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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01 稳定性原理，对一类参数不确定混沌系统，提出一种自适应同步控制方法 2给出了自适应同步控

制器和参数自适应律的解析表达式，对于具体的误差系统，控制器结构还可以进一步简化 2该方法较为简单，适用

范围广 2以新混沌和超混沌 345/ 系统为例，数值模拟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2

关键词：参数不确定混沌系统，自适应同步，新混沌系统，超混沌 345/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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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引 言

近年来，混沌研究是非线性科学领域的热点问

题之一，而混沌的同步与控制由于其在物理、通信、

信息科学 、医学、生物工程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

和 发 展 前 途，已 经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2 自 从 !CC$ 年

D5A0?, 和 3,??0;;［!］提出了混沌同步的原理并在电路

中得以实现以来，人们提出了各种混沌同步方法，如

驱动响应同步、变结构同步、耦合同步、反馈同步、驱

动参量法等［"—(］2 这些方法讨论的大都是参数已知

或确定的混沌系统，在实际应用中，一般混沌系统的

参数常常是未知或不确定的 2因此，要在参数未知的

不确定混沌系统下实现混沌同步对实际的混沌系统

至关重要 2
D,?E［)］提出了参数不确定超混沌 345/ 系统的

自适应同步方法，陶朝海等［C］提出了一类混沌的

自适应同步方法，这两种方法的控制器中均含系

统参数，控 制 方 法 比 较 复 杂 2 本 文 提 出 用 于 一 类

参数不确定混沌系统的另一种自适应同步方法，

控制器不含系统参数，简单易于选取且具有普适

性 2将控制 方 法 用 于 新 三 维 混 沌 系 统［!$］和 超 混

沌 345/ 系统［!!］，数 值 仿 真 结 果 表 明 了 该 方 法 的

有效性 2

" B 系统数学模型与问题描述

设混沌驱动系统为

!·F "!! G !（!）， （!）

响应系统为

#·F "!H # G !（#）G $ 2 （"）

这里

! F（"!，""，⋯，"# ）I，

# F（$!，$"，⋯，$# ）I

分别是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的状态向量；

! F（!!，!"，⋯，!%）I

为驱动系统参数向量，对于响应系统是未知的；

!H F（!H! ，!H" ，⋯，!H%）I

是响应系统需估计的参数向量；"!，"!H 分别是含系

统参数!，!H的 # J # 矩阵；!（ !），!（ #）是 !，# 且不

含系统参数!，!H的 # J ! 矩阵；

$ F（&!，&"，⋯，&# ）I

是控制参量，为 # J ! 矩阵 2
令同步误差参量

% F # K !，

我们的目标就是设计控制器 & 使得从不同的初值

!$，#$ 出发的系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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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同步控制器设计

令

!! #!$ %!，

"!# # !（#）!，

"!$ $ # !（$）!$，

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 !（#），!（$）是关于系统状态参量 #，$ 的 " (
# 矩阵 ’

定理 ! 若选取控制器为

% # $（#）% $（$）% &!， （)）

其中

& # *+,-（%.，%/，⋯，%" ），

参数自适应律为

%·& #"’
/
& （" 0 1），

!·! #!·$ %!·# %［!（#）］2 !，
（3）

则系统（.）和系统（/）全局渐近同步 ’
证明 由（.）—（)）式我们得到误差系统为

!·# $·% #·# "!$ $ % "!# & $（$）% $（#）& %

# "!$ ! & !（#）!! % &! ’ （4）

选取 56,789:; 函数为

( # .
/ !2 ! & !2

!!! & .
/"!

"

& # .
（%& % %$）/ ’

对 ( 求导并利用（3）式可得

(·# !2 !·& !2
!!

·
! &!

"

& # .
（%& % %$）’/&

# !2"!$ ! & !2 !（#）!! % !2 &!

% !2
!［’（#）］2 ! & !2（& % %$ (）!

# !2"!$ ! & !2 !（#）!! % !2 &!

% !2’（#）!! & !2（& % %$(）!

# !2（"!$ % %$(）! # % !2 )! ’

显然存在常数 %$ ，使矩阵 ) 是正定的，从而 (
·
"1，

则 !，!!，%& % %$#*< ’由（4）式可得 !·#*< ，由

(·# !2（"!$ % %$ (）! # % !2 )!
可得

$
)

1
#=+9（)）% ’%/ * ) "$

)

1
’2 )’* )

#$
)

1
% (·* )

# (（1）% (（ )）" 1，

其中#=+9（)）为正定矩阵 ) 的最小特征值 ’ 所以有

!#*/，根据 >,?@,A,B 引理可得

A+=
)&<
%!（ )）% # 1，

即系统（.）和系统（/）全局渐近同步 ’
应当注意的是，系统（.）描述了许多典型的混沌

系统、超混沌系统和新混沌系统（如 5:?C9D 系统、

EFC9 系统［./］、GHIIAC? 系统、统一混沌系统［.!］、新三

维混沌系统等），且对于具体的误差系统，控制器（)）

式都可以进一步简化 ’

) " 参数不确定混沌系统的自适应同步

"#!# 参数不确定新三维混沌系统的自适应同步

刘凌等［.1］最近发现的新三维混沌系统的数学

模型为

*·# +（ , % *），

-·# .* % *,，

,·# *- % /- % 0, ’

（J）

当 + # K，. # )1，/ # .1
! ，0 # ) 时，系统有混沌解 ’ 以

（J）式作为驱动系统，参数 +，.，/，0 未知且不随时

间变化或变化很缓慢，于是有 +· # .
·
# /·# 0· # 1’ 响

应系统为

*·. # +.（ ,. % *.）& 1.，

-·. # .. *. % *. ,. & 1/，

,·. # *. -. % /. -. % 0. ,. & 1!，

（K）

其中 +.，..，/.，0. 是响应系统需要估计的参数 ’ 1
#（1.，1/，1!）2 为控制器，在 1 的控制下可使得驱

动系统（J）和响应系统（K）达到同步 ’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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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得到误差系统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新三维混沌系统同步误差曲线 （)）!! 随时间 * 的变化曲线，（*）!& 随时间 * 的变化曲线，（+）!# 随时间 * 的

变化曲线

设计控制器为

%! " ,，

%& " $ +!& % #!!，

%# " $ ’!!，

（!,）

参数自适应律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选取 ./)01234 函数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对 , 求导后可得

,·""!! !·! % !& !·& % !# !·# %"!"!·" % !&!·&

% !(!·( % !)!·) %（+ $ +5）+· 6!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















!

7

!!
!&
!









#

" $ !8 "! (

若选取

, 9" 9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矩阵 " 是正定的，从而 ,
·
!, (根据定理 !，可得驱

动系统（=）和响应系统（>）在控制器（!,）式作用下

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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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 中的 )*+,-./*##"0，( 进行数值

仿真，选取“未知”参数 ! 1 2，" 1 03，# 1 4356，$ 1 0，

不确定参数初始值 !4（3）1 (，"4（3）1 7(，#4（3）1 7，

$4（3）1 4，自适应律!1 43，状态初始值 %（3）1 4，

&（3）1 8 4，’（3）1 7，%4（3）1 8 4，&4（3）1 7，’4（3）

1 49同步误差 ! 随时间 ( 的变化如图 4 所示，可见

同步误差逐渐趋于零 9参数 !4，"4，#4，$4，) 随时间 (
的演化如图 7 所示 9 从 7 中可以看出，参数估计值

!4（ (），"4（ (），#4（ (），$4（ (）收敛于 ! 1 2，" 1 03，# 1
4356，$ 1 0，参数 ) 趋于某一常数 9

图 7 响应系统（2）的参数收敛曲线 （"）参数 !4 的收敛曲线，（%）参数 "4 的收敛曲线，（:）参数 #4 的收敛曲线，

（;）参数 $4 的收敛曲线，（-）参数 ) 的收敛曲线

!"#" 参数不确定超混沌 $%&’ 系统的自适应同步

超混沌 <=-+ 系统［>］的数学模型为

%·1 !（& 8 %）? *，

&·1 +% 8 %’ ? #&，

’·1 %& 8 "’，

*·1 &’ ? ,*， （44）

其中 %，&，’ 和 * 为系统的状态变量，!，"，#，+ 和 ,
为系统的未知控制参数 9 当 ! 1 6(，" 1 6，# 1 47，+
1 @，, 1 3’& 时，系统（44）表现是超混沌的 9以（44）式

&@37 物 理 学 报 (@ 卷



为驱动系统，响应系统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超混沌 ()*+ 系统同步误差曲线 （,）+! 随时间 , 的变化曲线，（-）+% 随时间 , 的变化曲线，（.）+& 随时间 , 的

变化曲线，（/）+’ 随时间 , 的变化曲线

其中 "!，)!，(!，&!，*! 是响应系统需要估计的参数 0
! "（%!，%%，%&，%’）1 为控制器，在 ! 的控制下可使

得驱动系统（!!）和响应系统（!%）达到同步 0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则可得到误差系统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选取控制器为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数自适应律为

-·! "!+%% （! 3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选取 45,67+89 函数为

::2%’ 期 张若洵等：一类参数不确定混沌系统的自适应同步



图 ! 响应系统（"#）的参数收敛曲线 （$）参数 !" 的收敛曲线，（%）参数 "" 的收敛曲线，（&）参数 #" 的收敛曲线，

（’）参数 $" 的收敛曲线，（(）参数 %" 的收敛曲线，（)）参数 &"，&# 的收敛曲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

对 ’ 求导后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3

!!" - $"

# 0 0 -!#

0 &. - #" -!
!" + $"

# 0 0

0 0 "" 0

-!# 0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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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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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存在常数

! *
""

#"
，

当

$+ * ,-. %" /!
#" / ""

# ，&" / !#

#（!#" ’ ""
( )）

时，使 " 是正定的，从而 ’
·
!0 )根据定理 "，可得驱

动系统（""）和响应系统（"#）在控制器（"%）式作用下

同步 )
通过 1-23-4567 中的 89:;<=>922-%，7 进行数值

仿真，选取“未知”参数 # & $7，( & $，% & "#，" & ?，&
& 065，不确定参数初始值 #"（0）& "0，("（0）& 067，

%"（0）& ?，""（0）& "0，&"（0）& 06"，自适应律"& "0，

状态初始值 )（0）& $，*（0）& ’ %，+（0）& #，,（0）&
#，)"（0）& ’ $，*"（0）& %，+"（0）& ’ #，,"（0）& ’ #)
同步误差 ! 随时间 - 的变化如图 $ 所示，可见同步

误差逐渐趋于零 )参数 #"，("，%"，""，&"，$"，$# 随时

间 - 的演化如图 % 所示 )从图 % 可以看出，参数估计

值#"（ -），("，%"（ -），""（ -），&"（ -）收敛于 # & $7，( &
$，% & "#，" & ?，& & 065，参数 $"，$# 趋于常数 )

7 6 结 论

基于 @A-B9:CD 稳定性理论，给出了一类参数不

确定混沌系统的自适应同步控制器的设计方法和构

造控制器及自适应律的解析式 )设计的控制器不含

系统参数，简单且易于选取，适用范围广 )理论上证

明了所设计控制器的正确性，通过对新三维混沌系

统和超混沌 EF<: 系统的数值模拟，进一步说明了所

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

［"］ G<HCI- @ 1，E-IIC33 ( @ "JJ0 ./*0 ) 1!2 ) 3!-- ) !" K#"
［#］ @L M N，OFC9 ( P，OF-:; P E #00# 4/#50 6578-590 :&#%- ) #" 7#J
［$］ QR: S N，8<: Q，PF-: S 1 #00# 4/#50 6578-590 :&#%- ) #" "0??
［%］ (-C E N，@9 M T，@L M N #00# ;%-# ./*0 ) 689 ) $# "%J?（ R:

EFR:<U<）［陶朝海、陆君安、吕金虎 #00# 物理学报 $# "%J?］

［7］ N9-:; @，V<:; 8，W-:; 1 #00% ./*0 ) 3!-- ) T %&’ #?"
［5］ OF-:; G W，(-:; X Y，@9C S P #007 ;%-# ./*0 ) 689 ) $" $%J?（R:

EFR:<U<）［张平伟、唐国宁、罗晓曙 #007 物理学报 $" $%J?］

［?］ Q-:; P G，YR9 N Q，(R-: X，Q9-: X Q，OF-:; P #00" ;%-# ./*0 )

689 ) $’ 5"J（R: EFR:<U<）［杨世平、牛海燕、田 刚、袁国勇、

张 闪 #00" 物理学报 $’ 5"J］

［K］ G-IZ M N #007 4/#50 6578-590 :&#%- ) &! J7J
［J］ (-C E N，@R9 S V #00? 4/#50 6578-590 :&#%- ) %& "7?#
［"0］ @R9 @，P9 Q E，@R9 E S #00? ;%-# ./*0 ) 689 ) $! "J55（ R:

EFR:<U<）［刘 凌、苏燕辰、刘崇新 #00? 物理学报 $! "J55］

［""］ @R Q S，(-:; W > P，EF<: X 8 #007 <9- ) = ) >8?@& ) 4/#50 #$

$$5?
［"#］ EF<: X 8，[<2- ( Q "JJJ <9- ) = ) >8?@& ) 4/#50 ( "%57
［"$］ @L M N，EF<: X 8，OF-:; P E #00# <9- ) = ) >8?@& ) 4/#5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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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 ,2#)) /1 ,-#/%&, )*)%(3)
4&%- 5+,(.%#&+ $#.#3(%(.)!

!"#$% &’()*’$+）,）- ./#$ 0#$%+） 1/ 2/$%+） 3#$% 4"/)2/$%+）

+）（!"##$%$ "& ’()*+,* -,+$.,$ /.0 1.&"23/4+". 5.%+.$$2+.%，6$7$+ 8"23/# 9.+:$2*+4)，-(+;+/<(=/.% 5655+7，!(+./）

,）（!"##$%$ "& 5#$3$.4/2) 50=,/4+".，>+.%4/+ 9.+:$2*+4)，>+.%4/+ 56855+，!(+./）

（&9:9/;9< 7 =’%’>? ,55@；A9;/>9< B#$’>:A/C? A9:9/;9< +7 D(;9BE9A ,55@）

=E>?A#:?
= $(;9F #<#C?/;9 >G$:"A($/H#?/($ B9?"(< /> CA(C(>9< I(A # :F#>> (I :"#(?/: >G>?9B> J/?" ’$:9A?#/$ C#A#B9?9A> E#>9< ($

1G#C’$(; >?#E/F/?G ?"9(AG K =<#C?/;9 :($?A(FF9A #$< ’C<#?/$% F#J (I C#A#B9?9A> #A9 (E?#/$9<，#$< I(A >C9:/I/: 9AA(A >G>?9B> ?"9
:($?A(FF9A :#$ E9 >/BCF/I/9<K ."/> B9?"(< /> >/BCF9 #$< >G>?9B/: K = $9J :"#(?/: >G>?9B #$< ?"9 "GC9A:"#(?/: L"9$ >G>?9B #A9
?#M9$ #> 9N#BCF9> ?( /FF’>?A#?9 ?"9 9II9:?/;9$9>> (I ?"9 CA(C(>9< B9?"(<K D’B9A/:#F >/B’F#?/($ /FF’>?A#?9> ?"9 I9#>/E/F/?G (I ?"9
?9:"$/O’9K

!"#$%&’(：:"#(?/: >G>?9B> J/?" ’$:9A?#/$ C#A#B9?9A>，#<#C?/;9 >G$:"A($/H#?/($，# $9J :"#(?/: >G>?9B，"GC9A:"#(?/: L"9$
>G>?9B

)*++：5686

!2A(P9:? >’CC(A?9< EG ?"9 D#?’A#F 4:/9$:9 Q(’$<#?/($ (I R9E9/ 2A(;/$:9，L"/$#（0A#$? D(K =,557555+,S）K

- T)B#/F：N?H"ANU+,7K :(B

5S5, 物 理 学 报 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