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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倒立摆系统作为一类典型的非最小相位系统,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和不稳定性特点,使其控

制问题具有一定挑战性。针对传统基于深度强化学习的倒立摆控制方法中存在的神经网络可解

释性不足、状态量难以收敛到期望值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确定性策略梯度的模糊强化学习

(FDPG)控制算法。该算法将确定性策略梯度方法与T-S模糊模型相结合,利用T-S模糊模型良

好的函数拟合能力,逼近Actor-Critic框架中的Actor结构,进而将控制策略用模糊规则直观地表

达出来,使控制器的实际意义更加明确。同时,基于T-S模糊模型良好的可解释性优势,将线性二

次型调节器(LQR)推导的最优控制律作为先验知识融入T-S模型中,保证了控制器局部稳定性。
最后,通过与传统的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DDPG)算法以及模糊控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了所

提算法在倒立摆系统的控制中具有更好的控制效果与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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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typicalnon-minimumphasesystem,theinvertedpendulumsystemexhibitssignifi-
cantnonlinearandunstablecharacteristics,makingitchallengingtocontrol.Inresponsetothe
problemsofinsufficientinterpretabilityofneuralnetworksanddifficultyinconvergingstatevaria-
blestoexpectedvaluesintraditionaldeepreinforcementlearning-basedcontrolmethodsforthein-
vertedpendulum,afuzzy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FDPG)controlalgorithmisproposed.
Thisalgorithmintegratesthe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methodwithaTakagi-Sugeno(T-S)

fuzzymodel,exploitingtheexcellentfunctionapproximationcapabilitiesoftheT-Sfuzzymodelto
approximatetheActorstructurewithintheActor-Criticframework,therebyexpressingcontrol
strategiesintuitivelythroughfuzzyrulesandenhancing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controller.
Inaddition,byexploitingtheinterpretabilityoftheT-Sfuzzymodel,theoptimalcontrollawde-
rivedfromthelinearquadraticregulator(LQR)isincorporatedintotheT-Smodelaspriorkn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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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whichensuresthelocalstabilityofthecontroller.Finally,throughcomparativeanalysis
withthetraditionaldeep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DDPG)algorithmandthepiecewisefuzzy
controlmethod,theproposedalgorithmisshowntooffersuperiorcontrolperformanceandgener-
alizationabilityincontrollingtheinvertedpendulumsystem.
Keywords:Fuzzyreinforcementlearning;FuzzyT-Smodel;Invertedpendulumcontrol;Deter-
ministicpolicygradient;Deepdeterministicpolicygradient(DDPG)algorithm

0 引言

倒立摆系统作为一类典型的非最小相位系统,
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和不稳定性特点。许多实际系

统的控制与倒立摆系统的控制具有类似的特性,因
此,研究倒立摆系统的控制问题对航天器控制领

域、机械设计领域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该系统

的控制过程包括起摆与稳摆两部分,这一过程中的

强非线性以及不稳定性给控制器设计带来了巨大

挑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研究者们已针对该系统的起摆与稳

摆过程提出了大量有效的控制方法。对于稳摆过

程,有相关研究采用了基于模糊比例 积分 微分控

制 器 (fuzzyproportion-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
controller,FuzzyPID)[3]的方法、基于线性二次型

调 节 器 (linearquadraticregulator,LQR)的 方

法[4],以及鲁棒控制的方法[5]等。这些方法大多采

用线性化的思路,在稳摆过程中表现优异,但并未

考虑起摆过程中的非线性控制问题。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Astrom等[6]提出了能量法,通过加大摆杆

能量,以弥补对小车位移及速度的控制,解决了倒

立摆的起摆与平衡问题。Hou等[7]设计了一种

Bang-Bang-Adjust控制算法,对开环控制参数进行

分析,有效完成了倒立摆的起摆。顾杰等[8]针对旋

转二级倒立摆的起摆与平衡问题,提出了运动规划

和跟踪控制相结合的方案,设计了一个非线性前馈

控制器和一个最优反馈控制器,并通过数值仿真验

证了算法的有效性。然而,这些方法往往受到小车

导轨长度的限制,并且控制效果难以达到最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度强化学习领

域取得了重大突破[9-11]。Mnih等[12]率先设计了一种

基于价值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深度Q网络(deep
Q-network,DQN)算法,但该算法只能处理离散的动

作空间。在此之后,确定性策略梯度(deterministic
policygradient,DPG)算法[13]被提出,在DPG算法

中,控制器的输出是确定的,不再依赖于概率分布,而

是依赖于交互环境中的状态量。Lillicrap等[14]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深度确定性策略梯度(deepdetermini-
sticpolicygradient,DDPG)算法,该算法将深度神经

网络和DPG算法进行融合,构建了 Actor-Critic框

架,分别用不同的神经网络逼近Actor部分和Critic
部分,已被应用于解决具有连续动作空间的问题。

在控制领域中,强化学习算法在非线性系统控制

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力[15-16]。研究者们利用深度强

化学习的奖惩机制去逼近非线性系统控制问题中的

最优控制律[17-18]。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者将深度强

化学习算法应用于倒立摆的起摆与平衡问题[19-20],通
过设计代价函数对某些状态量进行优化,取得了较好

的控制效果,并实现了对控制性能的优化。
然而,这些传统的深度强化学习方法将神经网

络作为“黑盒”使用,在实际控制系统的应用中仍存

在一些问题,如可解释性较弱、稳定性分析困难,状
态量可能无法收敛到期望值。相比之下,模糊逻辑

系统(fuzzylogicsystem,FLS)作为一种模拟人类

大脑思考逻辑的方法,在描述复杂且难以准确建模

的系统动态时展现出了更好的可解释性。其中,T-
S模型是一种重要的模糊系统模型,凭借其卓越的

非线性逼近能力和出色的可解释性,在许多领域都

有广泛应用[21]。利用模糊规则和人类语言之间固

有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基于经验知识的适应性设计,

FLS已成为强化学习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选项[22]。

Xie等[23]针对空间机械臂的控制问题,提出了一种

基于强化学习的模糊自适应滑模控制器,通过一种

改进的强化学习机制对模糊逻辑规则进行调整,从
而实现模糊逻辑规则的优化,以达到更好的跟踪性

能。Shi等[24]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贝叶斯强化学习

的方法,利用模糊机制提取系统的经验特征。上述

方法均考虑将模糊系统作为数据的预处理部分,以
提升算法效果。另外一些学者[25-26]将模糊系统直

接与Q-learning算法结合,利用模糊系统拟合价值

网络。在这些研究中,控制器设计是基于经典的基

于值函数方法进行调整的,因此,仅适用于解决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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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问题。
为了解决连续动作空间的问题,并获得参数具有

实际物理意义的控制器,本文将T-S模糊模型与文献

[16]中的DDPG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相结合,搭建了基

于模糊确定性策略梯度(fuzzydeterministicpolicy
gradient,FDPG)的强化学习算法。利用T-S模糊模

型良好的可解释性,引入先验知识融合机制,保证控

制系统的局部稳定性,提高控制性 能。同 时,以

Actor-Critic框架为基础,设计了T-S模糊模型的参

数自适应更新律与Critic网络的参数自适应更新律,
完成了对相关控制参数的优化,以逼近非线性系统最

优控制的解析解,完成对倒立摆系统的控制。

1 系统建模与分析

倒立摆系统由导轨、小车及摆杆组成。摆杆通

过铰链连接在小车上,小车可沿导轨水平运动。通

过在小车上施加力可以控制倒立摆的角度,实现从

自由状态到起摆,并最终稳定控制在竖直的位置,
完整结构如图1所示。

定义小车水平位移为X,施加在小车上的推力为

F,选择水平向右为正方向,摆杆脱离竖直向上平衡

位置的角度为θ,以竖直向上方向为基准,逆时针方向

为正。小车与地面为光滑接触,摆杆角度期望值

θd=0,小车位移期望值Xd=0。其中,摆杆角度约

图1 倒立摆系统简化模型

Fig.1 Simplifiedmodelofinvertedpendulumsystem

束为:-π≤θ≤π,小车位移约束为:-5m≤X ≤
5m。 扰动信号大小有固定上界。系统相关物理参

数如表1所示。

表1 系统相关物理参数

Tab.1 Physicalparametersofthesystem

符号 物理意义 数值

M 小车质量/kg 0.5

m 摆杆质量/kg 0.5

g 重力加速度/(m/s2) 9.82

l 杆长/m 0.6

b 摩擦系数 0.1

选取状态变量:x1=X,x2=̇x,x3=θ,x4=̇θ,
参考文献[27],系统非线性状态空间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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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FDPG的强化学习控制方法

由式(1)可以看出,倒立摆系统具有明显的非

线性,在起摆控制器设计环节存在一定困难。然

而,人可以很容易地将类似的倒摆机构用手“摇起

来”,并将摆杆平衡在竖直向上的位置。更为重要

的是,我们可以将该起摆过程用“语言规则”描述出

来,形成专家经验。基于上述原因,本章提出了一

种结合T-S模糊模型与DPG的强化学习算法。接

下来,将从经典的DDPG算法与FDPG控制器设计

两方面详细介绍这种基于模糊确定性策略的强化

学习算法的具体实现。

2.1 DDPG算法

DDPG算法是一类基于Actor-Critic框架的深

度强化学习算法,由DQN算法[14]和DPG算法[15]

发展而来,是一种无模型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用
于解决连续动作控制问题。DDPG算法中有4个神

经网络:Critic网络 Q(·|ωc),Target-Critic网络

Q'(·|ωc'),Actor网络ν(·|θa),Target-Actor网

络ν'(·|θa'),引入Target网络的目的是保证参数

更新过程的平稳。其中,Critic以及 Target-Critic
网络输入为状态量x 和控制量u,输出为评价值,网
络参数分别为ωc 和ωc';Actor以及 Target-Actor
网络输入为状态量x,输出为控制量u,网络参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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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θa 和θa'。
在训练过程中,将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产生的数

据依次存入经验池,通过对过往数据进行批量采

样,以提高参数学习效率。假设每次从经验池中采

样数据容量为 N,对于第n 条采样序列 <xk,uk,

rk,xk+1 >n,其中xk 表示当前时刻状态量,rk 表示

当前动作的奖励值,xk+1 表示下一时刻状态量,uk

表示当前时刻控制量,具体实现过程包括以下3个

核心部分。

1)更新价值函数

利用Target-Actor网络计算出下一时刻状态

量xk+1 所对应的控制量uk+1

uk+1=ν'(xk+1|θ'a) (2)
利用 Target-Critic网络计算当前状态量与控

制量序 列 <xk,uk > 下 对 应 的 目 标 价 值 函 数

Qtarget为

Qtarget=rk +γQ'(xk+1,uk+1|ωc') (3)
其中,rk 为奖励函数。对于N 条采样数据,求解误

差L 为

  L=
1
N∑

N

i=1

[rk +γQ'(xk+1,uk+1|ωc')-

Q(xk,uk|ωc)]2 (4)
采用梯度下降算法对该Critic网络参数ωc 进

行更新

ωc
new=ωc-α×

∂L
∂ωc

(5)

其中,α为Critic网络参数更新的学习率;ωc
new 为

Critic更新后的网络参数。

2)更新策略函数

针对Actor-Critic的架构,期望通过更新策略

网络使价值函数增大,对策略网络进行更新如下。
利用Actor网络计算出当前状态xk 下输出的

控制量uk

uk =ν(xk|θa) (6)
计算价值函数对策略网络参数θa 的梯度

Δ

Jθa=
∂Q(xk,uk)
∂uk

×
∂uk

∂θa
(7)

采用梯度上升算法对该网络进行更新

θanew=θa+β×

Δ

Jθa (8)
其中,β为参数更新的学习率;θanew 为Actor网络更

新后的网络参数。

3)以软更新的形式实现目标网络的更新

引入学习率ρ,将未更新的目标网络参数与对

应的网络参数进行加权,获得新的目标网络参数,

其中ρ∈ (0,1)。 具体算法如下。

TargetActor网络更新

θa' =ρθa+(1-ρ)θa' (9)

TargetCritic网络更新

ωc' =ρωc+(1-ρ)ωc' (10)

2.2 FDPG控制器设计

尽管经典的DDPG算法已相对成熟,但仍存在

可解释性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T-S模型的模糊强化学习控制算法。该算法通过搭

建Actor-Critic框架,利用Critic网络的梯度信息,
优化 T-S模糊控制器参数,从而逼近最优控制策

略,并基于模糊系统的良好可解释性优势,在控制

器中融入先验知识,以提升控制性能。接下来,将
从评价网络(Critic)设计、策略网络(Actor)设计以

及先验知识融合3个方面介绍所提出控制器的详细

设计方案。

2.2.1 评价网络设计

Critic网络主要利用生成奖励或者惩罚作为自

适应控制器的反馈指标,以实现对当前状态动作序

列 <x,u> 价值的衡量。现引入惩罚函数为

ψ0(t)=(z-zd)TP(z-zd)+uTGu (11)
其中,z为系统状态量的某种函数形式,zd为z的期

望输出向量。以倒立摆系统为例,定义u为控制量,

z=[X,sinθ,cosθ]T,zd =[0,0,1]T。P,G 分别为

状态量以及控制量的权重矩阵。为保证训练稳定

性,对式(11)中代价函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缩

放到[0,1]区间。

ψ(t)=1-e-0.5ψ0(t) (12)
定义价值函数为

J(t)=∫
∞

t
e-γ(τ-t)ψ(τ)dτ (13)

当该价值函数取最小时,可获得该指标下最优

的控制效果,对该价值函数进行离散化近似

J(k)=∑
∞

i=k
γi-k+1ψk (14)

定义Critic网络形式为:fc(z,u|δc),其中δc

为Critic网络的权重参数,fc(·)为经典的全连接

网络,该网络模型理论上可以实现对价值函数的任

意精度的逼近。参考DDPG算法中的目标网络设

计,定义f'c(z,u|δc')为TargetCritic网络,则对

当前状态动作序列对下对应的价值函数估计值为Ĵ
=fc(z,u|δc)。假定经验池采样大小为N,对于某

一组采样序列<xk,ψk,xk+1,uk > 而言,期望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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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函数为

Ĵtarget=ψk +γf'c(zk+1,uk+1|δc') (15)

Critic的估计误差为

ζδc =̂Jtarget-Ĵ (16)
对于N 条采样数据而言,误差描述为

ζδc=
1
N∑

N

i=1

{fc(zk,uk|δc)-

[ψk +γf'c(zk+1,uk+1|δc')]}2

(17)

根据梯度下降算法设计Critic网络的更新方

式为

δc
new=δc-lrc×

∂ζδc

∂δc
(18)

其中,lrc 为价值网络的参数学习率;δc 为价值网络

参数;δc
new 为更新后的价值网络参数。同样参考式

(10)完成对目标网络f'c(z,u|δc')的软更新

δc' =ρδc+(1-ρ)δc' (19)

2.2.2 执行网络设计

经典的强化学习算法往往使用神经网络模型

作为非线性逼近器近似策略函数,为增强其可解释

性,本节利用T-S模糊模型作为执行器,通过模糊

规则所对应的条件隶属度表示其对应的控制律适

用范围,从而在保证执行器逼近最优的同时,使执

行器具有可解释性,进而利用人工先验知识对执行

器的迭代过程和结果进行优化。在T-S模糊模型

中,模糊规则所对应的前提条件称为前件,可以通

过各个单一变量的隶属度函数相乘获得,其对应的

控制律则被称为后件。图2所示为本文所使用的单

维度的高斯型隶属度函数示例。

图2 单一维度的隶属度函数

Fig.2 Membershipfunctionofasingledimension

在此基础上,确定前件对应的后件部分,即可

建立T-S模糊模型。模糊T-S的数学解析表达式

一般可以由式(20)表示

Γ(x)=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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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其中,M 为规则数;a 为输入量维数;xi 为输入量x

中的第i维分量的归一化形式;cl
i,xl

i,σl
i 为规则l的

第i维分量的前件参数;yl 为后件的表达形式。前

件和后件参数均可以通过自适应或学习方法确定,
也可以通过经验事先确定。在本文中,为提高拟合

精度,针对目标4阶模型,对每个维度的输入变量选

择5个隶属度函数,对应的隶属度函数中心值xl
i 为

[-1,-0.5,0,0.5,1],共625条规则,此外,设

cl
i =1,σl

i=0.25,后件使用线性模型,即yl=ηlx,其
中ηl 为线性控制律。在此基础上,设hl(x)为第l
条规则下对应的归一化后的条件隶属度,即

hl(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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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估计过程中,对于线性控制律,式(20)
可以表示为

Γ(x)=∑
M

l
hl(x)̂ηlx (22)

其中,Γ(x)为执行器输出,即控制量uk;̂ηl 为第l
条规则的后件参数估计。在hl(x)参数固定的情况

下,根据输入变量x,获取参数̂ηl 即可完成对策略函

数的拟合。
为保证T-S模型的训练效率,采用小批量梯度

下降算法,假设采样大小为 N,在对成功价值函数

进行拟合后,评价值Ĵ=fc(z,u|ωc)对T-S系统

中参数η̂l 的平均梯度为

Îηl =
1
N∑

N

k=1

∂̂fc(zk,uk|ωc)
∂uk

×
∂uk

∂̂ηl

(23)

对于神经网络,式(23)的后半部分需要复杂的

迭代求解。而在T-S模糊模型中,根据式(22),求
解较为简便。将式(22)代入式(23)可得

 Îηl =
1
N∑

N

k=1

∂̂fc(zk,uk|ωc)
∂uk

hl(xk)xk (24)

则T-S模糊系统中参数η的更新方式为

η̂new
l =̂ηl -lra×Îθl

(25)

其中,lra 为T-S模型参数的学习率;̂ηnew
l 为更新后

的T-S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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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先验知识融合

对于经典的最优控制而言,若目标为线性模

型,则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针对目标价值函数计

算出最优控制律。由于平衡位置附近可以进行线

性化处理,可依据线性模型求取最优控制的解析

解。故利用模糊T-S模型的可解释性优势,在初始

化过程中,将最优控制律作为先验知识融入T-S模

型,但不让其参与后续的参数迭代,以保证该控制

系统的局部稳定性,完整的设计流程如下。
在平衡点x0=[0,0,0,0]T 附近,对式(1)进行

线性化处理,定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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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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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系统平衡点附近的状态空间方程可近似为

ẋ=Ax+BF (26)
设最优控制指标为

J=∫
∞

t
[xT(t)Qx(t)+uT(t)Ru(t)]dt (27)

其中,Q为半正定矩阵,R为正定矩阵。可以依据最

优控制理论推导最优状态反馈控制律K,并将在稳

定点附近的 T-S模型参数固定。对于指标式(27)
选择的参数矩阵为:Q=10I4,R=10,其中I4 为单

位矩阵。依据最优控制理论,对应黎卡提(Riccati)
方程为

ATP+PA+Q-PB(R-1BTP)=0 (28)
其对应的状态反馈矩阵及控制量解分别为

K=R-1BTP (29)

u=-Kx (30)
将模型参数(23)代入式(25)和式(26)中,解得

的状态负反馈控制律系数如下

K=[-0.9999,-2.1824,26.1527,4.5797]
(31)

本文中,将LQR最优控制律在初始化阶段固

定在T-S模糊模型中,考虑到模型线性化时只对角

度θ 作要求,定义满足θ 隶属度函数中心为0,而状

态变量隶属度函数中心为[-0.5,0,0.5],所对应

的规则为l'。这些规则所对应的后件信息为yl',将
这些规则对应的后件参数ηl' 固定为上述推导的

LQR最优控制律,即令

yl' =ηl'x=-Kx

=0.9999X +2.1824̇X -26.1527θ-
4.5797̇θ (32)

2.3 算法流程介绍

依据2.2节算法设计的内容,完整的算法结构

如图3所示。

图3 模糊强化学习训练框架

Fig.3 Fuzzyreinforcementlearningtraining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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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中,FDPG模块为本文提出的算法,Actor
为T-S模糊模型。Actor输出作为倒立摆模型的输

入,二者交互产生经验数据并存入经验池中。在

Actor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中,算法不断从经验池中

采样数据,这些数据分别输入到Actor与Critic。其

中,Critic网络用于计算经验数据所对应的Q值,利
用2.2.2节中推导的T-S模糊模型的梯度算法,计
算出Q值对T-S模型参数的梯度,从而使得参数沿

着Q值增大的方向更新。在与环境交互过程中,T-
S模型参数也在不断进行梯度更新,从而逼近最优

的T-S控制器。
完整算法流程介绍如下。
步骤1 根据式(19)预训练Critic网络,保存

Critic网络参数。
步骤2 由已知的先验知识,根据式(32)预先

固定模糊T-S模型部分参数,其余参数在[-1,1]
之间随机取值。

步骤3 初始化环境状态,获取模型初始状态

xreset。
步骤4 依据当前状态量,利用当前的T-S模

型输出控制量uk =∑
M

l
hl(x)̂θlxk。

步骤5 执行当前的控制量uk=∑
M

l
hl(x)̂θlxk,

到达系统的下一状态xk
uk
→xk+1。

步骤6 将当前与环境交互的数据存放到经验

池:R ←R<xk,uk,ψk,xk+1>。
步骤7 从经验池中进行小批量采样(n 条数

据):R
采样
→n×R<xk,uk,ψk,xk+1>,并依据式(24)

计算T-S模糊模型的参数更新梯度。
步骤8 根据式(25)更新T-S模糊模型参数。
步骤9 重复执行步骤4~8直至达到每回合

最大时间步长。
步骤10 重复执行步骤1~9直至达到最大训

练回合数。

3 仿真验证

T-S模型内部结构参数已在2.2.2节中给出,
表2所示为算法训练中需要的超参数,其中归一化

均值与方差均由人为经验设计,为保证训练稳定,
网络学习率不宜选择过大。

表2 FDPG算法超参数选择

Tab.2 FDPGalgorithmhyperparameterselection

相关参数 数值大小 相关参数 数值大小

归一化均值μ [0,0,0,0] 状态维度 4

归一化方差σ [4,2,π,15] 回合步数 500

经验池容量 100000 折扣因子γ 0.98

采样大小 64 Critic学习率 10-4

训练回合数 1200 Actor学习率 10-3

本实验的仿真环境为在Pygame框架下搭建的倒

立摆系统模型,在Pytorch框架下对所提出算法进行设

计和训练。每回合开始时,摆杆初始角度服从均值为

π,方差为0.1的正态分布,即θ0 ~ N(μ= π,σ2=
0.1),选取式(11)中状态量为z=[X,sinθ,cosθ]T,
其中期望值为z=[0,0,1]T。 由于起摆过程中,需
要较大力矩,故在该过程中不对能量消耗进行限

制,故令式(11)中的G=0。定义式(11)中矩阵P=
1 l 0
l l2 0
0 0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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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FDPG算法中奖励函数为惩罚

函数ψ(t)的相反数,即Reward=-ψ(t)=-(1-
e-0.5ψ0(t))。 在DDPG算法中使用与FDPG算法中

相同的Critic网络逼近代价函数,DDPG算法中的

Actor网络结构如表3所示。

表3 DDPG算法中Actor网络模型

Tab.3 ActornetworkmodelinDDPGalgorithm

层名称 层类型 输入、输出维度 激活函数

Input LinearLayer (4,64) Relu

Hidden1 LinearLayer (64,128) Relu

Hidden2 LinearLayer (128,128) Relu

Output LinearLayer (128,1) Tanh

由表3可以计算出该神经网络的参数量为

25281。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性能,将从算法可行

性、抗扰性及泛化性三方面进行实验评估,并与经

典深度强化学习算法DDPG,以及一种传统的模糊

控制器(后文用FUZZY指代)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模糊规则设计参考文献[27]。

3.1 算法可行性验证

在训练过程中,累计奖励函数变化情况如图4
所示。可以发现,0~400回合之间,两种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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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训练过程中的奖励函数变化

Fig.4 Thechangeofrewardfunctionduringtraining

对应的奖励函数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400回合后

都已达到较大值。二者在训练速度上基本一致,尽
管二者在后续阶段均有波动,但基本可以认为已经

达到收敛状态。可以发现,在训练后期,DDPG算

法的振荡较大,出现了奖励值下降的情况。
图5和图6所示分别为控制器输出曲线以及系

统的状态量响应曲线,仿真过程中的相关性能指

标如表4所示。图6(a)和(b)分别为小车位置和速

度响应。结合表4可以看出,DDPG算法虽然保证了

小车位移曲线达到收敛,但是并未收敛到0处。而基

于模糊控制器的方法能收敛到0,但是具有较大的超

调。相反,本文提出的模糊强化学习算法,在保证收

敛的同时,还可实现收敛到最优值。图6(c)和(d)分
别表示摆杆角度变化曲线和摆杆角速度变化曲线,可
以发现,FDPG控制器相较于 DDPG控制器以及

FUZZY控制器,可更快收敛到平衡位置。

图5 倒立摆系统仿真的控制输出

Fig.5 Controloutputofinvertedpendulumsystemsimulation

(a)位置响应

  
(b)速度响应

(c)角度响应

  
(d)角速度响应

图6 倒立摆系统仿真结果

Fig.6 Simulationresultsofinvertedpendulumsystem

表4 FDPG算法控制性能测试

Tab.4 ControlperformancetestoftheFDPGalgorithm

控制器 可训练参数数量 位置误差/m 角度误差/(°) 调节时间/s(±2%) 耗能/J

FUZZY — -3.2×10-5 2.5×10-5 5.25 12.730

DDPG 25281 2.7×10-5 3.9×10-5 4.57 18.271

FDPG 2500 -6.2×10-4 1.9×10-5 2.28 1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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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引入扰动后控制性能验证

与3.1节仿真条件保持一致,为验证控制器的

抗扰动能力,对被控对象施加一个干扰信号d,干

扰信号为幅值0.2N,周期5s的正弦信号,即:d=

0.2sin2πTt
æ

è
ç

ö

ø
÷ 。

其中,图7所示为控制器的输出曲线,表5所示

为添加扰动后的仿真性能指标。结合表5可以看

出,在起摆过程中,FDPG控制器消耗的能量更少,
在系统稳定后三者输出基本一致。

图7 引入扰动信号后的控制输出

Fig.7 Controloutputaftertheintroductionofdisturbancesignal

表5 添加扰动信号后控制性能测试

Tab.5 Controlperformancetestingwithdisturbedsignals

控制器 位置误差/m 角度误差/(°) 调节时间/s 耗能/J

FUZZY 0.03 0.004 3.59 18.71

DDPG 0.30 0.004 5.26 19.12

FDPG 0.03 0.004 2.23 17.72

图8所示为系统状态量的响应曲线,其中(a)和
(b)分别为小车的位移及速度曲线,两者均能达到

稳定状 态。结 合 图7的 控 制 量 曲 线 可 以 看 出,

FUZZY控制器在起摆阶段控制量的方向切换频率

较高,有效减小了位移超调。但是图8(d)表明,控
制量方向的高频切换导致了角速率的大幅振荡。
同时,FDPG 控 制 器 下 的 小 车 位 移 曲 线 相 较 于

DDPG控制器收敛较慢,原因在于小车为了保证位

置收敛到0,以及损耗较小能量,导致小车位移收敛

较慢。从图8(b)可以看出,在前期,FDPG控制器

的振荡程度略小于DDPG和FUZZY控制器。图8
(c)和(d)分别为摆杆的角度曲线及速度曲线,可以

发现,增加干扰信号之后,3种框架算法下摆杆都能

达到平衡点附近,并保持高性能稳摆。但FDPG控

制器能更快地将摆杆平衡在竖直位置,响应速度更

快,并且在起摆过程中其振荡情况略小于DDPG控

制器和FUZZY控制器。

(a)位移响应

(b)速度响应

(c)角度响应

(d)角速度响应

图8 抗扰性能验证仿真结果

Fig.8 Simulationresultsofdisturbance-resistant

functionverification

3.3 泛化性能验证

引入先验知识的FDPG控制器,在保留基于数

据训练的前提下,同时保证了控制系统在平衡点附

近的局部稳定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该控制器的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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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力。为 验 证 FDPG 控 制 器 的 泛 化 性 能,将

DDPG算法与本文提出的FDPG算法进行对比,改
变摆杆释放的初始位置,选取初始角度分别为θ0=

π,23π
,1
2π
,1
4π
,1
6π
,其对应的状态响应如图9所

示。尽管在参数训练时,初始状态均是在θ0=π附

近,但是训练好的FDPG控制器在其他初始状态下

同样也能保证控制性能,各个状态变量均在10s内

收敛至期望值,具有较好的控制效果。相反,从图9

(a)可以看出,在θ0=
1
2π

的场景下,DDPG算法虽

然也达到稳态,但是位移曲线最终收敛到了5.3m
附近,具有较大的稳态误差。

  (a)位置响应              (b)速度响应 

   (c)角度响应              (d)角速度响应 

图9 泛化性能验证仿真结果

Fig.9 Simulationresultsofgeneralizedperformanceverification

4 结论

本文针对传统DDPG算法存在的可解释性不

足、难以结合人工先验知识的问题,提出了一种

FDPG控制方法。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验结果得出结

论如下:

1)对于倒立摆系统而言,本文提出的FDPG模

糊强化学习方法能够融入已有的先验知识,在控制

器学习过程中具有更好的收敛特性,奖励曲线相比

DDPG算法更加稳定。

2)仿真实验表明,本文所述方法解决了DDPG
控制器下某些状态量难以收敛到期望值的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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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相较于经典的模糊控制方法无法保证性能指标

的局限性,FDPG控制器利用奖励函数机制提升了

控制性能,避免了系统状态量的大幅振荡。此外,
本文在T-S模糊模型的后件部分使用了线性模型,
并在局部应用了线性最优控制律。因此,本文所提

方法有利于稳定性分析,并保证了平衡点附近的局

部稳定性,具有良好的泛化性能。

3)在该方法中,控制器的参数已具有实际的物

理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先验知识的形式保

证了系统的局部稳定性。拟在后续的工作中,基于

模糊T-S模型确定的结构形式,完成对该控制方法

的全局稳定性分析与证明。

参考文献

[1] RONQUILLO-LOMELI G,RÍOS-MORENO G J,

GÓMEZ-ESPINOSAA,etal.Nonlinearidentificationof

invertedpendulumsystem using Volterrapolynomials
[J].JournalofStructuralMechanics,2016,44(1-2):

5-15.
[2] LIZ,ZHANGY.Robustadaptivemotionforcecon-

trolforwheeledinvertedpendulums[J].Automatica,

2010,46(8):1346-1353.
[3] ABUTT,SOYGUDERS.Two-loopcontrollerdesign

andimplementationsforaninvertedpendulumsystem

withoptimalself-adaptivefuzzyproportionalintegralde-

rivativecontrol[J]. TransactionsoftheInstituteof

MeasurementandControl,2022,44(2):468-483.
[4] 王仲民,孙建军,何永利,等. 基于遗传算法的倒立

摆LQR控制系统权值优化[C]//2006中国控制与决

策学术年会. 天津:IEEE,2006:432.

WANGZhongmin,SUNJianjun,HEYongli,etal.

WeightoptimizationofLQRcontrolsystemforin-

vertedpendulum basedongeneticalgorithm[C]//

Proceedingsof2006 ChineseControland Decision

Conference.Tianjin:IEEE,2006:432(inChinese).
[5] DASSK,PAULK K. Robustcompensationofa

Cart-InvertedPendulumsystemusingaperiodiccon-

troller:experimentalresults[J].Automatica,2011,

47(11):2543-2547.
[6] ÅSTRÖMKJ,FURUTA K.Swingingupapendulum

byenergycontrol[J]. Automatica,2000,36(2):

287-295.
[7] HOU X,YU H,CHENC. Thebang-bang-adjust

controlalgorithmandsimulationduringtheswing-up

processofcircularrailinvertedpendulum[C]//Pro-

ceedingsof201325th ChineseControlandDecision

Conference.Guiyang:IEEE,2013:373-378.
[8] 顾杰,忻欣,李玥,等. 基于轨迹规划和跟踪的旋转

二级倒立摆的摆起控制[C]//2022中国自动化大会.
厦门:IEEE,2022:6.

GUJie,XINXin,LIYue,etal.Swingcontrolofa

rotatingtwo-stageinvertedpendulumbasedontrajec-

toryplanningandtracking[C]//Proceedingsof2022

ChinaAutomationCongress.Xiamen:IEEE,2022:

6(inChinese).
[9] VRABIED,PASTRAVANU O,ABU-KHALAFM,

etal.Adaptiveoptimalcontrolforcontinuous-timelinear

systemsbasedonpolicyiteration[J].Automatica,2009,

45(2):477-484.
[10] LEWISFL,ZHANG H,HENGSTER-MOVRIC

K,etal.Cooperativecontrolofmulti-agentsystems:

optimalandadaptivedesignapproaches[M].Berlin:

SpringerScienceBusinessMedia,2013.
[11] XUX,HUANGZ,GRAVESD,etal.Aclustering-

basedgraphLaplacianframeworkforvaluefunctionap-

proximationinreinforcementlearning[J].IEEETransac-

tionsonCybernetics,2014,44(12):2613-2625.
[12] MNIHV,KAVUKCUOGLUK,SILVERD,etal.

PlayingAtariwithdeepreinforcementlearning[J].

ComputerScience,2013,21:351-362.
[13] SILVERD,LEVERG,HEESSN,etal.Determin-

isticpolicygradientalgorithms[C]//Proceedingsof

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 MachineLearning.

Beijing:IMLS,2014:387-395.
[14] LILLICRAPTP,HUNTJJ,PRITZELA,etal.Con-

tinuouscontrolwithdeepreinforcementlearning[J].

arXivpreprintarXiv:1509.02971,2015.
[15] ZHAOZ,HEW,MUC,etal.Reinforcementlearning

controlfora2-DOFhelicopterwithstateconstraints:the-

oryandexperiments[J].IEEETransactionsonAutoma-

tionScienceandEngineering,2022,21(1):157-167.
[16] 王金强,苏日新,刘莉,等.Q-learning强化学习协

同拦截制导律[J]. 导航定位与授时,2022,9(5):

84-90.

WANGJinqiang,SURixin,LIULi,etal.Q-learning
collaborativeinterceptionguidancelawforreinforcement

learning[J].NavigationPositioningandTiming,2022,9
(5):84-90(inChinese).

[17] GRAVELLB,ESFAHANIP M,SUMMERST.

Learningoptimalcontrollersforlinearsystemswith

multiplicativenoiseviapolicygradient[J].IEEE

TransactionsonAutomaticControl,2020,66(11):

5283-5298.
[18] HANM,TIANY,ZHANGL,etal.Reinforcement

84




第1期 倒立摆模糊确定性策略梯度控制方法研究

learningcontrolofconstraineddynamicsystemswith

uniformlyultimateboundednessstabilityguarantee
[J].Automatica,2021,129:109689.

[19] YAMADAS,NAKASHIMAM,SHIONOS.Rein-

forcementlearningtotrainacooperativenetworkwith

bothdiscreteandcontinuousoutputneurons[J].

IEEETransactionsonNeuralNetworks,1998,9(6):

1502-1508.
[20] WANG L,LIU Y,ZHAIX. Designofreinforce

learningcontrolalgorithm andverifiedininverted

pendulum[C]//Proceedingsof201534th Chinese

ControlConference(CCC).Hangzhou:IEEE,2015:

3164-3168.
[21] LIANJ,LIS,LIUJ.T-Sfuzzycontrolofpositive

Markovjumpnonlinearsystems[J].IEEETransac-

tionsonFuzzySystems,2018,26(4):2374-2383.
[22] WENG,LIB,NIUB.Optimizedbacksteppingcon-

trolusingreinforcementlearningofobserver-critic-ac-

torarchitecturebasedonfuzzysystemforaclassof

nonlinearstrict-feedbacksystems[J].IEEETransac-

tionsonFuzzySystems,2022,30(10):4322-4335.
[23] XIEZ,SUNT,KWANT,etal.Motioncontrolofa

spacemanipulatorusingfuzzysliding modecontrol

withreinforcementlearning[J]. ActaAstronautica,

2020,176:156-172.
[24] SHIH,LINZ,ZHANGS,etal.Anadaptivedecision-

makingmethodwithfuzzyBayesianreinforcementlearning
forrobotsoccer[J].InformationSciences,2018,436:

268-281.
[25] DESOUKYSF,SCHWARTZ H M.Self-learning

fuzzylogiccontrollersforpursuit-evasiondifferential

games[J]. Roboticsand AutonomousSystems,

2011,59(1):22-33.
[26] AWHEDAMD,SCHWARTZHM.Aresidualgra-

dientfuzzyreinforcementlearningalgorithmfordif-

ferentialgames[J].InternationalJournalofFuzzy
Systems,2017,19(4):1058-1076.

[27] 班晓军,李士勇. 倒立摆的一种FUZZY-PD复合控

制器设计[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3,35(11):

1290-1293.

BANXiaojun,LIShiyong.AFUZZY-PDcompoundin-

vertedpendulumcontrollerdesign[J].JournalofHarbin

InstituteofTechnology,2003,35(11):1290-1293(in

Chinese).

(编辑:孟彬)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