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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具有参数化严格反馈形式的带有跳变参数的非线性时变系统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块的

自适应反步控制方法，消除了未知参数缓慢时变或非频繁跳变的限制性假设条件。

2、针对不确定最小相位线性系统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输出反馈的自适应反步控制方法。不

同于传统的非线性控制算法，这种基于李亚普诺夫函数的线性控制方法在设计与分析上更加简

便和直观。

3、针对一类相对阶等于系统维数的线性时滞系统，在系统状态不可测、系统参数不可知、

输入时延不可知等经典困难下，结合自适应反步输出反馈和预测边界控制，设计了一种基于

偏微分方程的控制律以实现输出轨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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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要求：

①如为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者，填写申请号。

②如填写“导师组”，应将主导师放在第一位。

③“代表性成果”限填作者攻博期间获得的与博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并能反映学位论

文水平的成果。可填学术论文、专著、专利、奖励等，但总数不得超过 5 项，且必须

是在规定时间内公开发表（含网络在线发表）或审批的。学术论文请标注影响因子。

在规定时间内已录用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受理而未审批的专利和已公示而无批文

的奖励等成果，以及在规定时间外获得的成果一律不计入。请准确填写各项成果的查

询信息，确保按此查询信息能查询到该成果，以便于专家评议时核查。

④“成果名称”栏，可填写论文题目、专著名称、专利名称、奖励名称等。

⑤“成果出处”栏，可填写刊物名称、出版机构、奖励发放单位等。

⑥“获得年月”栏，可填写论文公开发表、专著公开出版、专利授予、奖励获批的具体

年月。

⑦“成果查询信息”栏，应填写论文检索号、国际标准书号（ISBN）、专利号、获奖证

书号等。填写“检索号”时，若论文被 SCI、SSCI、EI、A&HCI 等检索，则填写论文

检索号；否则填写刊物的出版年期。

⑧推荐表中最多只能填写 5 项代表性成果，要求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并与博士学

位论文内容密切。已录用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受理而未审批的专利和已公示而无

批文的奖励等成果，以及在取得博士学位后获得的成果一律不计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