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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量实际工程问题需要用同时包含连续和离散变量的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来描述．本文介绍了一类随机

激励的单自由度（强）非线性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稳态响应的研究方法．首先，基于随机平均法导出具有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参数的平均Ｉｔ随机微分方程，原系统方程的维数得到降低．接着，根据跳变过程原理，建立Ｆｏｋ

ｋｅｒＰｌａｎｃｋ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ＦＰＫ）方程组，方程组中的方程与系统的结构状态一一对应且互相耦合．求解该 ＦＰＫ

方程组，得到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稳态随机响应及其统计量．最后，以一个高斯白噪声激励的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

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为例，计算得到不同跳变规律下系统的稳态响应．研究结果表明，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稳态响应可

以看作是各结构状态子系统稳态响应的加权和，加权值由跳变规律决定．

关键词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　随机激励，　非线性，　随机平均法

ＤＯＩ：　１０．６０５２／１６７２６５５３２０１５０３５

引言

随着计算机、军事、生物和工业技术的发展，经

典的单结构系统理论已不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而一类既能反映系统状态变化又能反映系统结构

变化的系统，即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从２０世纪中叶
提出以来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
是一个同时包含连续和离散变量的混合系统，离散

跳变随机过程的引入，使得系统的动力学行为更为

复杂，也增加了系统动力学研究的难度．因此，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动力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
义．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最初由 Ｋｒａｓｉｖｓｋｉｉ和 Ｌｉｄｓｋｉｉ
提出［１］，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果［２－３］．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稳定性理论是由 Ｋａｔｓ
和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最先提出的［４］．随后，Ｍ．ｍａｒｔｉｏｎ［５］利
用随机Ｌｙａｐｕｎｏｖ方法分析了随机噪声环境下线性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均方稳定性．Ｆｅｎ和 Ｆａｎｇ［６，７］将
传统的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稳定性理论拓展到随机Ｍａｒｋｏｖ跳
变系统中，提出了随机 Ｌｙａｐｕｎｏｖ第二方法稳定性
定理．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等首先研究了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
ＬＱＲ问题．Ｓｗｏｒｄｅｒ等［８］基于极大值原理研究了有

限时间区间内的线性Ｍａｒｋｏｖ跳跃系统的最优控制
问题．Ｇｈｏｓｈ等［９］提出了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控制问
题的动态规划方法．方洋旺［３］等对近２０年里面随
机跳变系统在状态估计、稳定性研究以及最优控制

方面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总结．然而，之前的研究多
为线性系统，研究内容多局限于随机稳定性与控制

方面，对非线性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动力学研究还
极少涉及．

本文主要研究了随机激励下非线性 Ｍａｒｋｖｏ跳
变系统的稳态响应．基于随机平均法［１０－１３］对系统

进行简化，导出了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平均Ｉｔ随机
微分方程．建立并求解相应的 ＦＰＫ方程组，得到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稳态振幅响应的概率分布，研究
了跳变规律对系统稳态响应的影响规律．将理论结
果与数值仿真结果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理论方法

的准确性．

１　平均方程

考虑一类随机激励的单自由度（强）非线性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
ｘ̈＋ｇ（ｘ）＝εｆ（ｘ，ｘ，ｓ（ｔ））＋ε１／２ｈ（ｘ，ｘ，ｓ（ｔ））Ｗ（ｔ），
ｘ（ｔ０）＝ｘ０，ｓ（ｔ０）＝ｓ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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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ε为小量，ｇ为非线性刚度；εｆ为带有跳变参

数的小阻尼；ε１／２ｈＷ（ｔ）代表带有跳变参数的弱外

或参数激励；Ｗ（ｔ）为强度为２Ｄ的高斯白噪声．当ｓ
（ｔ）固定时，函数ｆ（ｘ，ｘ，ｓ（ｔ））和 ｈ（ｘ，ｘ，ｓ（ｔ））为 ｘ
的光滑函数．ｓ（ｔ）是一个在有限集合 Ｓ＝｛１，２，…，
ｌ｝内取值的连续时间离散状态的Ｍａｒｋｏｖ过程，ｓ（ｔ）
代表系统结构的状态标号，ｌ是系统所拥有的结构
状态的数目．在小时间间隔 Δｔ内，该 Ｍａｒｋｏｖ过程
的转移概率为

Ｐ｛ｓ（ｔ＋Δｔ）＝ｊ｜ｓ（ｔ）＝ｉ｝＝

　
λｉｊΔｔ＋Ｏ（Δｔ），ｉ≠ｊ

１＋λｉｊΔｔ＋Ｏ（Δｔ），{ ｉ＝ｊ
（２）

式中Λ＝｛λｉｊ｝为跳变率矩阵，λｉｊ（ｉ≠ｊ）表示从时间

ｔ时刻系统结构状态为 ｉ到 ｔ＋Δｔ时刻系统结构状
态为ｊ的跳变率，满足

λｉｉ＝－∑
ｌ

ｊ＝１，ｊ≠ｉ
λｉｊ （３）

考虑独立跳变情形，即跳变过程与系统状态无

关．假设系统始终运行在第 ｉ个结构状态中，无跳
变发生．在此情形下，简单起见，令 ｆ（ｘ，ｘ，ｓ（ｔ））和

ｈ（ｘ，ｘ，ｓ（ｔ））简写为ｆ（ｉ）（ｘ，ｘ）和ｈ（ｉ）（ｘ，ｘ）．无跳变

系统具有如下形式的解［１０］

ｘ（ｔ）＝ＡｃｏｓΦ（ｔ），
ｘ（ｔ）＝－Ａυ（Ａ，Φ）ｓｉｎΦ（ｔ）． （４）

式中

Φ（ｔ）＝τ（ｔ）＋Θ（ｔ），

ｖ＝ｄτｄｔ＝
２［Ｖ（Ａ）－Ｖ（ＡｃｏｓΦ）］

Ａｓｉｎ槡 Φ
，

Ｖ（ｘ）＝∫
ｘ

０
ｇ（ｕ）ｄｕ （５）

其中 Ａ，Φ，τ和 υ为随机过程．运用随机平均

法［１０－１２］，得到关于振幅响应Ａ的平均Ｉｔ随机微分

方程

ｄＡ＝εｍ（ｉ）（Ａ）ｄｔ＋εσ（ｉ）（Ａ）ｄＢ（ｔ） （６）

式中Ｂ（ｔ）为单位维纳过程，扩散和漂移系数为

ｍ（Ａ）＝ε〈Ｆ（ｉ）（Ａ，Φ）＋ＤＵ
（ｉ）（Ａ，Φ）
Ａ（ｉ）

Ｕ（ｉ）（Ａ，Φ）＋

　ＤＵ
（ｉ）（Ａ，Φ）
Φ（ｉ）

Ｕ（ｉ）（Ａ，Φ）〉Φ

σ（ｉ）（Ａ( )）２＝ε〈２ＤＵ（ｉ）（Ａ，Φ）〉Φ

Ｆ（ｉ）（Ａ，Φ）＝－ Ａ
ｇ（Ａ）ｆ

（ｉ）（ＡｃｏｓΦ，－ＡｖｓｉｎΦ）ｖｓｉｎΦ

Ｕ（ｉ）（Ａ，Φ）＝－ Ａｇ（Ａ）ｈ
（ｉ）（ＡｃｏｓΦ，－ＡｖｓｉｎΦ）ｖｓｉｎΦ

（７）
〈〉Φ表示对Φ从０到２π的平均．

原跳变系统具有 ｌ个如式（６）所示的平均方
程，平均后的跳变系统在这 ｌ个平均方程间跳变．
因此，得到如下跳变系统的平均方程

ｄＡ＝εｍ（Ａ，ｓ）ｄｔ＋ε１／２σ（Ａ，ｓ）ｄＢ（ｔ） （８）
式中ｍ（Ａ，ｓ）和σ（Ａ，ｓ）为带有Ｍａｒｋｏｖ跳变参数的
扩散和漂移系数，当系统运行在第 ｉ个结构状态
时，其扩散和漂移系数，即ｍ（Ａ，ｓ＝ｉ）和σ（Ａ，ｓ＝ｉ）
由方程（７）确定．

２　ＦＰＫ方程

假设在很小的时间区间 Δｔ内系统未发生跳
变，则转移概率密度函数 ｐ（Ａ，ｓ，ｔ｜Ａ′，ｓ，ｔ′）满足如
下ＦＰＫ方程：

ｐ（Ａ，ｓ，ｔ｜Ａ′，ｓ，ｔ′）
ｔ

＝

　－
Ａ
［ｍ（Ａ，ｓ）ｐ（Ａ，ｓ，ｔ｜Ａ′，ｓ，ｔ′）］＋

　１２
２

Ａ２
［σ２（Ａ，ｓ）ｐ（Ａ，ｓ，ｔ｜Ａ′，ｓ，ｔ′）］ （９）

当在Δｔ内，系统发生了跳变，则此时概率密度函数
ｐ（Ａ，ｓ，ｔ＋Δｔ）为

ｐ（Ａ，ｓ，ｔ＋Δｔ）＝∫
!

－
!

ｐ（Ａ，ｓ，ｔ）ｐ（Ａ，ｓ，ｔ＋

　Δｔ｜Ａ，ｓ，ｔ）Ｐ（ｓ，ｔ＋Δｔ｜ｓ，ｔ）ｄＡ ＋

　∑
ｌ

ｒ＝１，ｒ≠ｓ
∫
!

－
!

ｐ（Ａ′，ｒ，ｔ）ｑ（Ａ，ｓ，ｔ＋Δｔ｜Ａ′，ｒ，ｔ）·

　Ｐ（ｓ，ｔ＋Δｔ｜ｒ，ｔ）ｄＡ′ （１０）
式中条件概率密度 ｑ（Ａ，ｓ，ｔ＋Δｔ｜Ａ′，ｒ，ｔ）表示 ｔ时
刻和ｒ状态的振幅响应Ａ′为已知的条件下，振幅 Ａ
在ｔ＋Δｔ时刻和 ｓ状态的概率分布．ｑ（Ａ，ｓ，ｔ＋Δｔ｜
Ａ′，ｒ，ｔ）的具体形式由实际问题的物理意义所决
定．当跳变参数与系统状态无关时，即为独立跳变
时，ｑ（Ａ，ｓ，ｔ＋Δｔ｜Ａ′，ｒ，ｔ）具有如下形式

ｑ（Ａ，ｓ，ｔ＋Δｔ｜Ａ′，ｒ，ｔ）＝δ（Ａ－Ａ′） （１１）
将方程（２）和（９）代入方程（１０），并令 Δｔ→０，方程
（１０）变为

ｐ（Ａ，ｓ，ｔ）
ｔ

＝－
Ａ
［ｍ（Ａ，ｓ）ｐ（Ａ，ｓ，ｔ）］＋

　 １２
２

Ａ２
［σ２（Ａ，ｓ）ｐ（Ａ，ｓ，ｔ）］－

６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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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ｌ

ｒ＝１，ｒ≠ｓ
［λｓｒｐ（Ａ，ｓ，ｔ）－

　λｒｓ∫
!

－
!

ｐ（Ａ′，ｒ，ｔ）ｑ（Ａ，ｓ，ｔ｜Ａ′，ｒ，ｔ）ｄＡ′］ （１２）

方程（１２）即为混合随机过程［Ａ，ｓ］Ｔ联合概率密度
ｐ（Ａ，ｓ，ｔ）所满足的 ＦＰＫ方程．对于独立跳变过程，
利用式（１１），ＦＰＫ方程（１２）可以简化为

ｐ（Ａ，ｓ，ｔ）
ｔ

＝－
Ａ
［ｍ（Ａ，ｓ）ｐ（Ａ，ｓ，ｔ）］＋

　 １２
２

Ａ２
［σ２（Ａ，ｓ）ｐ（Ａ，ｓ，ｔ）］－

　∑
ｌ

ｒ＝１，ｒ≠ｓ
［λｓｒｐ（Ａ，ｓ，ｔ）－λｒｓｐ（Ａ，ｒ，ｔ）］ （１３）

初始条件

ｐ（Ａ，ｓ，０）＝ｐ（Ａ０，ｓ） （１４）
边界条件

ｐ（０，ｓ，ｔ）＝ｆｉｎｉｔｅ

ｐ（Ａ，ｓ，ｔ）｜Ａ→!

→０，
ｐ（Ａ，ｓ，ｔ）
Ａ

｜Ａ→!

→０ （１５）

式（１３）是由ｌ个方程组成的方程组（ｌ为系统所包
含的所有结构状态数目），且这些方程通过零次方

项耦合．ＦＰＫ方程（１３）一般难以求解，即使是数值
解也难以获得．若仅考虑稳态解，即令ｐ／ｔ＝０，则
方程（１３）可以得到简化．通过差分法等数值方法
求解简化后的 ＦＰＫ方程，可得到稳态联合概率密
度ｐ（Ａ，ｓ）．则振幅的概率密度ｐ（Ａ）为

ｐ（Ａ）＝ｃ∑
ｌ

ｓ＝１
ｐ（Ａ，ｓ） （１６）

式中ｃ为归一化常数．

３　算例

考虑一个随机激励的跳变 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其运
动微分方程为

ｘ̈＋ω２ｘ＋αｘ３＝β（ｓ）ｘ＋ｈ（ｓ）Ｗ（ｔ），
ｘ（ｔ０）＝ｘ０，ｓ（ｔ０）＝ｓ０ （１７）

式中β（ｓ）为跳变阻尼系数；ｈ（ｓ）为跳变外激励系
数；Ｗ（ｔ）为强度为２Ｄ的高斯白噪声；ｓ为连续时间
的Ｍａｒｋｏｖ随机过程，其转移概率如式（２）所示．本
文考虑２结构状态情形，即有限集合Ｓ＝｛１，２｝．

利用上述随机平均法，得到如（８）式所示的平
均方程，跳变扩散和漂移系数为

ｍ（Ａ，ｓ＝ｉ）＝－β
（ｉ）Ａ（１６ω２＋１０αＡ２）
３２（αＡ２＋ω２）

σ２（Ａ，ｓ＝ｉ）＝ ｈ
（ｉ( )） ２Ｄ（１０αＡ２＋１６ω２）
１６（αＡ２＋ω２）２

ｉ∈Ｓ （１８）
建立和求解简化后的 ＦＰＫ方程可得到跳变系统的
振幅响应的稳态概率密度ｐ（Ａ）．

图１　跳变系统振幅响应的稳态概率密度

Ｆｉｇ．１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

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图２　振幅响应的样本

Ｆｉｇ．２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假设系统无量纲参数为：ω＝１．０，α＝１．０，Ｄ＝
０．１，β（ｓ＝１）＝０．１，β（ｓ＝２）＝０．２，ｈ（ｓ＝１）＝２．０，
ｈ（ｓ＝２）＝１．０．图１为不同跳变规律下跳变系统振
幅响应的稳态概率密度．图１（ａ）中 Λ１和 Λ３所代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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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曲线分别为系统结构状态为ｓ＝１和ｓ＝２时的无
跳变系统的稳态振幅概率密度，Λ２为跳变系统的
稳态振幅概率密度，结果表明，发生跳变后系统的

稳态响应相比于无跳变系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跳

变对系统的响应具有很大影响．图１（ａ）中Λ２为对
称矩阵，所对应的跳变系统为对称跳变．图１（ｂ）为
系统发生非对称跳变时的振幅稳态概率密度．当Λ
＝Λ４时，系统从结构状态ｓ＝１跳变到ｓ＝２的概率
比跳回结构状态ｓ＝１的概率要小，即系统停留在ｓ
＝１结构状态的概率较大，因此，图１（ｂ）中 Λ４代
表的曲线更接近于曲线 Λ１，而 Λ５则更接近 Λ３．显
然，跳变系统的响应可以看作是各结构状态下无跳

变系统响应的加权和，而加权值由跳变规律决定．
不同跳变规律下系统的响应具有很大差异．图１中
实线为解析结果，符号曲线代表数值仿真结果，两

者吻合，表明了本文提出的理论方法的准确性．图
２和３分别为振幅响应 Ａ和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参数 ｓ（ｔ）
的一段样本．

图３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参数ｓ（ｔ）的样本

Ｆｉｇ．３　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Ｍａｒｋｏｖｊｕｍ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

４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研究随机激励下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

非线性系统的稳态响应的求解方法．本文的主要工
作是导出了非线性 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平均 Ｉｔ随
机微分方程，得到了相应的 ＦＰＫ方程组．随机平均
法的应用，降低了系统方程的维数，使得最后的

ＦＰＫ方程组的数值求解成为可能．Ｍａｒｋｏｖ跳变
Ｄｕｆｆｉｎｇ振子算例的计算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方
法的有效性．

本文虽然只对单自由度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响
应进行了研究，但该理论方法在多自由度 Ｍａｒｋｏｖ

跳变系统的响应、稳定性与可靠性等的研究方面也

具有很大潜力．

参　考　文　献

１　ＫｒａｓｏｓｖｋｉｉＮＮ，ＬｉｄｓｋｉｉＥ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ｅｒｓ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

ｍｏ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６１，２２（１）：１０２１～１０２５

２　吴森堂．结构随机跳变系统理论及其应用．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７（ＷｕＳＴ．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

３　方洋旺，伍友利，王洪强．结构随机跳变系统最优控制

理论．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ＦａｎｇＹＷ，ＷｕＹ

Ｌ，ＷａｎｇＨＱ．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ｊｕｍｐ

ｓｙｔｅ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ＫａｔｓＬ，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ｉｉ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ｒａｎ

ｄｏ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６０，２７（５）：８０９～８２３

５　ＭａｒｉｔｏｎＭ．Ａｌｍｏｓｔｓｕｒｅａｎｄｍｏ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ｊｕｍｐｌｉｎｅ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９８８，１１（５）：３９３～３９７

６　ＦｅｎｇＸ，ＬｏｐａｒｏＫＡ，ＪｉＹ．ｅｔａｌ．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ｊｕｍｐ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１９９２，３７（１）：３８～４５

７　ＦａｎｇＹＧ．Ａ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ｌｍｏｓｔ

ｓｕ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ｊｕｍｐ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ｕ

ｔｏ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９７，４２（３）：３７８～３８２

８　ＳｗｏｒｄｅｒＤ．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ｃｌａｓｓ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ｊｕｍ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９６９，１４（１）：９～１４

９　ＧｈｏｓｈＭＫ，ＡｒａｐｏｓｔａｔｈｉｓＡ，ＭａｒｃｕｓＳＩ．Ｅｒｇｏｄ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ｓ．ＳＩ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Ｏｐｔｉ

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３５（６）：１５２～１９８

１０　ＸｕＺ，ＣｈｕｎｇＹＫ．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１７４（４）：５６３～５７６

１１　ＨｕａｎｇＺＬ，ＺｈｕＷＱ，ＳｕｚｕｋｉＹ．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２３８（２）：２３３～２５６

１２　ＨｕａｎｇＺＬ，ＺｈｕＷＱ．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ｓｉｉｎｔｅ

ｇｒａｂ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４，３９（９）：１４２１～１４３４

８６１



第２期 宦荣华等：随机激励的非线性Ｍａｒｋｏｖ跳变系统的稳态响应

１３　陈林聪，朱位秋．随机扰动下简单电力系统的可靠度反

馈最大化．动力学与控制学报，２０１０，８（１）：１９～２３

（ＣｈｅｎＬＣ，ＺｈｕＷＱ．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

ｔｙｏｆａｓｉｍｐｌｅｐｏｗ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０，８（１）：１９～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ｒｅｖｉｓｅｄ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
Ｔｈｉｓ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１１３７２２７１，１１４３２０１２，５１１７５４７４）；“９７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１ＣＢ７１１１０５）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ｒｈｈｕａｎ＠ｚｊｕ．ｅｄｕ．ｃ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ＣＩＴＥＤ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

ＨｕａｎＲｏｎｇｈｕａ１　ＭａＹｕｎｓｈｕａｎｇ２　ＨａｏＱｉ１　ＺｈｕＷｅｉｑｉｕ１

（１．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７，Ｃｈｉｎａ）

（２．Ｓｉｆａｎｇ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Ｌｔｄ，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１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ｎ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ａｒｋｏｖ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ｘｃｉｔ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
ｄｏｍ（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ｄＩ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ｉ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ａｒｋ
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ｆｉｎｉｔｅｓｅｔｏｆ（ＦｏｋｋｅｒＰｌａｎｃｋ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ＦＰＫ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ＦＰＫｅ
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ｕｐｌ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ｒｍ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
ｉｔ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ｂｙ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ＦＰＫ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ｓ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ａＭａｒｋｏｖｉａｎｊｕｍｐＤｕｆｆｉｎｇ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ｗｈｉｔｅｎｏｉｓｅａ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ｔｈｅ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ｃａｎｂｅｒｅｇａｒｄａｓ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ｓｕｍｏｆｔｈｅ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ｎｏｊｕｍｐ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ｊｕｍｐｒｕ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ｒｋｏｖｊｕｍｐ，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９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