭＡＴ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快速解算控制算法的能力、ＭＦＣ 开发的应用程序以及各个功能模块结构化，使得

三维可视化系统的飞行数据和飞行视景具有时序性、可视性，各模拟模块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更改、升级和替

代。 经过多次仿真实验，该系统占用资源少，实现了有人 ／无人机混合编队的编队飞行和空战演示的整个过程的三

维可视化显示，具有很好的三维可视化效果，达到了有人 ／无人机编队三维可视化系统项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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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机作为长机带领有人和无人机的混合编队

飞行不仅将使系统的综合效能和任务执行时的冗余

性能得到大幅提升，而且弥补了单纯无人机编队对

复杂环境识别和判断失误等方面的不足，成为有人 ／



无人机混合编队及其应用技术发展的研究新热点，
目前在编队队形控制、协同作战、信息交互处理以及

具体实现验证等多方面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随

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设定的系统运行环境和编队模

型的相异性，对验证研究理论的方法和验证手段带

来了更大的困难，由于实体验证需要完备的工程设

计，大量的验证工作，人力资源的浪费，工作的耗时，
以及昂贵的实验仪器和物质消耗，因此虚拟仿真验

证作为一种灵活、低耗的验证方法适用于大多数的

理论性预研研究［１⁃４］。
目前有人 ／无人机编队飞行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设计与实现方面的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５⁃８］，Ｒａｓ⁃
ｍｕｓｓｅｎｄ 等［５］结合 ＭＡＴＬＡＢ 和 ＶＣ 实现了无人机编

队航迹规划过程中的自主避障的仿真，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快速的解算能力和 ＶＣ 设计的操作平台使无人机编

队在航迹规划过程中达到了很好的避障效果，但是避

障过程不能够实现三维可视化的呈现并且可视化过

程中不能添加指令，占用资源多； Ｗｅｉ 等［６］构建了一

种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ＶＣ＋＋平台和 ＭＦＣ 框架结合的可视化

仿真平台，利用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强大视景显示功能和

ＭＦＣ 设计的操作界面实现了在仿真过程中可以添

加指令，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可视化仿真效果，但是基

于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飞机模型解算速度比较慢，不能达到

可视化效果的实时性，且占用资源多；应进等［７］ 综

合应用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设计并实现了

一个在 ＭＡＴＬＡＢ 环境下基于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视景的直升

机飞控仿真平台，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快速的解

算能力和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强大视景显示功能实现了直升

机仿真的三维实时可视化显示，但没有设计仿真系

统操作平台界面，不能在仿真过程中添加指令且占

用资源多；李文皓等［８］ 提出了模块化结构的无人机

编队飞行仿真实验平台，使系统占用资源小，但是系

统可视化场景单一，不能体现起飞、编队和空战整个

过程。 综上所述，目前有人 ／无人机编队三维可视化

系统的研究还不成熟，均不能同时实现三维实时可

视化显示和在仿真过程中随机地添加指令的功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运用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ＭＡＴ⁃
ＬＡＢ⁃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和 ＶＣ（ＭＦＣ 框架）结合的方法设计有

人 ／无人机编队三维实时可视化显示的系统，实现了

无人机编队整个起飞、编队变换和空战的三维实时

的可视化效果和随机添加指令的功能。
该有人 ／无人机编队三维可视化系统是目前软

件结合最为复杂、功能最全面的研究，为有人 ／无人

机编队飞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预研性的实验工具，
同时也为未来研究有人 ／无人机混合编队协同作战

中相关的技术提供了有效的验证平台。

１　 可视化系统软件

１．１　 功能需求分析

混合编队可视化系统包含单机控制、编队队形

保持控制［９］、编队队形变换控制、数据通信传输控

制、避障控制、任务分配以及攻击占位控制等，为了

验证这一系列的综合效果，系统必须具有以下几点

功能：
１）地面站控制指令；
２）有人机的任务端指令；
３）编队中控制器的输入输出；
４）编队中避障控制器的输入输出；
５）编队中队形保持和队形变换控制器输入输出。
此外，为使得混合编队可视化系统具有系统逻

辑封装性好、扩展性强、性能稳定、易于维护的特点，
在设计系统时应当充分采用结构模块化、分散控制

方式、独立化以及通用化接口设计。
１．２　 系统结构设计

为了适应未来编队飞行控制技术要求，以系统

结构模块化设计思想为指导，将混合编队可视化系

统分为人机交互和控制部分。 系统的总体架构如图

１ 所示。
人机交互部分包括：
１）可视化视景模块：通过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软件视景

将各有人机、无人机飞行的状态实时地反映于虚拟

３Ｄ 场景中，将立体展示了有人 ／无人协同编队飞行

的整个飞行场景，增加用户的沉浸感，达到了人机交

互、实时可视化的效果，输入为对应当前时刻各架飞

机的飞行信息，输出为 ３Ｄ 场景渲染图形图像；
２）界面交互模块：为了方便研究人员在控制过

程中添加指令和干预系统的进程，可以通过界面完

成各种操作，包括编队队形的变换，在飞行航迹上添

加空中或者地面威胁，重新设置控制参数等。
控制部分包括：
１）控制器模块：为了使得僚机能够快速跟踪长

机的飞行航向、高度和速度，同时与长机保持一定的

横向和纵向间距，通过变换控制信号使得间距误差

趋向于零，无论长机是处于平飞或机动状态，任能保

持一定的编队队形，并能满足性能指标。
２）编队队形保持和变换控制模块：通过地面站

或者长机界面的指令集输入期望保持的编队队形参

数，输出编队队形保持的状态指令。
３）编队队形变换控制模块：通过地面站或者长

机界面的指令集输入期望变换的编队队形参数，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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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编队变换的状态指令。
对于由 Ｎ 架飞机组成的编队，各个模块将生成

Ｎ 个独立的模块，编队中各架飞机相互独立的控制

和飞行数据解算，通过在各个模块设置标准的输入

端口，方便系统中各个算法的修改和变换。

图 １　 系统的总体架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２　 系统的实现

系统平台设计总的可以分为人机界面、Ｆｌｉｇｈｔ⁃
Ｇｅａｒ 三维可视化模块、无人机模型模块、无人机动

力学系统仿真模型模块和联合仿真。
２．１　 系统界面的实现

混合编队可视化系统包含地面站界面、无人机界

面，人机界面如图 ２ 所示。 采用 ＭＦＣ 框架的 ＣＦｏｒｍ⁃
Ｖｉｅｗ 为基类［９］，并通过添加菜单项和添加按钮、地
图、列表框、图片等控件进行开发设计，用以实现数据

的显示、无人机编队的实时航迹及位置和控制指令的

输入。 人机交互界面主要包含二维电子地图区、编队

放大区、数据信息显示区和操作指令控制区。

图 ２　 人机界面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ｍａｎ⁃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２．２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三维可视化视景

由于单纯以 ＯｐｅｎＧＬ 语句实现系统编队飞行场

景和飞机模型代码量巨大，也不利于针对不同的无

人机尺寸模型修改，为此采用 ＡＣ３Ｄ 软件构建无人

机的外部模型，通过编写模型的配置文件将其映射

至场景中，而后飞行数据通过通信模块传输给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仿真模块，驱动无人机模块仿真。 由于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包括很多子系统，飞行器模块是各个系统

的综合，接受环境系统和动力学系统的控制，控制结

果通过三维可视仿真系统进行渲染，通过日志系统

记录飞行姿态和位置信息，发动机的响动和风声都

由声音 ／音效系统模拟，大大简化系统开发的复杂度

和周期，而且针对无人机模型不同尺寸和不同的无

人机模型都可以进行相应的修改，使得建立模型与

系统可视化仿真互相独立，增大了系统仿真的扩容

性和模型的可移植性，同时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各主要组件

都独立于硬件和操作系统，基于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开发的

三维可视化仿真系统具有较高的可重用性和可扩展

性，能够轻松地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移植。 此外，通
过设置变视点和随机全景视点，使得可以从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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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多尺距地观察虚拟可视化场景，为操作员的

感官认知带来有利的支撑。 其无人机模型制作和场

景多视点观察效果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无人机模型制作和场景多视点观察效果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ｖｉｅ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ｅｎｅ

２．３　 模块化与集成的实现

为了使得仿真系统具备较强的可扩展性，其各
模块都采用 ＵＤＰ 通信模式，在不断深入的研究中可
以在离线的条件下修改对应模块算法而无需对仿真
系统内部各个模块进行升级，当仿真系统出现运行
报错或者异常时可通过逐步检查各模块的输入输出
给予以定位和修复。 无人机编队三维可视化系统
的内部模块之间存在着相互独立又有数据信息
交互性耦合，为了使数据传输能够在独立的情况
下实现数据交互的耦合性，设立了指令集和无人
机状态显示集。 当地面站利用 ＵＤＰ 网络传输方
式将飞行指令传给僚机任务终端，各架僚机之间
实施分散协同控制，同时将基于 ＰＩＤ 编队队形控
制算法解算的飞行控制数据传输给无人机 Ｓｉｍｕ⁃
ｌｉｎｋ 动力学模型，如图 ４ 所示，飞行控制数据被解
算为飞行数据传输到地面站界面，完成一次解算
轮回，同时驱动可视化系统不断更新场景，使得
三维可视化显示的实时性更高。

图 ４　 无人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动力学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ＵＡＶ

２．４　 仿真的实现
启动 ＶＣ 和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ＶＣ 初始化模块对 Ｆｌｉｇｈｔ⁃

Ｇｅａｒ 的初始化模块和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模型中的初始化文件
进行设置，然后将ＶＣ 的环境设置模块传给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的环境设置模块，此时，运行控制模块，开始起飞，地
面站界面模块利用 ＵＤＰ 网络传输方式（通信模块）将
飞行指令传给僚机任务终端界面模块，根据指令将基
于 ＰＩＤ 的控制模块解算出的飞行控制数据传＝传输
给无人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动力学模型，飞行控制数据被解算
为飞行数据，这时飞行数据被分别传送到采用外部数
据驱动的并已载入无人机模型的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驱动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可视化引擎，生成混合编队的编队飞行、编
队巡航和空战的三维可视化显示和界面终端模块，再
次经过飞行控制器和动力学模型解算出下一时刻的
各飞机飞行状态并更新状态，完成一次解算轮回，通
过间歇式的时序驱动系统仿真不断进行解算飞行数
据，使得仿真系统的飞行数据具有较高的实时性，实
现了 ＶＣ （控制模块）—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自驾仪模块）—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飞机模块）三者循环调整数据，系统模块
数据传输如图 ５ 所示，控制整个飞机作战系统的飞行
任务，其联合仿真图如图 ６。

图 ５　 系统模块数据传输

Ｆｉｇ．５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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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系统仿真流程图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３　 基于 ＰＩＤ 的编队飞行控制
系统采用了经典的 ＰＩＤ 控制进行编队队形控

制，编队采用长僚模式飞行，由于长机采用航迹跟踪

控制，故编队队形协同控制主要是对僚机控制，分为

速度通道、航向通道、高度通道，分别对应为速度控

制量、滚转角控制量和俯仰角控制量，并且将各个通

道强制解耦，即每个通道不存在相互影响。
１）速度通道（速度）：对于长僚机速度偏差采用

增量式 ＰＩＤ，其中 ｋｖｐ、ｋｖｉ、ｋｖｄ 分别为长僚机速度偏差

调节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计算公式为

ＶＣ＿Ｌ＿Ｆ（ ｔ） ＝ ｋｖｐ ｖｅ（ ｔ） － ｖｅ（ ｔ － １）[ ] ＋ ｋｖｉ∫
ｔ

０

ｖｅ（ ｔ）ｄｔ ＋

ｋｖｄ ｖｅ（ ｔ） － ２ｖｅ（ ｔ － ２） ＋ ｖｅ（ ｔ － １）[ ] ＋ ＶＣ＿Ｌ＿Ｆ（ ｔ － １）
（１）

　 　 对于纵向偏差采用位置式 ＰＩＤ，其中 ｋｙｐ、ｋｙｉ、ｋｙｄ

分别为纵向偏差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公式为

Ｖｅ－ｙｅ（ ｔ） ＝ ｋｙｐｙｅ（ ｔ） ＋ ｋｙｉ∫
ｔ

０
∑
ｉ ＝ ｔ

ｉ ＝ ０
ｙｅ（ ｉ）ｄｔ ＋

ｋｙｄ ｙｅ（ ｔ） － ｙｅ（ ｔ － １）[ ] （２）
式中： ＶＣ＿Ｌ＿Ｆ、ＶＣ－ｙｅ、ＶＣ 分别将长僚机速度偏差经过

ＰＩＤ 后计算的速度量、纵向偏差经过 ＰＩＤ 后计算的速

度量、最终得到速度控制量。 经过线性组合得

ＶＣ ｔ( ) ＝ ＶＣ＿Ｌ＿Ｆ（ ｔ） ＋ Ｖｃ－ｙｅ ｔ( ) （３）
　 　 由于无人机 Ｓｉｍｕｌｉｎｋ 模型输入的空速受限，故
输入的速度要设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ＶＣ（ ｔ） ＝
２８０，　 　 ＶＣ（ ｔ） ＞ ２８０
１００，　 　 ＶＣ（ ｔ） ＜ １００
ＶＣ（ ｔ），　 　 其他

ì

î

í

ï
ï

ïï

（４）

　 　 ２）航向通道（滚转）：对于长僚机航向偏差采用

增量式 ＰＩＤ，其中 ｋｗｐ、ｋｗｉ、ｋｗｄ 分别为长僚机航向偏差

调节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计算公式为

ｗＣ＿Ｌ＿Ｆ（ ｔ） ＝ ｋｗｐ θｅ（ ｔ） － θｅ（ ｔ － １）[ ] ＋ ｋｗｉ∫
ｔ

０

θｅ（ ｔ）ｄｔ ＋

ｋｗｄ θｅ（ ｔ） － ２θｅ（ ｔ － ２） ＋ θｅ（ ｔ － １）[ ] ＋ ｗＣ＿Ｌ＿Ｆ（ ｔ － １）
（５）

　 　 对于横向偏差采用位置式 ＰＩＤ，其中 ｋｘｐ、ｋｘｉ、ｋｘｄ 分

别为横向偏差调节的比例、积分、微分系数，公式为

ｗｃ－ｘｅ ｔ( ) ＝ ｋｘｐｘｅ ｔ( ) ＋ ｋｘｉ∫
ｔ

０
∑
ｉ ＝ ｔ

ｉ ＝ ０
ｘｅ ｉ( ) ｄｔ ＋

ｋｘｄ ｘｅ ｔ( ) － ｘｅ ｔ － １( )[ ] （６）
　 　 将长僚机航向偏差经过 ＰＩＤ 后计算的速度量

ωＣ－Ｌ－Ｆ 与横向偏差经过 ＰＩＤ 后计算的速度量 ωＣ－ｘｅ 线

性组合，最终得到速度控制量 ωＣ 为

ｗＣ ｔ( ) ＝ ｗＣ＿Ｌ＿Ｆ（ ｔ） ＋ ｗｃ－ｙｅ ｔ( ) （７）
　 　 由于无人机飞行滚转角受限，故输入的滚转角

要设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ωＣ（ ｔ） ＝
３０，　 　 ωＣ（ ｔ） ＞ ３０
－ ３０，　 　 ωＣ（ ｔ） ＜ － ３０
ωＣ（ ｔ），　 　 其他

ì

î

í

ï
ï

ïï

（８）

　 　 ３）高度通道（俯仰）：对于高度偏差采用增量式

ＰＩＤ，其中 ｋｚｐ、ｋｚｉ、ｋｚｄ 分别为长僚机高度偏差调节的比

例、积分、微分系数，计算公式为

ψＣ＿Ｌ＿Ｆ（ ｔ） ＝ ｋｚｐ ｚｅ（ ｔ） － ｚｅ（ ｔ － １）[ ] ＋ ｋｚｉ∫
ｔ

０

ｚｅ（ ｔ）ｄｔ ＋

ｋｚｄ ｚｅ（ ｔ） － ２ｚｅ（ ｔ － ２） ＋ ｚｅ（ ｔ － １）[ ] ＋ ψＣ（ ｔ － １）
（９）

　 　 由于无人机飞行俯仰受限，故输入的俯仰要设

定在无人机的俯仰范围之内。

ψＣ（ ｔ） ＝
７，　 　 ψＣ（ ｔ） ＞ ７
－ ５，　 　 ψＣ（ ｔ） ＜ － ５
ψＣ（ ｔ），　 　 其他

ì

î

í

ï
ï

ïï

（１０）

４　 无人机编队和空战可视化效果

４．１　 系统性能测试

为了验证混合编队可视化系统飞行数据的实时

性，进行了 ５６ 次的功能测试，测试平台如表 １。
表 １　 本系统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

参数 值

平均仿真时间 ５８′１２″

平均飞行数据 １４３．２７ Ｍ

仿真数据刷新率 １３ 帧 ／ ｓ

ＶＲ 帧数 ７ 帧 ／ ｓ

系统资源占用度 Ｃｐｕ２６％ 内存：２４ Ｍ

平均重绘图线 ６８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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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文献［８］系统测试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８］

参数 值

平均仿真时间 ３６′２７″

平均飞行数据 ３６．９０ Ｍ

平均录像数据 ７２１．５９ Ｍ

仿真数据刷新率 １０ 帧 ／ ｓ

ＶＲ 帧数 ５ 帧 ／ ｓ

系统资源占用度 Ｃｐｕ３１％ 内存：３０ Ｍ

平均重绘图线 ４７ 幅

　 　 通过表 １ 和表 ２ 的对比，可知该三维可视化系统

占用资源较少，实时性较高。
４．２　 无人机编队可视化

设置不同的编队队形进行飞行可视化试验，用
以验证算法的编队队形控制，无人机编队由一字队

形变换成菱形编队，在变换为人形编队。 编队相对

位置参数如表 ３ 所示。 通过对 ＰＩＤ 控制算法中比

例、积分、微分参数进行调节快速实现编队队形的变

换，ＰＩＤ 参数如表 ４ 所示。
表 ３　 编队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编队

队形

编队队形参数

长机 无人机 １ 无人机 ２ 无人机 ３

一字形 （０，０，０） （０，２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０，６００，０）

菱形 （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０） （０，４００，０）

人字形 （０，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０）

表 ４　 ＰＩＤ 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ＰＩ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通道 ＰＩＤ Ｎａｍｅ 比例 积分 微分

速度 增量式 ＰＩＤ ４９．８ ０．０２４ ７

速度 位置式 ＰＩＤ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２ ０．０

航向 增量式 ＰＩＤ １．６６ ０．０００ ８８ ３．４２

航向 位置式 ＰＩＤ ０．００６ ０．０ ０．０

高度 增量式 ＰＩＤ ０．１２９ ０１４ ０３７

　 　 通过多次试验，该系统三维可视化效果如图 ７、
８、９ 所示。

图 ７　 一字编队

Ｆｉｇ．７　 Ａ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文献［５］、［７］的可视化效果分别图 １０ 中的（ａ）
和（ｂ）。 通过对比，本系统的三维实时可视化效果

好，并可以通过地图实时显示无人机编队的位置，同
时还可以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添加指令。

图 ８　 菱形编队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９　 人字形编队

Ｆｉｇ．９　 Ｔｈｅ ｈｅｒｒｉｎｇｂｏｎ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０　 文献可视化效果

Ｆｉｇ．１０　 Ｔｈｅ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５　 结束语

随着对混合编队飞行控制、空战研究的深入，使
得综合验证混合编队控制理念的需求日趋重要和迫

切，本文通过可替换的飞机模型、实时的 ＦｌｉｇｈｔＧｅａｒ
场景的更新、飞行数据的实时显示和混合编队飞行

的三维可视化显示，能够给与实验者深刻的沉浸感

和参与感，解决了现有开发系统文献的不足，为混合

编队控制理论的研究提供有力支撑，为未来研究有

人 ／无人机混合编队协同作战中相关的技术提供了

有效的验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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