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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惯性平台自标定中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可观测性问题，深入研究了系统模型与平台坐标系对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可观测性的影响。根据不同系统动力学模型和观测量构建四种系统模型。从可观测性定

义出发，分析与判断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在不同系统模型和不同平台坐标系下的可观测性。理论分析和仿真

结果均表明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在以下两种情况完全可观：观测量为平台框架角和加速度计输出，系统动力学

模型为框架角模型，平台坐标系以平台六面体为基准定义；观测量为加速度输出，系统动力学模型为姿态角

或失准角模型，平台坐标系以加速度计敏感轴为基准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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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是高精度惯性平台主要误
差源之一，故使用前需对其进行标定与补偿。然

而传统的惯性平台多位置自标定［１－２］或多位置静

漂［３－４］等方法均无法有效地标定惯性仪表安装

误差。

惯性平台连续翻滚自标定技术［５－１０］是一种

高精度惯性平台自标定方法。通过框架系统控制

平台在１ｇ重力场内连续翻滚，利用 Ｋａｌｍａｎ滤波
技术完成平台姿态角（或失准角）、惯性仪表安装

误差以及仪表自身误差等众多误差项的标定与补

偿，提高惯性平台使用精度。相对于多位置自标

定和多位置静漂自标定方法，连续翻滚自标定技

术能够有效地分离出惯性器件安装误差，且标定

精度较高，故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

然而，不同文献［４－１１］对惯性平台连续翻滚自

标定问题建立了不同的系统模型。其中系统动力

学模型有平台失准角模型［５－７］、框架角模型［１１］和

姿态角模型等多种模型，观测模型存在加速度计

输出模型［５－１０］和框架角模型［４，１１］等不同模型。

由不同的动力学模型和观测模型可以构建多种系

统模型。而模型的不一致，会造成仪表安装误差

的可观性不同。不合适的系统模型会降低仪表安

装误差的可观度，甚至导致其不可观。此外，上述

文献关于平台坐标系存在两种不同定义：一种以

平台六面体为基准定义［１１］；另一种以石英加速度

计输入轴为基准定义［５］。不同的平台坐标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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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导致惯性仪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安装误

差矩阵不同，例如加速度计安装误差矩阵，在前者

定义方式下存在六项安装误差角，而后者只有三

项安装误差角。进而会影响惯性仪表安装误差的

可观性。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以惯性平台连续翻滚自

标定问题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的系统动力学模

型和观测模型建立了四种可行的系统模型。从可

观性定义角度出发，以系统唯一解的存在与否为

判据，分别分析了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在各个系统

模型和不同平台坐标系定义下的可观性。通过仿

真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最后，给出了满

足仪表安装误差可观的条件。

１　惯性平台自标定模型

１．１　相应坐标系定义

假设惯性平台为三轴平台，其三个单自由度

积分陀螺仪和三个石英加速度计以平台六面体为

基准安装于惯性平台之上。为了分析问题简便，

定义下述坐标系：

１）导航系（ｎ系）：以当地地理系作为导航坐
标系，即北－天－东坐标系。
２）平台基座坐标系（ｒ系）：以惯性平台基座

为基准建立，其与导航坐标系之间存在基座安装

误差角λ。假设 λ为小角度，则由 ｎ系到 ｒ系姿
态转移矩阵Ｃｒｎ可写为：

Ｃｒｎ＝Ｉ－［λ×］ （１）
其中，Ｃ表示坐标系之间转移矩阵，Ｉ为３阶单位
矩阵。

３）以平台六面体为基准定义的平台坐标系
（ｐｓ系）：以平台六面体三个正交轴为基准，建立
平台坐标系。不考虑框架安装误差，当框架均处

于零位时，ｐｓ系的三个轴与平台三个框架轴
平行。

４）以石英加速度计输入轴为基准定义平台
坐标系（ｐａ系）：取平台几何中心 Ｏ为原点；ＯＸｐａ
轴与 Ｘ石英加速度计敏感轴平行；ＯＹｐａ轴平行于
Ｘ和 Ｙ石英加速度计敏感轴所确定的平面，并与
ＯＸｐａ轴垂直；ＯＺｐａ轴与 ＯＸｐａ轴以及 ＯＹｐａ轴构成右
手坐标系。

５）加速度计敏感轴坐标系（ｓａ系）：该坐标系
是非正交坐标系，坐标轴与三个石英加速度计敏

感轴平行。

６）陀螺仪敏感轴坐标系（ｓｇ系）：与加速度计
坐标系定义类似，定义ｓｇ系三个坐标轴分别与三

个陀螺仪敏感轴方向平行。

７）计算平台坐标系（ｃ系）：定义计算机建立
的数学平台坐标系为计算平台坐标系，其与平台

坐标系之间存在失准角 ψ，则 ｃ系到 ｐ系的坐标
转移矩阵为：

Ｃｐｃ＝Ｉ－［ψ×］ （２）

１．２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矩阵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从惯性仪表敏感轴

坐标系（ｓａ系与 ｓｇ系）转到平台坐标系（ｐｓ系或
ｐａ系）需要经历两个过程：“扶正”和“转动”。其
中“扶正”是指将非正交的敏感轴坐标系正交化

的过程。定义正交化后的坐标系满足 Ｘ轴与惯
性器件的 Ｘ敏感轴平行，Ｙ敏感轴与正交化坐标
系的 ＸＹ平面平行。假设所有非正交角均满足小
角度假设，根据定义，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扶正”

矩阵Ｔａ与Ｔｇ可表示为：
Ｔａ＝Ｉ＋［θａＴ］

Ｔｇ＝Ｉ＋［θｇＴ{ ］
（３）

其中θａＴ与θｇＴ分别为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非正交安
装误差角矢量；［ｘ］为由 ｘ构成的下三角矩阵。
“转动”指将正交化后的坐标系转至平台坐标系

过程。故仪表安装误差矩阵Ｃｐｓａ与Ｃ
ｐ
ｓｇ可写为：

Ｃｐｓａ＝Ｃ（θａＣ）Ｔａ
Ｃｐｓｇ＝Ｃ（θｇＣ）Ｔ{

ｇ

（４）

其中θａＣ与θｇＣ表示从正交系到平台坐标系的误差
角矢量。根据平台坐标系的不同定义，式（４）中
的矩阵 Ｃ（θａＣ）与 Ｃ（θｇＣ）有不同的表达式，进而
引起仪表安装误差存在不同形式。

１２１　平台坐标系（ｐ系）为ｐｓ系
当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时，矩阵 Ｃ（θａＣ）与

Ｃ（θｇＣ）为：
Ｃ（θａＣ）＝Ｉ－［θａＣ×］

Ｃ（θｇＣ）＝Ｉ－［θｇＣ×{ ］
（５）

将式（３）、式（４）代入式（５）且忽略小角度乘积，有
Ｃｐｓｓａ＝（Ｉ－［θａＣ×］）（Ｉ＋［θａＴ］）≈Ｉ－［θａＣ×］＋［θａＴ］

Ｃｐｓｓｇ＝（Ｉ－［θｇＣ×］）（Ｉ＋［θｇＴ］）≈Ｉ－［θｇＣ×］＋［θｇＴ{ ］

（６）
从式（６）中可以看出，当以六面体为基准定

义平台坐标系时，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组件各存在

６项安装误差角。
１２２　平台坐标系（ｐ系）为ｐａ系

当选择ｐａ系作为平台坐标系时，根据相关定
义，Ｃ（θａＣ）与Ｃ（θｇＣ）可写为：

Ｃ（θａＣ）＝Ｉ

Ｃ（θｇＣ）＝Ｉ－［θｇＣ×{ ］
（７）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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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上标用于区分在ｐａ系下和 ｐｓ系下陀螺仪
的非正交安装误差角矢量θｇＣ。

将式（３）和式（４）代入式（７），忽略小量乘
积，有：

Ｃｐａｓａ＝Ｉ（Ｉ＋［θａＴ］）≈Ｉ＋［θａＴ］

Ｃｐａｓｇ＝（Ｉ－［θｇＣ×］）（Ｉ＋［θｇＴ］）≈Ｉ－［θｇＣ×］＋［θｇＴ{ ］

（８）
从式（８）中可以看出，当以石英加速度计输

入轴为基准定义平台坐标系时，加速度计有３项
安装误差，陀螺仪有６项安装误差角。

此外，根据ｐａ系定义和式（５），有
Ｉ－［θｇＣ×］＝（Ｉ＋［θａＣ×］）（Ｉ－［θｇＣ×］）

（９）
忽略小量乘积，有

θｇＣ＝θｇＣ－θａＣ （１０）
式（６）与式（８）反映了惯性仪表安装误差矩

阵与平台坐标系定义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

出，平台坐标系定义不同会导致惯性仪表安装误

差角个数的不同，进而引起仪表安装误差矩阵的

差别。特别地，当 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时，加速度
计安装误差角个数可从６项降为３项。

１．３　系统模型

由于系统观测量选取不同以及平台坐标系定

义不同，惯性平台连续翻滚自标定存在不同系统

模型，其中系统动力学模型有失准角、框架角和姿

态角等模型，观测模型有框架角、加速度计等

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惯性仪表自身误差已由

多位置等标定方案标定并已予补偿。

１３１　系统运动学方程
惯性平台失准角运动学方程［５］可写为：

ψ
·
＝ωｐｃｐ≈ΔＣ

ｐ
ｓｇωｃ－［ωｃ×］ψ （１１）

其中，ΔＣｐｓｇＣ
ｐ
ｓｇ－Ｉ，ωｃ为平台指令角速度。

平台框架角运动学方程［１１］为：

θ
·

Ａ＝Ｔ［Ｃ
ｐ
ｓｇωｃ－Ｃ

ｐ
ｒω
ｒ
ｉｒ］ （１２）

其中：θ
·

Ａ＝ α β
· [ ]γ

Ｔ
；α，β和 γ表示平台三个

框架角；Ｔ为框架角耦合矩阵，具体形式见文
献［１０］；ωｒｉｒ为平台基座角速度。

考虑到平台基座安装误差角，基座角速度可

表示为：

ωｒｉｒ＝Ｃ
ｒ
ｎω

ｎ
ｉｅ＝（Ｉ－［λ×］）ω

ｎ
ｉｅ （１３）

其中 ωｎｉｅ为地球自转角速度在导航坐标系下的
投影。

若式（１２）中α，β和γ为平台坐标系姿态角，
则式（１２）可以改写为：

θ
·

ｐ＝Ｔ［Ｃ
ｐ
ｓｇωｃ－Ｃ

ｐ
ｎω

ｎ
ｉｅ］ （１４）

其中：θ
·

ｐ＝［α β
· γ］

Ｔ；α，β和 γ表示

平台坐标系相对ｎ系的姿态角。
１３２　系统观测方程

惯性平台自标定中，采用的观测量有平台框

架角和加速度计输出等。其中框架角观测方程可

写为：

Ｚｋ＝［α β γ］Ｔ （１５）
不考虑加速度计自身误差时，加速度计输出

可写为：

Ｚａ＝Ｃ
ｓａ
ｐＣ

ｐ
ｒＣ
ｒ
ｎａ
ｎ
ｉｎ＝Ｃ

ｓａ
ｐＣ

ｐ
ｃＣ
ｃ
ｎａ
ｎ
ｉｎ＝Ｃ

ｓａ
ｐＣ

ｐ
ｎａ
ｎ
ｉｎ（１６）

其中 ａｎｉｎ指加速度计输入值在地理系下的投影。
若平台自标定处于１ｇ条件下，ａｎ＝－ｇｎ，即与当
地重力矢量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由上述系统方程和观测方程可构建不同的系

统模型。

１）系统模型一。选择平台失准角运动方程
和加速度计输出方程作为系统模型，即：

ψ
·
＝ΔＣｐｓｇωｃ－［ωｃ×］ψ

Ｚａ＝Ｃ
ｓａ
ｐＣ

ｐ
ｃＣ
ｃ
ｎａ
ｎ
ｉ

{
ｎ

（１７）

为了反映观测量与平台失准角之间联系，可

采用加速度计输出误差为观测量，即：

Ｚ＝Ｚａ－ａ
ｃ
ｉｎ＝Ｃ

ｓａ
ｐＣ

ｐ
ｃＣ
ｃ
ｎａ
ｎ
ｉｎ－ａ

ｃ
ｉｎ （１８）

其中ａｃｉｎ表示加速度计输入在 ｃ系下的投影。根
据式（２）且忽略二阶小量乘积，式（１８）可改写为：
Ｚ＝（Ｉ＋ΔＣｓａｐ）（Ｉ－［ψ×］）ａ

ｃ
ｉｎ－ａ

ｃ
ｉｎ

＝（ΔＣｓａｐ－［ψ×］）ａ
ｃ
ｉｎ （１９）

故系统模型一可表示为：

ψ
·
＝ΔＣｐｓｇωｃ－［ωｃ×］ψ

Ｚ＝（ΔＣｓａｐ－［ψ×］）ａ
ｃ
ｉ

{
ｎ

（２０）

其中仪表安装误差矩阵 ΔＣｐｓｇ和 ΔＣ
ｓａ
ｐ与平台坐标

系的定义有关。

２）系统模型二。选择平台框架角运动方程
和框架角观测方程以及加速度计输出方程作为系

统模型，即：

θ
·

Ａ＝Ｔ［Ｃ
ｐ
ｓｇωｃ－Ｃ

ｐ
ｒω
ｒ
ｉｒ］

Ｚ＝
θＡ

ＣｓａｐＣ
ｐ
ｒ（Ｉ－［λ×］）ａ

ｎ
ｉ

[ ]
ｎ

（２１）

其中Ｃｐｓｇ和Ｃ
ｓａ
ｐ均与平台坐标系的定义有关。

３）系统模型三。选择平台框架角运动方程
和加速度计输出方程作为系统模型，即：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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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Ａ＝Ｔ［Ｃ
ｐ
ｓｇωｃ－Ｃ

ｐ
ｒω
ｒ
ｉｒ］

Ｚ＝ＣｓａｐＣ
ｐ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２２）

其中，θＡ＝［α β γ］Ｔ表示平台框架角，Ｃｐｓｇ和
Ｃｓａｐ均与平台坐标系的定义有关。
４）系统模型四
选择平台姿态角运动方程和加速度计输出方

程作为系统模型，即：

θ
·

ｐ＝Ｔ［Ｃ
ｐ
ｓｇωｃ－Ｃ

ｐ
ｎω

ｎ
ｉｎ］

Ｚ＝ＣｓａｐＣ
ｐ
ｎａ
ｎ
ｉ

{
ｎ

（２３）

其中Ｃｐｓｇ和Ｃ
ｓａ
ｐ均与平台坐标系的定义有关。

综上所述，在惯性平台自标定中，根据不同的

系统动力学模型和观测模型共可构建四种系统模

型，而每种模型中惯性仪表安装误差矩阵形式与

惯性平台坐标系的定义息息相关。

２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可观测性分析

针对上述四种模型在不同平台坐标系定义下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的可观测性展开分析。

２．１　模型一可观测性分析

２１１　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０）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８），

系统模型一可写为：

ψ
·
＝（－［θｇＣ×］＋［θｇＴ］）ωｃ－［ωｃ×］ψ

Ｚ＝［θａＴ］
Ｔａｃｉｎ＋［ａ

ｃ
ｉｎ×］{ ψ

（２４）
由式（２４）易知，模型一属于线性时变系统，

其中单个时间段内系统可观测性矩阵Ｑｊ为：

Ｑｊ＝

ａｃｉｎ[ ]× ０３×３ ０３×３ ［ａｃｉｎ］

－［ａｃｉｎ×］［ωｃ×］ ［ａｃｉｎ×］［ωｃ×］ ［ａｃｉｎ×］［ωｃ］ ０３×３

－［ａｃｉｎ×］［ωｃ×］２ ａｃｉｎ［ωｃ×］２ ［ａｃｉｎ×］［ωｃ］２ ０３×３
   

－［ａｃｉｎ×］［ωｃ×］ｎ－１［ａｃｉｎ×］［ωｃ×］ｎ－１［ａｃｉｎ×］［ωｃ］ｎ－１０













３×３

（２５）
当ωｃ存在多个非共线值时，即可保证系统满秩。
根据ＰＷＣＳ理论［１２］，模型一在ｐａ系定义下，系统
是完全可观的。

２１２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０）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６），

系统模型一可写为：

ψ
·
＝（－［θｇＣ×］＋［θｇＴ］）ωｃ－［ωｃ×］ψ

Ｚ＝（［θａＣ×］＋［θａＴ］
Ｔ－［ψ×］）ａｃｉ{

ｎ

（２６）
考虑到式（１０），式（２６）可改写为：

ψ
·
＝（－［θｇＣ×］＋［θｇＴ］）ωｃ－［ωｃ×］（ψ－θａＣ）

Ｚ＝［θａＴ］
Ｔ＋［ａｃｉｎ×］（ψ－θａＣ{ ）

（２７）

由于 θ
·

ａＣ＝０，令ψ ＝ψ－θａＣ，则式（２７）可改
写为：

ψ
· ＝（－［θｇＣ×］＋［θｇＴ］）ωｃ－［ωｃ×］ψ

Ｚ＝［θａＴ］
Ｔ＋［ａｃｉｎ×］ψ{ 

（２８）
式（２８）表明，模型一在 ｐｓ系的定义下，无法

区分平台失准角 ψ与加速度计部分安装误差角
θａＣ。而θａＣ的错误估计会影响θｇＣ以及ψ的估计，
因此系统中ψ，θｇＣ和θａＣ不可观，仅θａＴ和θｇＴ可观。

综上所述，当系统采用平台失准角模型和加

速度计输出构建系统模型时，平台坐标系必须以

ｐａ系为定义，否则系统不完全可观。

２．２　模型二可观测性分析

根据惯性平台工作原理，平台指令角速度信

号由陀螺仪传递至平台各框架轴的力矩电机，驱

动平台按照指令旋转。实际上，陀螺仪与平台框

架均以平台六面体为基准进行安装，故平台框架

角运动学方程中平台坐标系必须以平台六面体为

基准进行定义，即模型为：

θ
·

Ａ＝Ｔ［（Ｉ＋ΔＣ
ｐｓ
ｓｇ）ωｃ－Ｃ

ｐｓ
ｒω

ｒ
ｉｒ］

Ｚ＝
θＡ

ＣｓａｐｓＣ
ｐｓ
ｒ（Ｉ－［λ×］）ａ

ｎ
ｉ

[ ]{
ｎ

（２９）

假设ωｃ远大于地球自转角速度ωｉｅ，当θＡ已
知时，有：

Ｔ－１θ
·

Ａ＝（Ｉ＋ΔＣ
ｐｓ
ｓｇ）ωｃ （３０）

由于方程左边已知，故可利用不同 ωｃ下的观测
值结合最小二乘算法获得陀螺仪安装误差ΔＣｐｓｓｇ。

此外，加速度计输出中（Ｉ－［λ×］）ａｎｉｎ项可以
写为：

ａｒ＝（Ｉ－［λ×］）ａ
ｎ
ｉｎ＝［λｚ １ λｘ］Ｔ （３１）

从式（３１）可以看出，安装误差角 λｙ与加速
度计输出和平台框架角无关，即λｙ不影响系统输
出，因此 λｙ不可观。由于 Ｃ

ｐｓ
ｒ与 ａ

ｎ
ｉｎ均已知，故可

利用最小二乘等方法获得加速度计安装误差 Ｃｓａｐｓ
和平台基座安装误差角λｘ与λｚ。

综上所述，当系统模型以框架角运动学方程

和框架角以及加速度计输出观测方程建模时，必

须以平台六面体为基准定义平台坐标系，此时加

速度计６项安装误差、陀螺仪６项安装误差和２
项平台基座安装误差可观，１项平台基座安装误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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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可观。

２．３　模型三可观测性分析

２３１　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２）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８），

系统模型三可写为：

θ
·

Ａ＝Ｔ［（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Ｃ

ｐａ
ｒω

ｒ
ｉｒ］

Ｚ＝ＣｓａｐａＣ
ｐａ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３２）

由于系统始终处于１ｇ重力场内，故有 ａｎ ＝１，则
式（３２）可写为：
ＣｐａｓａＺ ＝ Ｃ

ｐａ
ｒ · （Ｉ－［λ×］）· ａｎｉｎ ＝１

（３３）
根据文献［１３］可确定加速度计安装误差矩

阵Ｃｓａｐａ。
利用Ｃｓａｐａ的估计值和Ｚ构建新的观测量：

Ｚ１ ＝Ｃ
ｐａ
ｓａＺ＝Ｃ

ｐａ
ｒ（Ｉ－［λ×］）ａ

ｎ
ｉｎ （３４）

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并化简，有：

Ｚ
· ＝Ｃｐａｒ［ω

ｒ
ｐｒ×］（Ｉ－［λ×］）ａ

ｎ
ｉｎ

＝［（Ｃｐａｒω
ｒ
ｐｒ）×］Ｃ

ｐａ
ｒ（Ｉ－［λ×］）ａ

ｎ
ｉｎ （３５）

由系统运动学方程（３２）得：

ωｐａｒｐａ＝Ｔ
－１θ
·

Ａ＝［（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Ｃ

ｐ
ｒω
ｒ
ｉｒ］（３６）

相对于指令角速度 ωｃ，地球自转角速度 ω
ｒ
ｉｒ

可忽略不计，故式（３６）可简化为：
ωｐａｒｐａ≈［（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 （３７）

将式（３７）和式（３４）代入式（３５），有：

Ｚ
· ＝－［（Ｃｐａｒω

ｒ
ｒｐａ）×］Ｚ ＝［Ｚ ×］（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
（３８）

当ωｃ为恒值时，有：

Ｚ１ ×

Ｚ２
[ ]×

－１ Ｚ
·
１

Ｚ
·[ ]
２

＝（Ｉ＋ΔＣｐａｓｇ）ωｃ （３９）

式（３９）表明通过采集平台在不同位置下加
速度计输出Ｚ１ 和 Ｚ２ 即可获得陀螺仪安装误差
矩阵ΔＣｐａｓｇ。

当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均已知时，利用文

献［１４］可获得平台初始姿态阵 Ｃｐａｎ（０）。由于
Ｃｐａｎ（０）＝Ｃ

ｐａ
ｒ（０）（Ｉ－［λ×］），而加速度计输出只

与Ｃｐａｎ（０）有关，因此无法通过加速度计输出将
Ｃｐａｒ（０）与基座安装误差角λ分离。

综上所述，模型三中仪表安装误差可观，而基

座安装误差角不可观。

２３２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２）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６），

系统模型三可写为：

θ
·

Ａ＝Ｔ［（Ｉ＋ΔＣ
ｐｓ
ｓｇ）ωｃ－Ｃ

ｐｓ
ｒω

ｒ
ｉｒ］

Ｚ＝ＣｓａｐｓＣ
ｐｓ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４０）

式（４０）可改写为：

ωｒｒｐｓ＝Ｃ
ｒ
ｐｓＴ

－１θ
·

Ａ＝［Ｃ
ｒ
ｓｇωｃ－ω

ｒ
ｉｒ］

Ｚ＝ＣｓａｐｓＣ
ｐｓ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４１）

假设平台上存在两个六面体，由其确定的平

台坐标系为 ｐｓ１和 ｐｓ２两个坐标系，系统模
型（４１）在上述两个坐标系下可分别写为：

ωｒｒｐ１ｓ＝Ｃ
ｒ
ｐ１ｓＴ

－１θ
·

Ａ＝［Ｃ
ｒ
ｓｇωｃ－ω

ｒ
ｉｒ］

Ｚ１＝Ｃ
ｓａ
ｐｓ１Ｃ

ｐｓ１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４２）

和

ωｒｒｐｓ２＝Ｃ
ｒ
ｐｓ２Ｔ

－１θ
·

Ａ＝［Ｃ
ｒ
ｓｇωｃ－ω

ｒ
ｉｒ］

Ｚ２＝Ｃ
ｓａ
ｐｓ２Ｃ

ｐｓ２
ｒ（Ｉ－［λ×］）ａ

ｎ
ｉ

{
ｎ

（４３）

因为六面体与平台固连，故：

ωｒｒｐ１ｓ＝ω
ｒ
ｒｐｓ２

Ｚ１＝Ｚ{
２

上式可以看出，系统（４２）与系统（４３）具有相
同的动力学方程和观测量。假设系统完全可观，

则必然可以确定（Ｃｓａｐｓ１，Ｃ
ｓｇ
ｐｓ１）与（Ｃ

ｓａ
ｐｓ２，Ｃ

ｓｇ
ｐｓ２），这意

味着对于同一系统存在两组不同的解，这与系统

可观的假设相矛盾。因此，模型三在 ｐｓ系下不可
观。因此，模型三不可观。

２．４　模型四可观测性分析

２４１　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０）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８），

系统模型四可写为：

θ
·

ｐ＝Ｔ［（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Ｃ

ｐ
ｎω

ｎ
ｉｎ］

Ｚ＝ＣｓａｐａＣ
ｐａ
ｎａ

ｎ
ｉ

{
ｎ

（４４）

由于系统模型中利用姿态角代替框架角构建

系统动力学模型，故模型中不包含基座安装误差。

由２３节中的结论可知，此时系统完全可观。
２４２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

根据系统模型（２０）和 Ｃｐｓｇ与 Ｃ
ｓａ
ｐ的定义（６），

系统模型四可写为：

θ
·

ｐ＝Ｔ［（Ｉ＋ΔＣ
ｐａ
ｓｇ）ωｃ－Ｃ

ｐ
ｎω

ｎ
ｉｎ］

Ｚ＝ＣｓａｐａＣ
ｐａ
ｎａ

ｎ
ｉ

{
ｎ

（４５）

由２３节中的结论，系统模型四在六面体定
义下不可观。

综上所述，当系统模型以姿态角模型和加速

度计输出模型建立时，为保证系统完全可观，平台

坐标系必须以 ｐａ系定义，此时，系统不包含基座
安装误差，加速度计３项安装误差和陀螺仪６项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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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误差完全可观。

３　仿真

３．１　仿真参数

将惯性仪表安装误差设置为：

θａＴ＝［０．１ －０．１ ０．２］Ｔ（°）

θａＣ＝［０．２ ０．１ －０．１］Ｔ（°）

θｇＴ＝［０．１ ０．２ －０．１］Ｔ（°）

θｇＣ＝［０．３ －０．３ ０．２］Ｔ（°）

θｇＣ＝［０．１ －０．４ ０．３］Ｔ（°













）

平台初始框架角为 θＡ＝［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１３］Ｔ（°）；基座安装误差为 λ＝［０２　 －０１　
０１］Ｔ（°）；平台初始姿态阵 Ｃｐｎ由 θＡ和 λ决
定，即：

Ｃｐｎ＝Ｃ
ｐ
ｒＣ
ｒ
ｎ＝Ｃ

ｐ
ｒ（Ｉ－［λ×］） （４６）

平台连续翻滚路径与文献［５］一致，即初始
对准导航系，平台按照绕南旋转１８０°，绕东旋转
９０°，绕南旋转１８０°，绕东旋转９０°顺序转动，其中
转速为０１°／ｓ；测量噪声为１×１０－６ｇ；陀螺仪测
量噪声为０１°／ｈ；框架角测量噪声为１０″。

滤波器初值为０，滤波周期为１ｓ，其余参数根
据系统进行设置，采用４阶龙格库塔积分算法。

３．２　仿真结果

图１～２８为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安装误差角在
不同模型不同平台坐标系定义下的仿真结果，其

中所有图中ｙ轴单位为°。
３２１　模型一仿真结果

图１～３为模型一以ｐａ系定义平台坐标系时
滤波结果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加速度计３
项安装误差、陀螺仪６项安装误差滤波曲线收敛
较好，估计误差较小，系统完全可观。

图４～７为模型一以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时滤
波结果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θｇＣ和 θａＣ滤波
曲线收敛至错误值，θａＴ和 θｇＴ滤波曲线收敛较好，
估计误差较小，因此θｇＣ和 θａＣ不可观，θａＴ和 θｇＴ可
观，该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当采用失准角和加速度计输出构

建系统模型时，必须以加速度计敏感轴坐标系定

义平台坐标系，否则系统不可观。

３２２　模型二仿真结果
图８～１２为模型二在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定

义方式下的仿真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加速度

计６项安装误差和陀螺仪６项安装误差角估计效
果较好，收敛精度高。对于基座安装误差λ，由于
λｙ没有激励，其估值一直为零。因此，除了 λｙ以

外，系统各项误差系数滤波效果较好。仿真结果

与２２节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３２３　模型三仿真结果

图１３～１６为模型三在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定
义方式下仿真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仪表安

装误差滤波效果较好，均可观。但基座安装误差

滤波曲线收敛至错误值，即不可观。图１７～２１为
模型三在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定义方式下的仿真
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部分误差系数收敛

至真值以外，大多数误差系数收敛至错误值甚至

不收敛，即系统不可观。

图１　模型一在ｐａ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　模型一在ｐａ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３　模型一在ｐａ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３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４　模型一在ｐｓ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４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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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型一在ｐｓ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５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６　模型一在ｐｓ系下θａ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６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７　模型一在ｐｓ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７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１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８　模型二在ｐｓ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８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２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９　模型二在ｐｓ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９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２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０　模型二在ｐｓ系下θａ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０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２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１　模型二在ｐｓ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１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２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２　模型二在ｐｓ系下λ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２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λ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２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３　模型三在ｐａ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３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４　模型三在ｐａ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４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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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模型三在ｐａ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５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６　模型三在ｐａ系下λ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６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λ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７　模型三在ｐｓ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７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８　模型三在ｐｓ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８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１９　模型三在ｐｓ系下θａ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１９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０　模型三在ｐｓ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０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１　模型三在ｐｓ系下λ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１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λ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３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２　模型四在ｐａ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２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３　模型四在ｐａ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３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４　模型四在ｐａ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４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ａ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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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模型四在ｐｓ系下θｇ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５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６　模型四在ｐｓ系下θｇ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６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ｇ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７　模型四在ｐｓ系下θａＣ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７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Ｃ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图２８　模型四在ｐｓ系下θａＴ滤波曲线

Ｆｉｇ．２８　ＦｌｉｔｔｉｎｇｃｕｒｖｅｏｆθａＴ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４ａｎｄｐｓ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ｆｒａｍｅ

　　上述仿真结果验证了 ２３节中理论分析
结果。

４）模型四仿真结果
图２２～２４为模型四在ｐａ系为平台坐标系定

义方式下的仿真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各项

惯性仪表安装误差滤波曲线收敛较快，收敛精度

高，此时系统完全可观。

图２５～２８为模型四在 ｐｓ系为平台坐标系定
义方式下的仿真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除部

分误差系数收敛至真值以外，大多数误差系数收

敛至错误值甚至不收敛，此时系统不可观。

上述仿真结果与前一节中理论分析结果一

致，充分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的正确性，也直观地

反映了系统模型和平台坐标系定义方式对惯性仪

表安装误差可观测性的影响。

４　结论

针对惯性平台自标定中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可

观测性问题，研究了系统模型、平台坐标系定义方

式和惯性仪表安装误差可观测性之间的关系。通

过理论推导与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１）当观测量仅为加速度计输出时，为保证系
统完全可观，系统动力学模型可选择失准角模型

或姿态角模型，但平台坐标系以 ｐａ系为其定义，
此时系统包含加速度计３项安装误差，陀螺仪６
项安装误差，不需考虑基座安装误差。

２）当观测模型中包含平台框架角时，系统动
力学模型必须选择框架角模型，平台坐标系必须

按照ｐｓ系定义。此时，系统模型中包含加速度计
６项安装误差、陀螺仪６项安装误差和３项基座
安装误差。各仪表安装误差可观，但仅有２项基
座安装误差角可观。

上述结论为惯性平台连续翻滚自标定方案中

系统模型的建立和平台坐标系的选择提供了理论

支撑，并可用于后续平台旋转路径设计中，具有重

要意义。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包为民，申功勋，李华滨．惯性平台在系统中多位置翻滚
自标定方法［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７（４）：
４６２－４６５．
ＢＡＯＷｅｉｍｉｎ，ＳＨＥＮＧｏｎｇｘｕｎ，ＬＩＨｕａｂ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ｎ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ｍｕｌｔｉ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ｅｌ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１１，３７（４）：４６２－４６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杨华波，蔡洪，张士峰．高精度惯性平台误差自标定方
法［Ｊ］．上海航天，２００６，２３（２）：３３－３６．
ＹＡＮＧＨｕａｂｏ，ＣＡ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ｆｅｎｇ．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ａ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６，２３（２）：３３－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唐江河，付振宪，邓正隆．基于灵敏度分析的惯导平台参
数分步辨识方法［Ｊ］．宇航学报，２００８，２９（６）：１８４５－
１８５１．　
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ｈｅ，ＦＵ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ＤＥ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Ｔｈｅｓｕｂ
ｓｔｅｐ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ｒｉｆｔｅｒｒｏｒ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０８，２９（６）：１８４５－１８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付振宪，邓正隆．灵敏度分析在惯导平台误差参数辨识中
的应用［Ｊ］．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２００１，２３（７）：５５－５７．
ＦＵ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Ｄ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ｅｒｒｏ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０１，２３（７）：５５－
５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１·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８卷

［５］　ＡｎｄｒｅｗＤＪ．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ａｎａｌ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ＡＩＡＡ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１９７３：２０－２２．

［６］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Ｗ Ｊ，ＳｈａｐａｎｋａＭ Ｊ．Ａｎａｚｉｍｕｔｈ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ｈｅｒｅ［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Ｅｉｇｈｔｈ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９７７．　

［７］　杨华波，蔡洪，张士峰，等．高精度惯性平台连续自标定
自对准技术［Ｊ］．宇航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４）：６００－６０４．
ＹＡＮＧ Ｈｕａｂｏ， ＣＡＩ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ｉｆｅｎｇ， 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ａｈｉｇｈ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２７（４）：６００－６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曹渊，张士峰，杨华波，等．惯导平台误差快速自标定方
法研究［Ｊ］．宇航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６）：１２８１－１２８７．
Ｃ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ａｂｏ，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ｒａｐｉｄｓｅｌｆ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２（６）：１２８１－１２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曹渊，张士峰，杨华波，等．一种新的惯性平台快速连续
旋转自对准方法［Ｊ］．兵工学报，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４６８－
１４７３．　
ＣＡＯ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Ｈｕａｂｏ，ｅｔａｌ．Ｆａｓｔｓｅｌ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ｉ，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４６８－
１４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ＣａｏＹ，ＣａｉＨ，ＺｈａｎｇＳＦ，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ｅｌ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ａｇｉｍｂａｌｅｄ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Ｊ］．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２３（１）：３８５－
３９４．　

［１１］　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ＦＪ．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ｔｏａ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Ｄ
７６３７１８：７７－１１８．

［１２］　ＧｏｓｈｅｎＭｅｓｋｉｎＤ，ＢａｒＩｔｚｈａｃｋＩ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ｐｉｅｃｅｗｉｓｅ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ａｒｔＩ：ｔｈｅｏｒｙ［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２，
２８（４）：１０５６－１０６７．

［１３］　ＤｉｎｇＺＪ，ＣａｉＨ，ＹｕＣＭ，ｅｔａｌ．Ｎｏｖｅｌｌｏｗｃｏｓｔ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ＭＥＭＳｉｎｅｒｔｉ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ｎｓｏｒｓ［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ＩＥＥ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５０５－５１１．

［１４］　ＷｕＹＸ，ＺｈａｎｇＨＬ，ＷｕＭ Ｐ，ｅｔ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ＩＮＳ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１２，
４８（１）：７８－１０２．

·６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