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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足式爬行机器人对复杂地形环境有着高度的适应性，在灾害救援、军事侦察、星球探索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自足式爬行机器人发展以来，解决腿部串并联机构的强耦合性问题实现复杂环境下的稳定运动控制，是该领

域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按照仿生与否分两类综述近十年国内外研制的足式爬行机器人的结构与性能特点；从灵巧

机械机构创新设计、稳定性标定技术、爬行步态规划与运动控制和机器人感知技术４个方面介绍足式爬行机器人研
究的关键技术；针对足式爬行机器人的发展趋势给出了五点展望：运动机理仿生化、能量利用高效化、结构材料新型

化、运动模式复合化、感知技术多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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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式移动机器人（以下简称为足式机器人），有别于轮
式、履带式移动机器人，是通过驱动类似于腿的装置来移动

自身的机械系统。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Ｍｏｓｈｅｒ等［１］研发了第

一款足式机器人以来，该机器人由于对复杂地形有着良好的

适应性，受到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关注。

如图１所示，足式机器人根据运动形式可以分为足式爬
行机器人和足式步行机器人。足式步行机器人的腿部机构

位于机体的下方，机体、腿、足呈竖直分布，类似于哺乳动物；

足式爬行机器人的腿部机构安装在机体的侧面，一般来说靠

近机体的腿节水平布置、靠近足端的腿节竖直布置，类似于

昆虫。与步行机器人相比，足式爬行机器人可以在更宽阔的

空间中选择落脚点，在复杂地形上展现出更好的通过性。另

外，较大的支撑多边形和较低的重心使得足式爬行机器人具

备较好稳定性。因此足式爬行机器人在人道主义扫雷［２］、军

事侦察［３］、星球探索［４］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广阔的应用

前景。

图１　步行机器人与爬行机器人的不同特征效果图

　　足式爬行机器人可以按照遥控指令或自主地通过步行
机器人难以通过的复杂山地陡坡，这对其运动的精度、稳定

性、续航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腿部串并联机构的强耦

合性和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导致足式爬行机器人运动稳定性

的控制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因此，设计出结构精良、运

动控制精确、能量效率高的足式爬行机器人吸引着国内外众

多研究人员，是当今机器人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首先对足式爬行机器人近十年来国内外研究进展

进行了总结，将足式爬行机器人分为仿生和非仿生两类综述

其结构与性能特点；从腿臂机构的创新设计、稳定性标定技

术、爬行步态规划与运动控制、机器人感知技术４个方面介
绍了足式爬行机器人研究的关键技术；并对足式爬行机器人

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１　足式爬行机器人分类及研究进展

１．１　非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
国内外对非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开展研究的机构主要

有宾夕法尼亚大学［５］、日本东京工业大学［６］、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７］等。按照有无可变机构设计，将上述机构研制的几款

非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分为两类分别介绍其结构和功能，如

表１所示。
２０１０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在 ＲＨｅｘ［８］的基础上研制了新

一款的六足爬行机器人ＸＲｈｅｘ［５］。如图２（ａ）所示，ＲＨｅｘ的
腿部是一个半圆形机构，通过腿部的旋转运动推动机体移

动；虽然机械结构简单，但是ＲＨｅｘ可以实现爬行、前翻、爬楼
梯等多种运动。ＸＲＨｅｘ机体框架使用表面覆盖碳纤维的铝
板，Ｃ型腿采用玻璃纤维，在减轻质量的同时增加了框架刚
度。机体更加轻巧坚固，即使受到严重冲击也能保证机体内

部硬件不受破坏。质量的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机器

人的机动性能。

表１　非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列表

时间
机器人

名称

变构

设计

支腿

数量

单腿自

由度数

驱动器

数量
质量

尺寸／
ｍｍ

速度

（ｍ·ｓ－１） 身长／ｓ

２０１０ ＸＲＨｅｘ［５］

２０１６ 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１０］

２０１７ 快速小型机器人［７］

２０１９ 快速小型机器人［１４］

２０１９ ＭｕｔＢｕｇ［１５］

２０２０ 四足机器人［１６］

无

６ １ ６ １２．００ｋｇ ５７０×３９０×７５ ２．７ ４．７

４ ３ １２
５．２９～
５．６５ｋｇ

２１３×５５８×３４０ １．３８ ６．５

６ １ １ ４７ｍｇ ６０×２０×１２ ０．０３ １．５

４ １ １ １３７ｍｇ １２．３×２０×１０．２ ０．２３ １８．９

６ １ ２ ２６．５ｇ １００×１００×１５ ０．５３ ５．３

４ １ ４ ６１．８ｇ ７２×７６×３５ ０．２１ ２．９

２０１０ ＴＩＴＡＮＸ［１７］

２０１４ Ｑｕａｔｔｒｏｐｅｄ［１８］

２０１７ Ｓｎａｐｂｏｔ［１９］

２０１９
Ｆｌｙｉｎｇｃｒａｗｌ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ｏｂｏｔ［２０］

有

４ ４ １２ ２３．２ｋｇ
８９０×５８１×
３０３（５００）

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１～
０．２

４ ２ １２ １２．２ｋｇ
６００×４１０×
１９５（２６０）

１．８ ３

１～６ ２～３ ３～１８
１８７～
８８３ｇ

７６×７６×３０～
２３６×２３６×８０

— —

４ ３ ２１ ２．２ｋ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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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无变构设计足式爬行机器人效果图

　　２０１６年，东京工业大学研制了最新一款的 ＴＩＴＡＮ系列
机器人———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１０］，如图２（ｂ）所示。相较于之前版
本的ＴＩＴＡＮ机器人［６］，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装有新型的传动装置，采
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替代传统绞线，因此有着更加紧凑

的机身、更轻盈的质量、更快的移动速度、更高的比功率以及

更强的续航能力。通常来说爬行机器人在能量效率、移动速

度上都不如步行机器人，但是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的能量效率可以与
步行机器人（ＳｔａｒｌＥＴＨ［１１］等）比肩，它的弗劳德数（衡量机器
人移动速度的标准化系数）与步行机器人（ＣｈｅｅｔａｈＲｏｂｏｔ［１２］

等）大致相等。

如图２（ｃ）所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制了一款质量仅
为１９０ｍｇ的小型轻量化足式爬行机器人［７］。可以外接电源

或机载电容通过铝硅键合线给机身两侧的极板供电，在机身

内部形成电磁场，利用机身内部镍钛束的自激静电作用驱动

机器人运动［１３］，速度可达３０ｍｍ／ｓ（约１．５身长／ｓ）。但是机
器人的运动稳定性难以保证且无法控制其运动轨迹。在此

基础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２０１９年研制了一款新型的电
磁驱动的微型足式爬行机器人［１４］，如图２（ｄ）所示。总质量
仅为１３７ｍｇ的机器人最大爬行速度可达２３２ｍｍ／ｓ（约１８．９
身长／ｓ）。当施加在电磁铁上的交流电压的频率与系统的固
有频率相匹配时，机身前侧的永磁体和横梁会在周期性电磁

力的作用下激发共振，与横梁连接的前腿会与地面产生向上

向前的力，实现爬行机器人的向前跃动。

２０１９年，国立首尔大学研制了一种可双面爬行的六足机
器人ＭｕｔＢｕｇ［１５］，如图２（ｅ）所示。ＭｕｔＢｕｇ结构紧凑，高度仅
有１５ｍｍ。无论是顶面朝上爬行还是底面朝上爬行，最大速
度都可以达到０．５３ｍ／ｓ（约５身长／ｓ），即使在复杂地形上机
体倾覆，也不会影响到ＭｕｔＢｕｇ的正常运行。
２０２０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制了一种四足机器人［１６］，如

图２（ｆ）所示。该机器人由机体、４个悬臂腿、４个偏心轮振动

电机等模块组成。通过偏心振动马达的激励，悬臂腿与地面

之间产生的摩擦力能够驱动机体向前、向后和转弯运动。该

机器人没有复杂的机械传动装置，运动灵活、速度快，具有一

定的承载和越障能力。

　　为了提高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及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
有些科研人员将足式结构与轮式、履带式、球式结构相结合，

设计了轮－足、履－足、球－足复合的可变腿部结构。
２０１０年，东京工业大学研制了一款履－足复合的四足爬

行机器人 ＴＩＴＡＮＸ［１７］，如图３（ａ）所示。ＴＩＴＡＮＸ可以根据
地形选择运动形式，在复杂崎岖的地形上采用足式行走，在

平坦或起伏不大的地形上采用履带行驶。其爬行速度可达

０．１５ｍ／ｓ，采用履带行驶时可以稳定不打滑地上下楼梯、顺
利通过４００ｍｍ宽的壕沟，履 －足配合能够翻越高度的是其
１．８倍的障碍。

２０１４年，台湾大学研制了一款轮－足复合的四足爬行机
器Ｑｕａｔｔｒｏｐｅｄ［１８］，如图３（ｂ）所示，其包含了结构可变的轮腿
机构：在崎岖地形上采用的Ｃ型腿结构，能够实现类似于 Ｘ
ＲＨｅｘ机器人的爬行运动；在平台路面上采用的轮模式，则能
够实现机器人的快速机动。

２０１７年，丰田公司研制了一款模块化的足式爬行机器人
Ｓｎａｐｂｏｔ［１９］，如图３（ｃ）所示。机器人有３组（翻滚 －俯仰、偏
航－俯仰、翻滚－俯仰－偏航）共１８个模块化的腿部机构，
通过磁性联轴器与机体连接０～６条腿，可以组成７００种不
同的构型。机体可以识别出腿的配置方式进而采用不同的

步态进行运动。

２０１９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计了一种将球形无人机与
足式机器人相结合的混合式运动机器人［２０］如图３（ｄ）所示。
通过１个旋翼和８个尾翼可以实现空中飞行。在地面运动
时，可以将４条３自由度腿部机构伸展在崎岖地面上爬行，
也可以将腿部机构蜷缩在地面上滚动。此外，４条腿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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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用于搬运物体，辅助飞行着陆。目前该机器人的研制

处于模拟仿真阶段，尚未研制出原理样机。

１．２　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
自然界中存在多种足式爬行生物，为研究仿生足式爬行

机器人在运动机理和行为方式、感知模式和信息处理、协调

控制和计算推理、能量代谢和材料结构等多方面提供了参

考。本研究按照仿生原型对国内外研制的仿生足式爬行机

器人进行分类总结，如表２所示。图４展示了这些机器人与
其仿生原型。

图３　变构设计足式爬行机器人效果图

表２　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列表

时间 仿生原型 机器人名称 质量／ｋｇ 尺寸／ｍｍ 工作环境

２０１２ 甲虫 仿甲虫机器人［２１］ １．８６ ２１４×１４０×６０

２０１３ 蜘蛛 仿蜘蛛机器人［２２］ ２．３５ ７００×６１０×１６０

２０１５ Ｓｃｏｒｐｉｏ［２３－２５］ ０．４３ ２３０×２３０×１７５

２０１５ 螳螂 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２６］ ６．５ ９００×６００×５００

２０１６ ＭＡＮＴＩＳ［２７］ １０９ ２２００×１８００×８００

陆地

２０１７ 螃蟹 ＣｒａｂｌｉｋｅＲｏｂｏｔ［２８－２９］ ＜４ ５３５×７６０×４８５（６０５）

２０１８ 鳄鱼 Ａｌｌｉ－ｂｏｔ［３０］ ２．２ ６８５×１１０×５５

２０１９ 海龟 ＡＳＲｏｂｏｔ［３１］ － －

水陆

两栖

　　２０１２年，南京林业大学以甲虫为仿生原型，设计了仿生

甲虫六足机器人［２１］。躯体呈椭圆形结构，六条腿分布在机

体两侧。采用关节电机驱动机器人运动，并且规划了机器人

的直行和定点转弯步态。为减轻机器人质量提高移动速度，

机体采用铝合金材料，腿部采用高强度塑料。

２０１３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研制了一款六足仿蜘蛛机器

人［２２］。机器人每条腿有３个自由度，能够采用三角步态实

现直行、横行和定点转弯。设计了中枢模式发生器，控制机

器人的步态切换以提高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

２０１５年，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以一种栖息在沙漠中的猎

食性蜘蛛Ｃｅｂｒｅｎｎｕｓｒｅ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ｉ为仿生原型研制了一款自重

构的仿生机器人 Ｓｃｏｒｐｉｏ［２３］。正常情况下，蜘蛛采用八条腿

爬行运动。然而，如果受到外界刺激或威胁，蜘蛛可以快速

地翻滚以规避潜在的危险。基于此，Ｓｃｏｒｐｉｏ有两种基本构

型，可以实现四足爬行和环形滚动。２０１７年，Ｓｃｏｒｐｉｏ又被赋

予了爬墙的能力用以城市环境下的侦察与搜寻任务［２５］。

２０１５年，凯斯西储大学研制了一款仿生螳螂机器人

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２６］。通过分析螳螂肢节的活动形式和关节转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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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Ｎｉｃｈｏｌａｓ为 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设计了２８个自由度来尽可能地模
拟螳螂的运动。

图４　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及其仿生原型效果图

　　２０１６年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研制的仿生螳螂机器人

ＭＡＮＴＩＳ［２７］旨在实现非结构化地形上的高机动性以及操作

能力。类似于螳螂，ＭＡＮＴＩＳ有四足爬行和六足爬行两种基

本运动姿势，其中两条前腿可以作为手臂，通过配备的夹持

器使得其能够执行双臂操作。电池以及控制器等电子设备

安装在机器人机体后部类似于螳螂腹部的位置，可以平衡上

半身的重量。

为了让机器人具备水陆两栖的运行能力，哈尔滨工程大

学于２０１７年研制了一款新型仿生蟹机器人［２８，２９］。该机器人

拥有６条三自由度的爬行腿和两条三自由度的划桨，可以在
陆地和海床爬行，也可以利用两支划桨在水中游动，腿桨复

合驱动拓宽了机器人的运动形式。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传

统的波浪步态，机器人在水中运行时采用腿桨复合步态能够

提高５４％的移动速度并且降低４５．６％的总运输成本（ｔｏｔａｌ
ｃｏｓ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ＣｏＴ）。
２０１８年，印度理工学院设计并制作了一款仿鳄鱼机器

人，Ａｌｌｉ－ｂｏｔ［３０］。该机器人以短吻鳄为仿生原型，有四条二

自由度的爬行腿。机体躯干轴上共有４个转动关节可以有

效模仿短吻鳄摆动爬行。Ａｇｒａｗａｌ采用贝叶斯方法优化了步
态参数，使得机器人的平均移动速度提高了９３％。
２０１９年，Ｘｉｎｇ等［３１］研制了一种新型小型海龟式水陆两

栖机器人ＡＳＲｏｂｏｔ，可用于执行海底复杂环境下的探测任务。
特别的，Ｘｉｎｇ设计了一种腿式多矢量水射流复合推进机构
（ＬｅｇｇｅｄＭｕｌｔｉＶｅｃｔｏｒｅｄＷａｔｅｒＪｅ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ＬＭＶＷＣＰＭ）。该机构由一个水射流推进器和３个转动
关节、３个连杆组成。利用该机构，机器人能够在路面地形
爬行，在水下环境游动。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探索下，仿生多足移动机器人在仿生

机构设计与运动控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初步具

有了高级生命形态特征。

２　灵巧机构的创新设计

机械结构设计是开展机器人运动和控制研究的前提和

基础。巧妙的机构设计能够有效地提高机器人的运动能力，

降低对驱动器、控制器的性能需求，拓展机器人的功能，减少

机器人的能源消耗。

ＫｅｉｓＩｕｋｅ［３２］为ＴＴＡＮＩＸ设计了足端执行器更换装置，通
过更换搭载在机体上的扫雷探测器、铲型爪具等排雷工具，

使得机器人可以应用于人道主义扫雷行动。当然，如果更换

其他工具，机器人还可以执行另外的任务。四条腿采用模块

化设计，当扫雷过程中某条腿发生损坏时可以进行替换。同

时，考虑到工作环境的复杂性，Ｋｅｉｓｕｋｅ在膝关节处添加一对
连接大腿和小腿的子连杆扩大了膝关节的运动范围，如图５
所示。

图５　ＴＩＴＡＮＩＸ腿部机构示意图

　　２０１６年，Ｓａｔｏｓｈｉ［１０］为最新一代的 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设计了一
个内部安装了张紧螺栓的传动带轮以便于调节纤维绞线张

紧力，如图６所示，有效解决了纤维的变形伸长问题。

图６　ＴＩＴＡＮＸＩＩ张紧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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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机器蟹时，陈东良［３３］创新性地将应变梁结构应用

于机器蟹足端的力觉检测与反馈系统，这能够极大程度地简

化机构。实验结果表明：系统测量精度高，响应时间短，能够

有效地感知障碍物情况，提高了机器蟹对复杂障碍环境的适

应性。王立权［３４］在通过蜗轮蜗杆减速器将转矩从嵌入在肢

节中的电机传递到关节处。利用蜗轮蜗杆传动的自锁特性

保证机器人在突然断电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姿态避免倾覆

损坏。

对于复合移动机器人，Ｒｙｕｉｃｈｉ［１７］在研制腿 －履复合移
动机器人ＴＩＴＡＮＸ时将履带驱动系统集成在爬行驱动系统
中，克服了传统复合移动机器人驱动复杂的问题。小型轻量

化的运动模式变换机构克服了传统复合移动机器人质量重、

体积大的问题，能有效发挥足式和履带式运动的优势。

在驱动器方面，Ｍｅｎｇ［３５］设计了一种由形状记忆合金
（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ｌｌｏｙｓ，ＳＭＡ）制成的弹簧驱动的爬行机器人。
该机器人通过存储和释放形状记忆合金的弹性能量来驱动

机器人内部的滑块进行往复运动，进而带动机体向前运动。

机器人内部机构示意图如图 ７所示。更特别的，Ａｌｅｘａｎ
ｄｅｒ［３６］和Ｋｉｍ［３７］使用折纸来构造机器人的驱动机构，如图８
所示。折纸塔类似于弹簧可以伸长和压缩，左右两个直流电

机分别驱动左右两个折纸塔的伸缩，实现向前运动和转向。

纸张质量轻的特点为轻型机器人的研制提供了新思路。

图７　ＳＭＡ弹簧驱动机器人机构示意图

图８　折纸塔驱动机器人示意图

　　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创新性的机构设计能够有效提高机
器人性能，研究爬行生物的结构机理将进一步推进足式爬行

机器人的发展。

３　稳定性标定技术

足式爬行机器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稳定的运动，特别是

在崎岖的山地环境下不发生跌倒，因此稳定性分析对多足机

器人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学者们提出了多种衡量运

动稳定性的判据，通常分为静态稳定性标准和动态稳定性标

准。本文依据判定指标进一步将稳定性判据分为四类：基于

距离、角度、能量、力的稳定性判据，如图９所示。

图９　运动稳定性判据分类框图

　　基于距离的稳定性标准关注重心投影与支撑多边形之
间的距离。通过确定机器人重心的水平投影位置是否在机

器人足端构成的支撑多面体内部来判断其稳定与否，并将重

心的水平投影距支撑多边形的最短距离定义为稳定裕度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ＳＭ），如图１０所示。

ＳＳＭ ＝ｍｉｎＬｉ，ｉ＝１，２，…，ｎ

其中：ｎ为支撑腿的数量；Ｌｉ为重心水平投影位置到第支撑

多边形第ｉ边的距离。

图１０　ＳＭ计算示意图

　　基于角度的稳定性标准采用作用在重心上的合力矢与
支撑多边形之间的角度作为衡量稳定性的标准。在这类稳

定性标准中被广泛使用的是力角稳定裕度（ＦｏｒｃｅＡｎｇｌｅ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ＦＡＳＭ）［３８］，当在重心上的合力矢 ＦＲ与竖直方
向之间的角度α的乘积为零时系统被判定为不稳定，合力矢
与最小角度的乘积即为 ＦＡＳＭ。然而，力角测量需要精确的
接触点位置和矢量计算，在不规则地形上的使用是一个严峻

的挑战。

ＳＦＡＳＭ ＝ ＦＲ·ｍｉｎ（αｉ）

　　考虑到重心高度和机器人质量的影响，Ｈｉｒｏｓｅ［３９］和

Ｇａｒｃｉｓ［４０］分别将机器人绕支撑多边形边界发生侧翻的最小

势能的能量稳定裕度ＥＳＭ和考虑外力以及惯性负载影响下
的动态能量稳定裕度ＤＥＳＭ进行了标准化，提出了标准化能
量稳定裕度（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ＮＥＳＭ）和标
准化动态能量稳定裕度（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ｒｇｉｎ，ＮＤＥ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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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为支撑多边形作为倾覆轴的边；Δｈｉ表示以 ｉ边倾覆

时ＣＯＧ高度的变化；Ｅｉ表示ｉ边的稳定性度量。
当机器人发生侧翻时，除了组成侧翻轴的支腿，其他支

腿的足端力将变为零。基于力的稳定性标准通过考察机器

人足端接触力的情况来判断机器人的稳定性。ＭＡＨＤＩ［４１］提
出了一个能够度量足端力稳定性的判据———足端力稳定裕

度（ＦｏｏｔＦｏｒ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ＦＦＳＭ），并基于此推导了适用
于在线和实时控制器的改进足端力稳定裕度（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Ｆｏｏｔ
Ｆｏｒ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ＭＦＦＳＭ）。

ＳＦＦＳＭ ＝∏
ｎ

ｉ＝１
ｆｉ（
１
ｎ∑

ｎ

ｉ＝１
ｆｉ）

ｎ

ＳＭＦＦＳＭ ＝ＳＦＦＳＭ·
Ｐｉ
ｈｉ
·
１
ｎ∑

ｎ

ｉ＝１
ｆｉ

其中：ｆｉ表示第ｉ个支撑腿足端力的竖直分量；ｈｉ为 ＣＯＧ高

度；Ｐｉ为由重心位置指向重心在支撑面投影点到倾覆轴垂足
的向量，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ＦＦＳＭ和ＭＦＦＳＭ计算示意图

　　Ｅｌｅｎａ［４２，４３］基于ＳＯＩＬ４在６种不同地形上的运动计算了

ＳＭ、ＦＡＳＭ、ＮＥＳＭ等稳定裕度；Ｍａｈｄｉ［４４］对比了 ＦＡＳＭ、ＦＦ
ＳＭ、ＭＦＦＳＭ。实验结果均表明，应根据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采
用合适的稳定判据来控制机器人的步态，否则可能会影响机

器人的工作性能，尤其是在不规则地形上考虑惯性力和外力

影响的情况下，不存在最优标准。

４　爬行步态规划与运动控制

步态规划的主要参数包括腿的运动顺序和时间，以及支

撑阶段和运动阶段的比例。足部爬行机器人的步态可分为

周期步态和非周期步态，其中周期步态可分为连续步态和非

连续步态。适当的步态规划可以提高机器人的运动速度，增

加稳定性裕度，降低机器人的能量消耗。在步态规划的基础

上，运动控制是设计一个有效的控制器使得机器人达到预期

的运动。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足式爬行机器人的步态规

划和运动控制策略。本文将这些控制策略分为三类：基于模

型的控制策略、自适应控制策略和仿生控制策略。

４．１　基于动力学模型的控制技术

Ｌｏｅｆｆｌｅｒ［４５］提出了一种３层架构控制器，如图１２所示。
上层基于３种基本的运动形式（站立、行走、小跑）规划机器
人的运动，这３种行走模式的最优轨迹都是离线计算好的，
可以在运行时直接访问；中层是建立在 ＰｅｎｔｉｕｍＩＩＩ芯片上的
动力学模型，通过来自传感器的数据计算关节状态；底层采

用ＰＩＤ控制器控制关节运动。

图１２　３层架构控制器框图

ＧＯ［４６］同样采用运动学模型控制六足机器人，列出约束条件

求解机器人逆运动学。但是算法假设机体坐标系始终与地

面平行，不能用于非均匀地形。为了解决在线计算量大的问

题，Ｌｏｃ［４７］提出了一个基于三维几何分析的算法，该算法使

得机器人在执行下一个步态时不需要进行复杂的逆运动学

计算就获得稳定的姿态空间，提高了机器人在复杂地形条件

下的通行效果和效率，并基于 ＭＲＷＡＬＬＳＰＥＣＴＩＶ机器人进
行了仿真和实验验证，试验表明机器人能够有效克服跨度是

其腿长７０％的障碍。Ｓａｔｏｓｈｉ［４８］基于纵向加速轨迹算法（ｌｏｎ

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ＬＡＴ）提出了 ＬＡ不连续对角
步态并将其应用于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实验表明机器人能够保持动
态稳定性。

文献［４９］中针对液压驱动机器人提出了一种结合刚度
控制和阻尼控制的基于位置的阻抗控制方法。该方法可以

有效地解决传统位置／力控制中位置控制和力控制之间的切
换导致关节电机速度快速变化的问题。基于六足机器人简

化模型，文献［５０］中提出了一种包括位置ＰＩＤ闭环控制和姿
态ＰＩＤ闭环控制的闭环控制策略。仿真和样机实验结果表
明，该六足机器人在非均匀地形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由于机器人系统以及运行环境越来越复杂，难以对机器

人在其环境中的行为进行准确建模，控制器的参数需要在线

更新，不利于进行实时控制。

４．２　地形－步态自适应控制技术
由于机器人的参数不能精确已知，且模型参数与实际系

统参数不符将会产生伺服误差。因此，采用自适应控制方

法，有望通过学习算法不断更新模型参数以消除误差提高控

制精度。

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５１］基于六足机器人 ＳＩＲＡＲＴＨＵＲ，采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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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学习法使得机器人能够实现目标导向的行走行为。该自
适应算法具有三层学习性能：第一阶段是基本动作的学习，

如单腿的摆动和站姿动作，目标是在状态空间中尽可能地寻

找和跟踪最优轨迹；第二层是按一定的时间序列激活基本动

作以执行运动行为，如整个机器人的向前移动；第三层学习

如何采用第二层的复杂行为实现给定环境和外部刺激下的

目标行为。控制原理如图１３所示。

图１３　分层Ｑ－学习法控制原理框图

　　Ｅｌｅｎａ［５２］受到动物在外力干扰后步态调整方式的启发，
提出了一个能最大限度提高动态能量稳定裕度的步态参数

适应算法，并基于此算法设计了一个能够补偿稳定性变化的

自适应控制器，从而使得机器人能够在面对外力干扰时做出

稳定的反应，并将控制器应用于其研发的ＳＩＬＯ４，实验表明机
器人的移动速度提升了１５％，对外力干扰的鲁棒性提高了
７０％。Ｕｌｕｃ［５］提出了一个多点碰撞模型用于表征ＲＨｅｘ的翻
转运动，并基于此运动模型设计了一个自适应控制器。实验

结果显示，机器人在泥土、沥青以及地毯上能够成功实现倾

覆后的自动恢复。

４．３　仿生控制技术
仿生控制试图将生物控制理论应用于工程，通过模仿生

物神经系统建立数学模型或进行工程模拟。中枢模式发生

器（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ＰＧ）是生物控制和产生节律
性运动的低级神经中枢。Ｗｉｌｓｏｎ［５３］指出 ＣＰＧ的活动既不依
赖高级神经中枢的指令也不需要感觉反馈就能使生物体做

出适应外界环境的活动。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５４］提出了一种基于生物应激反应的运动控制
方法。ＣＰＧ根据外界刺激把基本运动库以及基本姿态库中
一种或几种运动进行组合，形成目标运动模式。控制原理如

图１４所示。机器人可以在没有高级的运动规划和复杂的外
部传感器的情况下穿越崎岖陡峭的地形。

图１４　ＣＰＧ控制原理框图

　　Ｌｉｕ［５５］将ＣＰＧ用于四足机器人 ＡＩＢＯ的运动控制，实现
了机器人四种步态的平滑转换。ＷＡＮＧ［５６］提出了一种由
ＣＰＧ和工作空间轨迹规划器组成的四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框

架。利用ＣＰＧ对不同步态产生不同的节律信号，轨迹规划
器计算足部期望位置。这种运动控制框架兼具仿生控制和

模型控制的优势，仿真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实用性和简单

性。Ｅｓｐｉｎａｌ［５７］提出了一种尖峰神经网络（ｓｐｉｋ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ＮＮ）用于控制四足机器人运动。ＳＮＮ作为一种 ＣＰＧ
可以通过配置突触权重和拓扑结构等参数产生不同的运动

模式，该系统已在两个机器人平台上进行了实现和验证。同

样基于生物ＣＰＧ，Ｌｉｕ［５８］提出了一种由耦合振荡器组成的对
称ＣＰＧ结构，它可以生成稳定、自然的步态模式。通过引入
旋转矩阵作为耦合项，实现了平稳快速的步态切换。此外，

将机体姿态信息作为 ＣＰＧ网络的反馈进行传输，提高了系
统在斜坡等不平坦地形中的适应性。仿真和实物样机试验

结果验证了该控制策略的可行性。Ｓｚｃｚｅｎｃｉｎｓｋｉ［５９］基于昆虫
神经系统自适应控制，考虑到控制２８自由度的 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各
关节需要大量计算，为机器人设计了四种基本反射行为。该

机器人可以通过神经网络控制系统产生的局部反射来实现

机动，而无需进行步态规划或大量计算。Ｌｉ［６０］提出了一种采
用通用内部模型（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ＧＩＭｓ）的学习方法。
采用ＧＩＭｓ，仿生机器人可以学习和模仿动物运动。在蛇形
机器人和鱼形机器人上的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此

外，Ｌｉ指出ＧＩＭ具有通用性，利用仿生神经网络可以学习任
何类动物的运动模式。

５　机器人感知技术

随着视觉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进步，足式移动机器人能够

“看到”周围环境，有利于提高复杂路面上的避障、越障能力。

Ｘ－ＲＨｅｘ［９］拥有良好的负载能力，能够搭载诸如 ＧＰＳ、
激光雷达、网络摄像头、无线适配器等模块，具备在野外山地

和室内楼梯间环境下对目标位置实现自主导航的能力，在军

事侦察和城市搜救方面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Ｓｃｏｒｐｉｏ［２４］利
用惯性测量单元能够在跌倒后自主恢复到站立步态并且能

够通过感知地形选择合适的形态和运动方式。ＭＡＮＴＩＳ［２７］

各条支腿的末端都搭载了丰富的传感器，头部搭载了立体摄

像系统、惯性测量单元以及激光雷达传感器，机器人能够全

方位地获取自身运动以及环境数据。

红外线、激光或超声波传感器常用于测量距离数据以识

别路况，刘宇飞等［６１］在用于月球探测的六足机器人上搭载

激光测距仪，如图１５（ａ）所示，基于测量信息对环境地形建
模，进而规划运动轨迹实现自主避障。但是这种通过接受光

信号或声音信号用于数字计算的方法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

干扰不利于精确建模，进而限制机器人的移动能力。

另一种方案则是采用视觉传感器，通过处理摄像机捕捉

到的图像数据，将其解释为机器人路径规划的有用信息。

Ａｃｅｖｅｄｏ［６２］提出了一个新型的采用静态单目摄影机的全方位
３６０度视觉系统来导航机器人移动。该系统由单目静态摄像
机、凹面反射面和处理器单元以及机器人本体组成，如图１５
（ｂ）所示。摄像机通过仰视凹面反射面的焦点可以３６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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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地观察机器人周围的环境。使用处理器单元进行图像

处理，形成以机器人为中心的模拟环境。

图１５　视觉传感器在机器人上的应用效果图

　　另一方面，双目视觉能够获得三维的场景信息，能够更
好地感知环境。对此，宋海涛等［６３］提出了一种双目立体视

觉系统，通过引入尺度不变特性变换算法有效地解决了双目

视觉的立体匹配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搭载了该系统的移动

机器人能够完成自动入库任务。

随着传感技术的发展进步，多足移动机器人实现了从模

仿爬行动物的简单移动到拥有外界环境感知力和智能运动

控制的跨越式发展。

６　足式爬行机器人发展趋势

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探索下，足式爬行机器人在机构设

计与运动控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足式爬行机器

人已经能够实现在复杂地形上稳定行走，但机动性和灵活性

远不如足式爬行生物，存在移动速度低，能量效率低等问题。

结合以上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总结，本文预测未来足式爬行

机器人的研究和发展将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１）运动机理仿生化。目前已经有很多学者研制了多种
仿生足式爬行机器人，但是存在模型建立不够精确的问题。

一方面，对足式爬行生物生理结构的深入揭示将给足式爬行

机器人机构设计带来新的启发。另一方面，从爬行昆虫的运

动控制中汲取灵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生物神经

控制系统提高足式爬行机器人的运动精度和灵活性。

２）能量利用高效化。搭载大容量的电池在提高机器人
运行时间的同时降低了能量利用效率，因为额外的电池增加

了机器人的负载。Ａａｒｏｍ［６４］通过调整机器人静止站立时机
体的姿态优化了腿部关节的输出转矩，显著减小了站立姿态

驱动器的输出功率。Ｈｉｒｏｎｅ［６５］通过优化机器人步长、跨宽、
机体仰角、运动速度和足端输出力５个参数，有效地提高了
机器人的能量效率。如何协调运动性能和能量损耗提高能

量利用率是足式爬行机器人的发展趋势之一。

３）结构材料新型化。新型材料的运用能进一步提高机
器人的运动性能。例如，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１０］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纤维制成的绞线在保证传动性能的前提下减轻了整机质

量，有效地提高了机器人的比功率；ＸＲＨｅｘ［５］机体框架使用
表面覆盖碳纤维的铝板，在减轻质量的同时增加了框架刚

度，机体更加轻巧坚固；德国人工智能中心在２０１６年研制的
ＭＡＮＴＩＳ［２７］机身结构是由铸铝部件和用碳纤维加固的塑料
管组成的。足式爬行机器人的结构材料将采用新型材料而

不是钢材、塑料等传统材料，从而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增强环

境适应性。

４）运动模式复合化。例如，ＴＩＴＡＮＸ［１７］集履带、腿足于
一体在复杂地形上有很强的通过性；Ｑｕａｔｔｒｏｐｅｄ［１８］采用结构
可变的轮腿机构兼具轮式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和足式机器人

越障能力。多种运动模式的有效结合将全方位地提高机器

人的运动能力。

５）感知技术多模化。视觉传感器和 ＳＬＡＭ技术［６６－６７］的

发展让机器人拥有“眼睛”成为现实。触觉可以提高机器人

对外界的认知，增强对外界的交互性。现阶段机器人触觉的

发展主要分为触觉传感器［６８－７０］和新型电子皮肤触觉传感器

阵列［７１－７３］的研制，由于制作工艺、成本和能耗的问题尚未大

面积应用于实践［７４］。嗅觉［７５］可以让机器人应用于灾害搜

救、污染物排查等特殊领域［７６－７７］。多感官感知技术的融合

或是足式爬行机器人智能化发展的方向。

７　结论

本文首先对近十年足式爬行机器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分非仿生和仿生两类介绍若干足式爬行机器人结构与性能

特点，并总结归纳了该领域的关键技术：机器人机构的创新

设计，稳定性标定技术，爬行步态规划与运动控制以及视觉

感知技术。随着该领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足式爬

行机器人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未来的足式爬行机器人将实

现运动机理仿生化、能量利用高效化、结构材料新型化、运动

模式复合化和感知技术多模化。

参考文献：

［１］　ＬＩＳＴＯＮＲＡ，ＭＯＳＨＥＲＲＳ．Ａ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ｔｒｕｃｋ
［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ｓ．
ｎ．］，１９６８：２５５．

［２］　ＥＳＴＲＥＭＥＲＡＪ，ＣＯＢＡＮＯＪＡ，ＤＥＳＡＮＴＯＳＰＧ．Ｃｏｎｔｉｎｕ
ｏｕｓｆｒｅｅｃｒａｂｇａｉｔｓｆｏｒｈｅｘａｐｏｄｒｏｂｏｔｓｏｎａ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
ｗｉｔｈ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ｚｏｎｅｓ：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ｅｍｉｎ
ｉｎｇ［Ｊ］．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０，５８（５）：
７００－７１１．

［３］　ＨＡＲＩＲＩＨＨ，ＫＯＨＤＣＹ，ＬＩＭＨＣ，ｅｔａｌ．ＯＲＩＯＮＩＩ：Ａ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ｂｉｌａｙ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ｔａｐｅｆｏｒ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Ｃ］／／
２０１８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Ｖｉｓｉｏｎ（ＩＣＡＲＣＶ）．ＩＥＥＥ，２０１８：１６２１－１６２６．

［４］　ＤＵＮＫＥＲＰＡ，ＬＥＷＩＮＧＥＲＷＡ，ＨＵＮＴＡＪ，ｅｔａｌ．Ａ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ｒｏｂｏｔｆｏｒｌｕｎａｒｉｎｓｉ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２００９ＩＥＥ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

９陈致远，等：足式爬行机器人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５０３９－５０４４．
［５］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ＫＣ，ＨＡＹＮＥＳＧＣ，ＩＬＨＡＮＢＤ，ｅｔａｌ．Ｘ

ＲＨｅｘ：Ａｈｉｇｈｌｙ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ｘａｐｅｄａｌｒｏｂｏｔｆｏｒｓｅｎｓｏｒｉｍｏｔｏｒ
ｔａｓｋｓ［Ｊ］．２０１０．

［６］　ＨＩＲＯＳＥＳ，ＦＵＫＵＤＡＹ，ＹＯＮＥＤＡＫ，ｅｔａｌ．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
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ｓａｔＴｏｋｙ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ＥＥＥ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９，１６（２）：１０４－１１４．

［７］　ＱＩＭ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ＨＵ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Ｚｈｉｗｅｉ，ｅｔａｌ．Ａｆａｓｔ
ｍｏｖ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ｔ［Ｃ］／／２０１７ＩＥＥＥ３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Ｍ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７：７６１－７６４．

［８］　ＳＡＲＡＮＬＩＵ，ＢＵＥＨＬＥＲＭ，ＫＯＤＩＴＳＣＨＥＫＤＥ．ＲＨｅｘ：Ａ
ｓｉｍｐ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ｌｙｍｏｂｉｌｅｈｅｘａｐｏｄｒｏｂｏｔ［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２０（７）：６１６
－６３１．

［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Ｍ，ＨＡＬＥＭＴ，ＨＡＹＮＥＳＧＣ，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ｎｏ
ｍｏｕｓｌｅｇｇｅｄｈｉｌｌａｎｄｓｔａｉｒｗｅｌｌａｓｃｅｎｔ［Ｃ］／／２０１１ＩＥＥ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Ｒｏ
ｂｏｔｉｃ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１：１３４－１４２．

［１０］ＫＩＴＡＮＯＳ，ＨＩＲＯＳＥＳ，ＨＯＲＩＧＯＭＥＡ，ｅｔａｌ．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
ｓｐｒａｗｌｉｎｇｔｙｐｅ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ａｓｔａｎｄｅｎｅｒ
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ｗａｌｋｉｎｇ［Ｊ］．Ｒｏｂｏｍ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６，３（１）：８．

［１１］ＨＵＴＴＥＲＭ，ＧＥＨＲＩＮＧＣ，ＢＬＯＥＳＣＨＭ，ｅｔａｌ．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ｎ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ｔａｒｌＥＴＨ［Ｃ］／／Ｔｈｅ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ＭＡＭ）．［Ｓ．ｌ．］：［ｓ．ｎ．］，２０１３．

［１２］ＳＥＯＫＳ，ＷＡＮＧＡ，ＣＨＵＡＨＭＹＭ，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ｆｏｒｅｎｅｒｇｙ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ｅｇｇｅｄ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ＭＩＴｃｈｅｅｔａｈｒｏｂｏｔ［Ｊ］．Ｉｅｅｅ／ａｓｍ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２０（３）：１１１７－１１２９．

［１３］ＹＡＮＸｉａｏｊｕｎ，ＱＩＭｉｎｇｊｉｎｇ，ＬＩＮＬｉｗｅｉ．Ａｎ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ｉｍ
ｐａｃｔｒｅｓｏｎａｔｏｒ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ｌｂｅ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ｉｒｏｆ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ｌ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ｓ［Ｊ］．Ｓｅｎｓ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２０１３，１９９：３６６－３７１．

［１４］ＬＩＵＸｉｎｙｉ，ＬＩＵＺｈｉｗｅｉ，ＱＩＭｉｎｇ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ＦａｓｔＭｏｖ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Ｄｉｒｅ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３２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ＭＳ）．ＩＥＥＥ，
２０１９：６－９．

［１５］ＫＩＭＴＹ，ＫＩＭＣ，ＫＩＭＳＨ，ｅｔａｌ．ＭｕｔＢｕｇ：Ａ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ｃｔ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ＴｈａｔＣａｎＲｕｎｏｎ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
［Ｊ］．ＩＥＥ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９，４（２）：
１４０９－１４１５．

［１６］ＳＵＱ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ｈａｎｇ，ＬＩＵＹ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
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ｅｄｂｙ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ａｌ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ｎｔｉｌｅｖｅｒ
ｌｅｇ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２０．

［１７］ＨＯＤＯＳＨＩＭＡＲ，ＦＵＫＵＭＵＲＡＹ，ＡＭＡＮＯＨ，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ｃｋ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ＴＩＴＡＮ

Ｘ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ｌｅｇ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２０１０ＩＥＥ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０：３３４０－３３４５．

［１８］ＣＨＥＮＳｈｅｎｃｈｉａｎｇ，ＨＵＡＮＧＫｅｊｕ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ｈｓｉ，ｅｔａｌ．
Ｑｕａｔｔｒｏｐｅｄ：ａｌｅｇｗｈｅ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ｂｌｅｒｏｂｏｔ［Ｊ］．ＩＥＥＥ／
ＡＳＭ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９（２）：７３０
－７４２．

［１９］ＫＩＭＪ，ＡＬＳＰＡＣＨＡ，ＹＡＭＡＮＥＫ．Ｓｎａｐｂｏｔ：ａ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
ｒａｂｌｅｌｅｇｇｅｄ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１７ＩＥＥ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ＲＯＳ）．ＩＥＥＥ，
２０１７：５８６１－５８６７．

［２０］Ｌ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ＸＵＫｕｎ，ＤＩＮＧＸｉｌｕ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ａＦｌｙｉｎｇ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ｏｂｏｔ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２０１９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ｓ（ＲＯＢＩＯ）．ＩＥＥＥ，２０１９：２８５５
－２８６０．

［２１］姜树海，孙培，唐晶晶，等．仿生甲虫六足机器人结构设
计与步态分析［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２，３６（６）：１１５－１２０．

［２２］于欣龙．六足仿蜘蛛机器人样机研制及步行机理研究
［Ｄ］．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２０１３．

［２３］ＫＡＰＩＬＡＶＡＩＡ，ＭＯＨＡＮＲＥ，ＴＡＮＮ．Ｂｉ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ｄｅｓｉｇｎ：
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
２０１５：０２３－０３４．

［２４］ＴＡＮＮ，ＭＯＨＡＮＲＥ，ＥＬＡＮＧＯＶＡＮＫ．Ｓｃｏｒｐｉｏ：Ａｂｉｏｍｉ
ｍｅｔｉｃ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ｂｌｅｒｏｌｌｉｎｇ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１３
（５）：１７２９８８１４１６６５８１８０．

［２５］ＹＡＮＡＧＩＤＡＴ，ＥＬＡＲＡＭＯＨＡＮＲ，ＰＡＴＨＭＡＫＵＭＡＲＴ，
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ｈａｐ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ｗａｌｌ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７
（４）：３４２．

［２６］ＳＺＣＺＥＣＩＮＳＫＩＮＳ，ＣＨＲＺＡＮＯＷＳＫＩＤＭ，ＣＯＦＥＲＤＷ，
ｅｔａｌ．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ｍａｎｔ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ｖｉ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
ａｎｄＢｉｏｈｙｂｒｉ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ａｍ，２０１５：１７５－１８６．

［２７］ＢＡＲＴＳＣＨＳ，ＭＡＮＺＭ，ＫＡＭＰＭＡＮＮＰ，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ｌｅｇｇｅｄｒｏｂｏｔｍａｎｔｉ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ＩＳＲ２０１６：４７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Ｒｏｂｏｔ
ｉｃｓ．ＶＤＥ，２０１６：１－８．

［２８］ＷＡＮＧＧ，ＣＨＥＮＸ，ＹＡＮＧＳ，ｅｔａｌ．Ｓｕｂｓｅａｃｒａｂｂｏｕｎｄｉｎｇ
ｇａｉｔｏｆｌｅｇｐａｄｄｌｅｈｙｂｒｉｄｄｒｉｖｅｎｓｈｏａｌｃｒａｂｌｉｋｅｒｏｂｏｔ［Ｊ］．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８：１－１１．

［２９］ＷＡＮＧＬ，ＷＡＮＧＨ，ＷＡＮＧＧ，ｅｔ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ｃｒａｂｌｉｋｅｒｏｂｏｔ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ｌｅｇ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１８，３０（４）：６０５－６１７．

［３０］ＡＧＲＡＷＡＬＫ，ＪＡＩＮＫ，ＧＵＰＴＡＤ，ｅｔａｌ．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ＧａｉｔＴｕｎｉｎｇｆｏｒａ１２ＤＯＦＡｌ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

０１ 兵 器 装 备 工 程 学 报 ｈｔｔｐ：／／ｓｃｂｇ．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ｓｐｉｒｅｄＲｏｂｏｔ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Ｂｏｄｙ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８，５１８０７：Ｖ０５ＡＴ０７Ａ０７６．

［３１］ＸＩＮＧＨ，ＧＵＯＳ，ＳＨＩＬ，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Ｔｕｒｔｌｅ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Ａｍｐｈｉｂｉｏｕｓ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Ｒｏｂｏｔ［Ｃ］／／ＩＲＯＳ．［Ｓ．ｌ．］：
［ｓ．ｎ．］，２０１９：１７０２－１７０７．

［３２］ＫＡＴＯＫ，ＨＩＲＯＳ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ｗａｌｋ
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ＴＩＴＡＮＩＸ—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ｄｅｍｉｎ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０１，１５（２）：１９１－２０４．

［３３］陈东良，孟庆鑫，王立权，等．仿生机器蟹足力觉检测系
统［Ｊ］．传感器与微系统，２００７，２６（２）：６５－６７．

［３４］王立权，王海龙，陈曦，等．八足仿蟹机器人行走稳定性
分析［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４５（１０）：
３４１６－３４２２．

［３５］ＭＥＮＧＬｉｎｇｄａ，ＫＡＮＧＲｏｎｇｊｉｅ，ＧＡＮＤｏ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Ａ
ＳｈａｐｅＭｅｍｏｒｙＡｌｌｏｙＤｒｉｖｅｎ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ａＢｉ
ｓｔａ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２０１９，５９２４７：Ｖ０５ＢＴ０７Ａ０１２．

［３６］ＰＡＧＡＮＯＡ，ＹＡＮＴ，ＣＨＩＥＮＢ，ｅｔａｌ．Ａ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
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ｂｌｅｏｒｉｇａｍｉ［Ｊ］．Ｓｍａ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７，２６（９）：０９４００７．

［３７］ＧＵＳＴＡＦＳＯＮＫ，ＡＮＧＡＴＫＩＮＡＯ，ＷＩＳＳＡＡ．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ｂｌｅｏｒｉｇａｍｉｅｎａｂｌｅｄｃｒａｗｌ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Ｊ］．
Ｓｍａｒ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１９，２９（１）：０１５０１３．

［３８］ＰＡＰＡＤＯＰＯＵＬＯＳＥ，ＲＥＹＤＡ．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ａｎｇｌ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ｔｉｐｏｖ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ｓ［Ｊ］．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３３（１）：２９－４８．

［３９］ＨＩＲＯＳＥＳ，ＴＳＵＫＡＧＯＳＨＩＨ，ＹＯＮＥＤＡＫ．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ｅｎ
ｅｒｇ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ｌｋ
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Ｃ］／／Ｐｒｏｃ．Ｉｎｔ．Ｃｏｎｆ．Ｃｌｉｍｂ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ｌｋ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ｓ．１９９８：７１－７６．

［４０］ＧＡＲＣＩＡＥ，ＳＡＮＴＯＳＰＧ．Ａｎｅ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ａｒｇｉｎｆｏｒｗａｌｋ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Ｓ．ｌ．］：［ｓ．ｎ．］，
２００３：１０１４－１０１９．

［４１］ＡＧＨＥＬＩＭ，Ｎ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ＳＳ．Ｆｏｏｔｆｏｒ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ｒｏｂｏ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Ｓ．ｌ．］：［ｓ．ｎ．］，
２０１２：４１７－４２４．

［４２］ＧＡＲＣＩＡＥ，ＥＳＴＲＥＭＥＲＡＪ，ＤＥＳＡＮＴＯＳＰＧ．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ｓｆｏｒ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ｓ［Ｊ］．Ｒｏｂｏｔｉｃａ，
２００２，２０（６）：５９５－６０６．

［４３］ＧＡＲＣＩＡＥ，ＥＳＴＲＥＭＥＲＡＪ，ＤＥＳＡＮＴＯＳＰＧ．Ａ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ｓｆｏｒｗａｌｋ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Ｒｏ
ｂｏｔｉｃａ，２００２，２０（６）：５９５－６０６．

［４４］ＡＧＨＥＬＩＭ，ＮＥＳＴＩＮＧＥＲＳＳ．Ｆｏ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ｍａｒｇｉｎ
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ｅｇｇｅｄｒｏｂｏｔｓ［Ｊ］．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ｙｓ
ｔｅｍｓ，２０１６，８３：１３８－１４９．

［４５］ＬＯＦＦＬＥＲＫ，ＧＩＥＮＧＥＲＭ，ＰＦＥＩＦＦＥＲＦ．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ａｂｌｅｂｉｐｅｄ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０３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Ｎｏ．０３ＣＨ３７４２２）．ＩＥＥＥ，２００３，１：４８４－４９０．

［４６］ＧＯＹ，ＹＩＮＸ，ＢＯＷＬＩＮＧＡ．Ｎａｖｉｇ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ｅｇｇｅｄ
ｒｏｂｏｔｓ［Ｊ］．ＩＥＥＥ／ＡＳＭ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０６，１１（１）：１－８．

［４７］ＬＯＣＶＧ，ＫＯＯＩＭ，ＴＲＡＮＤＴ，ｅｔａｌ．Ｂｏｄｙ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ｏｆ
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ｌｅｇｇｅｄｌｏ
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２，６７（３／４）：２７１－２８４．

［４８］ＫＩＴＡＮＯＳ，ＨＩＲＯＳＥＳ，ＥＮＤＯ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ｓｐｒａｗｌｉｎｇｔｙｐｅ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ｒｏｂｏｔｔｉｔａｎｘｉｉｉａｎｄｉ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ａｌｋｉｎｇ［Ｃ］／／２０１３ＩＥＥＥ／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
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３：６０２５
－６０３０．

［４９］ＢＡＫａｉｘｉｎ，ＹＵＢｉｎ，ＭＡ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ｂｉｏｎｉｃｌｅｇｇｅｄｒｏｂｏｔｓ’
ｈｄｕ［Ｊ］．ＩＥＥＥＡｃｃｅｓｓ，２０１８，６：５５６８０－５５６９２．

［５０］ＺＨＡＮＧＬｅｉ，ＬＩＤｅ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Ｈｅｘａｐｏｄｂｉｏｎｉｃ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１６
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ＲＯＢＩＯ）．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７７－８２．

［５１］ＫＩＲＣＨＮＥＲＦ．Ｑ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ｏｎａｓｉｘ
ｌｅｇｇ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ｙｓ
ｔｅｍｓ，１９９８，２５（３／４）：２５３－２６２．

［５２］ＧＡＲＣＩＡＥ，ＤＥＳＡＮＴＯＳＰＧ．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ｗａｌｋ
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ｂｙａ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ｔ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ｇａｉｔ［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２
（６）：１２４０－１２５３．

［５３］ＷＩＬＳＯＮＤＭ．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ｅｒｖｏｕ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ａｌｏ
ｃｕｓ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１，３８（２）：４７１
－４９０．

［５４］ＫＬＡＡＳＳＥＮＢ，ＬＩＮＮＥＭＡＮＮＲ，ＳＰＥＮＮＥＢＥＲＧＤ，ｅｔａｌ．
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ｗａｌｋｉｎｇｒｏｂｏｔＳＣＯＲＰ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４１（２／３）：６９
－７６．

［５５］ＬＩＵＣｈｅｎｇｊｕ，ＣＨＥＮＹｉ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ｑｉ，ｅｔａｌ．ＣＰＧｄｒｉｖｅｎ
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０９ＩＥＥ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
ＩＥＥＥ，２００９：２３６８－２３７３．

［５６］ＷＡＮＧＭｅｎｇｙｉｎ，ＴＡＮＧＺｈｉ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Ｂｉｎ，ｅｔａｌ．Ｌｏｃｏｍｏ
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ｒｏｂｏ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ｓ［Ｃ］／／２０１６３５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ＣＣ）．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６３３５－６３３９．

１１陈致远，等：足式爬行机器人研究进展与发展趋势




［５７］ＥＳＰＩＮＡＬＡ，ＲＯＳＴＲＯ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Ｈ，ＣＡＲＰＩＯＭ，ｅｔａｌ．
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ａｌｒｏｂｏｔ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ｉｔｓ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０１６．

［５８］ ＬＩＵＨａｎｄｉ，ＪＩＡ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ＢＩＬｉａｎｇｙｕ．Ｈｏｐｆ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
ｂａｓｅ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ｌｏｃｏｍｏ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ａｂｉｏｎｉｃ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
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１７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ｅｃｈａ
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ＣＭ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７：９４９－９５４．

［５９］ＳＺＣＺＥＣＩＮＳＫＩＮＳ，ＣＨＲＺＡＮＯＷＳＫＩＤＭ，ＣＯＦＥＲＤＷ，
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ａｎｔｉｓＢｏｔ：ｈｅｘａｐｏｄｒｏｂｏ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ｙａ
ｈｉｇｈｆｉｄｅｌｉｔｙ，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ｎｅｕｒ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２０１５ＩＥＥＥ／
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
ｔｅｍｓ（ＩＲＯ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５：３８７５－３８８１．

［６０］ＬＩＣｈｅｎｚｕｉ，ＣＡＯＪｉａｗｅｉ，ＯＵＹＡＮＧＷｅ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ｂｉｏｎｉｃｒｏｂｏｔｓｖｉａ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Ｕｎ
ｍａｎｎ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８，６（０３）：１６５－１７４．

［６１］刘宇飞，丁亮，高海波，等．基于激光测距的月球探测重
载六足机器人自主避障控制［Ｊ］．宇航学报，２０１８，３９
（１２）：７１－８０．

［６２］ＡＣＥＶＥＤＯＭＥ，ＢＥＬＴＲáＮＡ，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ＣＭ，ｅｔａｌ．
Ａ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ｏｎｏｃｕｌａｒ３６０ｄｅｇｒｅ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ＯＰＥＮＡＩＲＥ，２０１８．

［６３］宋海涛，何文浩，原魁．一种基于 ＳＩＦＴ特征的机器人环
境感知双目立体视觉系统［Ｊ］．控制与决策，２０１９，３４
（７）：１５４５－１５５２．

［６４］ＪＯＨＮＳＯＮＡＭ，ＨＡＹＮＥＳＧＣ，ＫＯＤＩＴＳＣＨＥＫＤＥ．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ｓｅｌｆ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ｅｇｇｅｄｒｏｂｏｔ［Ｃ］／／２０１２ＩＥＥＥ／
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
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１２：２７２－２７９．

［６５］ＫＯＭＡＴＳＵＨ，ＥＮＤＯＧ，ＨＯＤＯＳＨＩＭＡＲ，ｅｔａｌ．Ｈｏｗｔｏｏｐ
ｔ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ｓｌｏｐｅｗａｌｋｉｎｇｍｏ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ｑｕａｄｒｕｐｅｄｗａｌｋ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２９（２３）：１４９７－１５０９．

［６６］ＤＵＲＲＡＮＴＷＨＹＴＥＨ，ＢＡＩＬＥＹＴ．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Ｊ］．ＩＥＥ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６，１３（２）：９９－１１０．

［６７］ＢＡＩＬＥＹＴ，ＤＵＲＲＡＮＴＷＨＹＴＥＨ．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ＬＡＭ）：ＰａｒｔＩＩ［Ｊ］．ＩＥＥＥ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６，１３（３）：１０８－１１７．

［６８］周建辉，曹建国，程春福，等．高柔弹性电子皮肤压力触
觉传感器的研究［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５２
（０７）：１－１０．

［６９］曹建国，周建辉，缪存孝，等．电子皮肤触觉传感器研究
进展与发展趋势［Ｊ］．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９
（０１）：１－１３．

［７０］宋爱国，田磊，倪得晶，等．多模态力触觉交互技术及应
用［Ｊ］．中国科学：信息科学，２０１７，４７（０９）：１１８３－１１９７．

［７１］石金进，吴海彬，马志举．一种新型机器人仿生皮肤的设
计［Ｊ］．机器人，２０１３，３５（０１）：３２－３８．

［７２］郭小辉，黄英，毛磊东，等．可穿戴式电子织物仿生皮肤
设计与应用研究［Ｊ］．仪器仪表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０４）：９３８
－９４４．

［７３］邱澜，曹建国，周建辉，等．机器人柔弹性仿生电子皮肤
研究进展［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９，５０
（０５）：１０６５－１０７４．

［７４］宋爱国．机器人触觉传感器发展概述［Ｊ］．测控技术，
２０２０，３９（０５）：２－８．

［７５］路光达，张明路，张小俊，等．机器人仿生嗅觉研究现状
［Ｊ］．天津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２９（０６）：７２－７７．

［７６］ＮＵＲＭＡＩＮＩＳ，ＴＵＴＵＫＯＢ，ＲＡＨＭＡＮＴＡ．Ａｎｅｗ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Ｃ］／／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ｒａｎｓＴｅ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Ｌｔｄ，
２０１４，４４６：１２５５－１２６０．

［７７］ＲＡＨＡＲＤＩＧＡ，ＲＩＶＡＩＭ，ＰＵＲＷＡＮＴＯ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ｏｔｗｉｒｅａｎｅｍｏｍｅｔｅｒｏｎ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ｍｏｂｉｌｅｒｏｂｏｔｔｏｌｏｃａｌｉｚｅ
ｇａｓｓｏｕｒｃｅ［Ｃ］／／２０１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ＣＯＩＡＣＴ）．ＩＥＥＥ，
２０１８：４１２－４１７．

科学编辑　曹建国 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周江川

２１ 兵 器 装 备 工 程 学 报 ｈｔｔｐ：／／ｓｃｂｇ．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