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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网络化控制系统通信与计算资源不足、云控制系统难以完全保

证复杂任务实时控制的问题，在云控制系统研究基础上，云网边端协同

云控制利用云控制平台层、网络传输层、边缘控制层、终端设备层各自

优势，实现互联互通、相互协作、优化运行，是复杂智能系统控制问题

的理想解决方案。鉴于此，本文详细阐述了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的研究

进展。首先，简要介绍了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的构成要素；其次，整理

了云控制系统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后，详细介绍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

及其应用研究，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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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过去２０年，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网

络技术被应用到控制系统中。通过网络通信形成闭

环的控制系统称为网络化控制系统（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ＣＳ），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大



量的设计研究与系统性能分析案例［１－８］。控制任务

日益复杂，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增多，控制系统的通

信与计算负担增加，网络化控制系统在面对上述变

化时，难以满足高品质与实时控制的需求。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云控制系统（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ＣＣＳ）被提出［９－１０］。云控制系统引入了云计算、大

数据处理技术以及深度学习等智能算法，将各种传

感器感知汇聚的大数据存储在云端；在云端利用先

进算法实现系统的在线辨识与建模，应用任务的计

划、规划、调度、预测、优化、决策和控制，结合模

型预测控制、数据驱动预测控制等方法，实现系统

的自主智能控制，即云控制［１１］。

在云控制系统中，传感器、执行器与控制器之

间通过网络连接，通信本身存在时延、丢包等问

题，传感器原始数据全部上传至云将产生较大的通

信开销，难以完全保证复杂任务实时控制。同时，

５Ｇ时代云端算力下沉，边缘计算在各个领域内都

逐步发展起来［１２－１３］，其拥有基本的数据分析处理

能力，有部署灵活、计算实时等特点。在云控制系

统中引入边缘计算，借助网络交互信息，可以形成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这为规模庞大、种类复杂、

对控制品质需求很高的复杂智能系统提供了可行的

解决方案。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在智能电网、智能

交通、工业智能制造以及天空地多运动体系统等复

杂系统中开展了应用与分析工作［１４－１７］。

本文旨在综述了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的基本组

成，云控制系统及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的研究进展

及挑战。

１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简介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共有４层组成，如图１所
示，分别为：云控制平台层、网络传输层、边缘控

制层及终端设备层。下面分别对协同控制的４个层
级进行简要介绍。

图１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
Ｆｉｇ．１　Ｃｌｏｕ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ｇｅｅ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１　云控制平台层
云控制平台层结合了云计算和控制，具有丰富

的计算资源，将多种控制算法与云端分布式架构紧

密融合，实现自主智能规划控制等功能［１２，１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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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平台层可细分为核心层与应用层。在云端核心

层中，云控制系统利用虚拟化技术形成可动态配置

的资源池，包含计算、控制、存储等服务，可快速

实例化执行［１８－２０］。云端应用层包含通信、数据预

处理与数字孪生等应用模块［２１－２２］，实现与受控对

象交互。

１．２　网络传输层
网络传输层是层与层之间的重要链路，其由局

域网、云端外网和多种通信协议组成，向下连接被

控对象和终端设备，支撑设备传感数据上云，向上

连接云端应用层，实时传输控制信号至被控平台。

１．３　边缘控制层
边缘控制层利用边缘节点集群进行计算，降低

云端的计算和通信负担，在本地对终端设备进行监

视、管控，既可实现数据在向上传输前的预处理，

也可实现被控平台在独立条件下稳定运行，保证控

制的可用性、实时性、经济性。

１．４　终端设备层
终端设备层主要包括基础控制器、多类型传感

器及执行器，保证终端基础功能，也可发送、接收

信息，接受上层控制指令。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

构中各层协作互补，是复杂智能系统的控制问题较

为理想的解决方案。

２　云控制系统

云控制系统是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中的基础与

重要组成部分，本节从云控制系统出发，针对云控

制系统理论方法、结构、隐私与安全问题，分别综

述了云控制算法、云工作流、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

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２．１　云控制系统概念
在云控制系统提出之前，一些工作尝试将云计

算与控制系统进行结合：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

研究所 ＫＵＦＦＮＥＲ教授提出了“云机器人”的概
念［２３］，让机器人具备访问云端信息资料的能力，并

成功应用于 ＲｏｂｏＥａｒｔｈ、ＲｏｂｏＢｒａｉｎ等移动、医疗、
服务机器人领域［２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无人

机系统应用开发企业 Ａｉｒｗａｒｅ建立合作，将无人机
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部署在云端，从而拥有实时通

信、导航和监控能力，并协同规划航线，在飞行中

躲避障碍。２０１２年，夏元清教授提出了“云控制系
统”概念［９］，并逐渐深入研究，建立了云控制系统

的初步结构和算法，总结面临的挑战［１０，１６，２５］。云

控制系统的经典结构如图２所示，被控平台、执行

器、传感器部署在本地局域网中，控制器部署在云

端，处在公网环境下，控制器与执行器、被控平台、

传感器通过网络连接。在云端利用先进算法，实现

系统自主智能控制。

图２　云控制系统经典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云控制算法
２．２．１　数据驱动云控制

在一般的控制方法中，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是

控制的前提，但对于复杂系统往往无法建立精确的

数学模型，可以利用的是通过传感技术得到的系统

输出，这些数据往往包含有用的信息。研究人员为

此提出了数据驱动控制方法，并进一步提出了数据

驱动云控制，即由云服务器直接根据输入输出数据

对系统进行控制。ＧＡＯ等［２６－２７］设计了一种数据驱

动云控制系统，基于真实球杆系统进行云控制实

验，验证了所提系统的有效性。ＴＡＮ等［２８］补偿网

络延迟，研究多智能体系统稳定性和输出一致性问

题，推导稳定性和输出一致性条件［２９］，在此基础上

研究了低能耗多智能体的协调控制问题［３０］。在应

用方面，ＸＵ等［３１］针对自然灾害情况下救援车队供

给与需求问题，设计了一种数据驱动云控制算法，

可以根据救援需求动态地分配不同类型的车辆；

ＷＡＮＧ等［３２－３５］利用数据驱动控制器，实现了网联

车和非网联车的协同控制，并在实验平台上进行了

验证。

２．２．２　模型预测云控制
模型预测控制是最为广泛使用的控制范式之

一，是一种基于模型的开环最优控制策略，通过优

化某一涉及到系统未来行为的性能指标、满足约

束，从而确定控制策略。在模型预测控制与云控制

结合方面，ＪＩＡＮＧ等［３６］基于经典云控制结构，针对

时延和丢包工况，提出一种切换网络预测控制方

法；ＳＫＡＲＩＮ等［３７］解决多个模型预测控制并行处理

５７２３期 夏元清，等：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研究进展及挑战



问题，实现可变时域模型预测控制，并提出支持速

率切换的模型预测云控制［３８］，其由云中的高速率

控制器和本地设备上的低速率控制器组成，提高了

控制性能。刘国平教授［２０，３９－４０］提出多智能体系统

的模型预测云控制方案，利用网络化预测控制策略

主动补偿云边通信时延，实现控制系统的一致性和

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文［３９］提出一种新型多步状
态预测器和控制协调优化的机制，协调优化不同智

能体之间的成本函数；进一步，文［４０］将“云、雾”
协同控制引入多智能体系统控制当中，进一步降低

了各节点之间的通信时延。

一些模型预测云控制的工作针对特定应用进行

研究。ＥＳＥＮ等［４１］设计了基于云的软件架构的车辆

控制。ＶＩＣＫ等［４２］针对云机器人控制问题，建立了

一个模型预测反馈控制系统的体系结构，实验中表

明了模型预测控制作为服务的可能性。ＢＩＹＩＫ
等［４３］利用模型预测云控制解决商业建筑恒温器控

制问题。交通系统中，ＨＥＩＬＩＧ等［４４］针对利用模型

预测云控制为智能交通提供了新颖的计算和控制架

构，ＺＨＡＮＧ等［４５］提出了一种基于模型预测控制的

交通流量控制并行计算方案。智能电网领域，为充

分消纳风能和太阳能进行发电，文［１４］提出经济模型
预测云控制算法，提供电源水轮机预测调度策略［１４］。

２．３　基于工作流的云控制系统研究
云控制系统结合云计算和控制，从云计算的角

度分析，云计算利用虚拟化技术，具有天然的分布

式结构，可在虚拟资源池中按需启动并行的容器或

虚拟机。云计算任务可建模为分布式云工作流形

式，如图 ３所示，有向无环图（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ｃｙｃｌｉｃ
ｇｒａｐｈ，ＤＡＧ）是云工作流最常见的表示方式，其节
点表示计算任务，有向边表示任务之间的依赖关

系。将分布式云工作流任务部署至并行云计算处理

环境可有效提高科学任务处理效率，例如深度学

习［４６］、基因计算［４７］、电子商务［４８］、地震波分析［４９］

等。上述研究为云计算领域的研究要点与应用，而

控制可被视作一种计算任务。由２．２节分析，以往
的模型预测云控制与数据驱动云控制将控制器直接

部署在云服务器上，没有针对云计算的并行化特点

进行设计优化。而云工作流将复杂的数据密集型应

用程序分解为较小的任务进而并行执行，可显著提

高控制任务的处理效率。目前，基于工作流的云控

制系统的研究分为两类，分别为基于工作流的数据

驱动云控制和基于工作流的模型预测云控制，下面

分别综述其研究进展。

图３　工作流示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２．３．１　基于工作流的数据驱动云控制
子空间辨识（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Ｄ）是数

据驱动控制方法的基础，仅依靠输入和输出数据就

能估计系统模型，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系统识别和控

制问题中。为了将数据驱动云控制与分布式云环境

相匹配，ＧＡＯ等［５０］提出了一种基于云工作流和容

器的快速子空间辨识方法，利用分布式奇异值分解

算法，将子空间辨识任务构建为云工作流形式，并

基于容器建立工作流处理系统，执行子空间辨识任

务，降低９１．６％云端计算时延。
基于上述工作，ＧＡＯ等［５１］进一步研究了基于

工作流的数据驱动云控制方法，将具有集中计算模

式的数据驱动控制方法重构为工作流形式，并基于

容器、Ｒｅｄｉｓ等技术，设计工作流云控制系统实验
平台，基于车辆轨迹跟踪、高阶配电网模型分别进

行验证，降低７４．４％、８５．１％云端计算时延；针对
云工作流处理环节的内生不确定性，设计了云边协

同架构下的工作流云控制方法，利用数据驱动控制

中的云端中间参数，在边缘建立数据驱动扰动观测

器（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ＤＯＢ）对内生扰动进行跟
踪，生成计算代价低补偿量，补偿云端产生的不确

定性，实现快速精准控制。

考虑未知线性系统的数据驱动最优控制问题，

ＤＡＩ等［５２］利用多块交替方向乘子法（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ｎｇ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ＡＤＭＭ）设计数据驱动
控制的云工作流，加速求解优化问题；设计一种在

线反馈ＣｌｏｕｄＤｅｅＰＣ方法，允许实时数据更新控制
器参数，提供针对时变参数的矩阵求逆算法，进一

步提高求解效率，并在云平台上仿真验证了算法

性能。

２．３．２　基于工作流的模型预测云控制
除数据驱动云控制外，某些被控系统可获得较

为准确的数学模型，可采用模型预测云控制算法，

进一步工作采用工作流对模型预测云控制的计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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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加速。针对具有非线性约束的非凸优化问题，

ＤＡＩ等［５２］利用ＡＤＭＭ算法构建模型预测控制云工
作流，针对ＡＤＭＭ收敛性问题，建立非线性模型预
测控制非凸优化问题求解的收敛性条件，使用容器

技术，对多车充电能源管理模型进行仿真验证，降

低２２．１５％云端计算时延。ＺＨＯＵ等［５３］利用模型预

测控制解决无人驾驶车辆轨迹跟踪问题，利用文

［５１］中建立的工作流云控制系统实验平台，基于
ＡＤＭＭ算法设计云工作流，和标准模型预测控制算
法对比，实现了的更细粒度的离散化，云端计算时

延降低６２．８９％。
２．４　云控制系统调度研究

除云平台外，云控制系统还包含复杂异构设

备。随着边缘和终端设备的增加，任务的数量增

加，需将适当的任务分配至计算单元，为了提高云

端计算效率，云控制系统中引入云工作流，给调度

系统带来了新问题，云控制系统的调度研究成为了

研究的重点之一。

夏元清教授团队主持完成了大规模云数据中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该项目中，团队开发了智能

云工作流管理调度平台，平台可上传、管理云工作

流和云服务，实现云资源的高效调度，完成云工作

流全流程任务管理与执行状态监控。该平台架构如

图４所示，用户定义的云工作流模板实例化后，产
生云工作流实体，由调度系统调度执行，执行过程

可在前端全程监控。其中调度系统通过分布式集

群、容器、机器学习等技术，根据云工作流并发

量、压力与已有计算资源，编排出不违反云工作

流任务依赖关系的执行序列，并部署在相应的计

算资源。

图４　云控制系统调度平台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ｏｆ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在该调度平台的实现过程中，ＷＡＮＧ等［５４］研

究云控制系统任务间寻址通信问题，提出任务和设

备统一编址算法，将任务调度转化为任务在设备间

的路由，解决路由过程中的容错执行。ＳＨＡＮ等［５５］

针对云工作流与云资源管理系统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的兼容
问题，提出的工作流容器生成器，利用容器构建、

资源监控及事件触发机制，提高容器生成效率，在

平均任务容器执行时间、平均工作流生命周期上表

现优于业界先进的Ａｒｇｏ工作流引擎。
在横向尺度研究云工作流调度，重点任务是在

处理节点的分配问题。考虑云工作流执行成本，

ＹＥ等［５６］根据用户动态需求和云计算系统扰动，设

计混合多工作流调度框架，利用分解策略保证执行

成功率；其另一项工作［５７］提出能耗感知任务资源

匹配策略，利用可靠性量化云计算系统的不确定

性，将工作流调度问题建模为能耗优化问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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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约束的分解策略，降低执行能耗；进一步提

出工作流成本感知调度，考虑工作流到达时间和执

行时间的不确定性，将调度问题建模为调度成本的

优化问题，设计截止时间约束的分解策略，保证多

工作流执行成功率，降低工作流执行花费［５８］。

在云工作流任务分配给处理节点后，各处理节

点可对计算资源进行动态调整，即垂向伸缩（ｖｅｒｔｉ
ｃ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针对动态云工作流负载，ＹＵ等［５９］提

出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ｒ系统，用于识别需要扩展的服务，可
实现满足质量要求的最佳服务规模。ＱＩＵ等［６０］研

究跨微服务的计算资源共享，提出一种细粒度资源

管理框架，降低 Ｗｅｂ服务响应时延。ＭＡ等［６１］设

计了一个名为Ｓｏｎｎｅｔ的端到端在线资源分配系统，
使用无模型自适应控制构建延迟服务水平目标与资

源间的动态映射模型，优化资源成本，并在 Ｄｏｃｋｅｒ
Ｓｗａｒｍ上实现。
２．５　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

云控制系统将私有数据的计算外包给第三方云

平台，引入了云计算的隐私和安全问题。

２．５．１　隐私保护策略
控制系统隐私保护方法可分为差分隐私［６２－６３］

和加密控制［６４］。差分隐私在控制输入数据中引入

随机扰动，使得云平台无法获得被控对象的准确信

息，但隐私保护和控制性能之间存在天然的权衡关

系，即为保护数据隐私，需引入额外的随机扰动，

影响控制性能［６５］。基于云的控制工作大都依赖加

密技术解决隐私保护问题［６４，６６－６８］。加密技术已被

用于网络化控制系统的隐私保护［６９］，传感器向控

制器发送加密数据，控制器使用私钥对数据进行解

密，计算得到控制信号后再次加密、传输，并在执

行器处解密。上述方案可以防止数据传输过程中的

窃听，但云服务商有能力获取云控制器中的用户数

据，存在信息泄露隐患，无法保证数据在平台中的

隐私安全。

将云服务商考虑为半诚实（ｓｅｍｉｈｏｎｅｓｔ）的实
体，即云服务商恪守保护用户隐私的规定，但仍有

兴趣且有能力获取有价值的用户数据。对不安全的

云控制器，加密云控制保护隐私的关键是令云控制

器能够根据加密数据进行计算而无法访问真实完整

的系统参数和数据［７０－７１］，实现云平台中的密态计

算。在此结构基础上，一些工作进一步研究加密云

控制，ＤＡＲＵ和 ＪＡＧＥＲ［７１］使用两个非协作的云平
台，提出一种加密云控制方案，云平台之间不存在

数据交换，均无真实、完整的系统状态信息。同态

加密（ｈｏｍｏｍｏｒｐｈｉｃ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ＨＥ）是一种特殊的加
密方式，对加密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得到密文计算结

果再解密，等同于对原始数据直接进行相同的计算

操作，此种特性允许控制器直接在加密数据上执行

数学计算［７２－７３］，可通过这种加密形式将数据外包

给云进行计算和处理［７０，７４］。在终端设备获取到传

感器数据后，进行同态加密处理，将加密数据上传

至云进行计算，得到密文计算结果发送至终端设

备，在终端设备进行解密得到真实控制信号，保证

数据在传输过程与云平台中的隐私安全。与文

［７１］方案不同，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Ｕ等［７５］使用两个可进

行数据交换的云平台，设计同态加密模型预测云控

制隐私保护方案，证明隐私保护的安全性，并分析

得出加密引入的误差上界；其另一项工作［７６］提出

同态加密设计数据驱动控制的隐私保护方案，并进

一步改进数据驱动线性二次调节（ｌｉｎｅａｒ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ＬＱＲ）算法，提高效率和精度［７７］；进一步

将ＬＱＲ算法重新表述为拉索问题，用 Ｌ１正则化限
制行为复杂性，使用 ＡＤＭＭ提出更高效的加密解
决方案［７８］。基于多方同态加密的数据驱动云控制，

ＬＩ等［７９］使用分布式同态加密方案，利用参数服务

器架构实现多方安全性并加速密文控制策略求解；

可信边缘端基于云端计算结果进行控制输入生成，

并应用ＤＯＢ对同态加密方案和系统噪声引起的不
确定性进行估计和补偿，实现云边协同下的同态加

密隐私保护控制方案。

２．５．２　安全防护
除隐私保护外，另一类问题是安全防护，常见

的安全威胁包括拒绝服务（Ｄｅｎｉａｌ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ＤｏＳ）
攻击与高级持续性攻击（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ｒｅａｔ，
ＡＰＴ），可能造成传输信息丢失，降低系统性能，导
致系统不稳定。

针对网络化控制系统，ＹＵＡＮ等［８０］采用分层建

模方法，将网络层和物理层建模为零和博弈，在动

态网络环境下设计能量传输策略，采用值迭代和Ｑ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方法求解并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构建传感
器多通道传输下系统模型，降低系统信号被攻击的

概率［８１］。从网络化控制发展到云控制，ＤｏＳ攻击的
危害并未减弱，在云控制系统通信遭受ＤｏＳ攻击的
情况下，ＡＬＩ等［６７］为保证系统在遭受攻击时的安全

性，设计一种切换控制的机制，当检测到攻击对系

统稳定性影响超过设定阈值时，切换至本地控制模

式以保证安全；考虑 ＤｏＳ攻击对通信时延的影响，
ＹＵＡＮ等［８２］将传输者与攻击者建模为 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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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设计一种评估系统性能的价格调整机制，在

信息约束和时变网络情况下，传输者可以调整价格

策略，使系统满足期望性能；考虑云控制系统中的

防御资源分配问题，其另一项工作［８３］提出防御者

安全资源分配模型，采用混合整数规划求解不同预

算约束下的最优解；ＹＡＮＧ等［８４］针对云控制系统中

具有量化信号的网络多代理系统，研究抗ＤｏＳ攻击
的控制问题。ＣＨＥＮ等［８５］从系统机制方面研究，针

对无人机的容器控制器的ＤｏＳ攻击，通过切换安全
控制器以减轻攻击。

３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

云控制系统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可以按需

提供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但将海量终端数据都传

输至云将造成网络拥塞、传输时间长，也涉及数据

的安全问题，所以在云控制系统中引入边缘控制

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

提高复杂智能系统的实时性和可用性。下面对云网

边端协同云控制技术要点与研究进展进行整理。

云控制平台包括数据交互、云存储、容器化云

控制平台、算法库以及数字孪生等模块。数据交互

模块与边缘、终端建立连接，将终端、边缘的数据

储存在云端形成云存储，云存储通过网络集合各种

不同类型的存储设备，通过存储虚拟化、Ｃｅｐｈ、
Ｋａｆｋａ、ＨＢａｓｅ、Ｒｅｄｉｓ等分布式数据存储系统及其他
技术，将物理存储资源整合形成统一的云存储资源

池，提供数据存储与访问服务；容器化云控制平台

负责创建控制任务云工作流容器，其中涉及的优

化、管理、调度和控制等算法被集成为算法库；数

字孪生模块可拉取传感器数据并进行滤波与数据融

合处理，产生被控对象的数字孪生模型，对模型和

数据进行更新，调取算法镜像，驱动数字孪生模型

在容器中模拟运行、演判态势，得到优化管控方

案，再将控制调度指令、数据、模型下发至边缘控

制系统及终端设备。

网络传输层是整体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云端

与边缘、边缘与终端设备通过ＷｉＦｉ、５Ｇ、缆线等多
种灵活的方式连接，与 ＴＣＰ、ＵＤＰ等协议共同组成
网络互连、数据互通体系，作为云控制系统各层深

度互联的基础。在网络传输层，一些工作针对不同

场景的通信问题进行研究。ＲＥＩＨＥＲ等［８６］针对自

动驾驶车辆与外部服务器、智能基础设施及其他车

辆间的通信问题，提出了一种通信接口，通过消息

队列遥测传输（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ｅｕｉｎｇ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ＱＴＴ）协议来连接多个机器人操作系统（ｒｏｂｏ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ＲＯＳ）代理。ＨＥ等［８７］针对路测设备

与车辆协同感知的通信问题，提出了一个支持蜂窝

车联网（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ｏ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ＣＶ２Ｘ）的协
同自动驾驶框架并搭建平台进行验证。ＧＵ等［８８］针

对云机器人场景，利用５Ｇ通信技术，将机器人的
导航模块卸载到移动边缘服务器，并通过实验验证

机器人避障性能。在云控制机器人平台实现方面，

ＷＡＮＧ等［８９］基于云控制架构，设计了一套水面机

器人编队的远程监控与控制系统，利用 ＲＯＳ系统
开发了一系列软件接口，实现云端与机器人编队通

信，完成任务规划与控制、状态监控、数据采集与

可视化等功能。

边缘控制层主要利用边缘计算资源，边缘计算

主要应用于实时数据分析，支持低时延、位置感

知、高移动性的应用服务，但边缘计算单元可能没

有充足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来满足海量数据的计

算和存储，服务的质量与可靠性会受到影响。所以

边缘与云控制相互协同，可有效地提高系统性

能［９０－９２］。那么云边资源的管理成为问题，在云上

利用 Ｄｏｃｋｅｒ和 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进行管理是现在较为主
流的管理方式［９３］，在边缘的管理上，由华为云开源

的ＫｕｂｅＥｄｇｅ是将 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应用至边缘的解决方
案之一［９１］。ＫｕｂｅＥｄｇｅ对 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模块化精简解
耦，降低最低运行内存，将容器化应用编排和管理

功能扩展到边缘端设备。云边协同方式主要分为两

种情况：

１）当终端设备产生数据或任务请求后，将数
据上传至边缘控制系统，计算量较大、复杂度较高

的计算任务将由边缘控制系统迁移至云控制平台。

云控制平台采用控制即服务（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ａＳ）的服务化软件架构，利用容器技术形成一个
可动态配置、获取计算资源与数据的镜像池，只需

拉取镜像便可实例化执行云工作流控制任务；由边

缘控制系统向下将计算结果传输至终端设备。

２）若由云端下发命令，边缘控制系统在边缘
服务器中申请资源执行边缘计算任务，终端设备保

持自稳运转，接收到上层指令后执行动作完成边缘

控制，提高被控系统整体管控的实时性和可用性。

云端任务与资源匹配技术与边缘控制技术配合，通

过合理分工，信息、控制指令和应用镜像的传输，

共同协作，优化系统整体运行。

基于云边协同架构，ＳＡＳＡＫＩ等［９４］针对网络延

迟问题，提出了基于基础设施的车辆控制系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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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车辆控制器在云、边服务器之间的自动切换，平

衡计算负载，减少延迟对行驶稳定性的影响。

ＫＡＮＥＫＯ等［９５］提出了一种多接入边缘计算与 ５Ｇ
网络集成的的云边计算机制，降低网络延迟对工业

控制系统稳定性的影响。ＳＣＨＡＦＨＡＬＴＥＲ等［９６］设

计了一种综合利用云计算与车载算力的协同系统，

用于提高自动驾驶决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基于云

边计算资源不同进行任务分工，ＺＨＡＮＧ等［９７］提出

了一种云边协同的配电网调节与运行控制架构，云

端建立多目标优化模型，并给出最优解决方案，边

缘通过模型预测控制调节发电与存储功率，提高经

济性；ＨＥ等［９８］设计了一种云边协同故障诊断方

案，在云中利用深度学习将两个网络相互训练，

“大网络”用于提升“小网络”的诊断准确性与泛化

能力，将“小网络”迁移至边缘，提高诊断鲁棒性和

准确性；ＬＩ等［９９］设计了一种云边协同模型预测控

制方法，云端部署非线性控制器，边缘部署简化的

线性控制器，并且设计一种基于切换的融合策略，

有效提高控制性能。

终端设备具有基础控制器，保证在离线状况下

基础功能的安全稳定运行，一般具备多传感器，能

够利用多传感数据融合形成一定的感知能力，并利

用网络将原始或预处理后的数据上传至边缘控制系

统，同时接受上层的控制指令。终端设备层对于控

制系统架构的演变需求可从两个方面考虑：从传感

器获取数据的角度分析，终端设备的功能更加丰

富，出现了智能制造工厂、车路云协同智能交通系

统、天空地多运动体系统等，这些系统都具有规模

庞大、采集数据量大的特点，对信息传输的需求更

高，更难保证实时控制［１２，１４－１５，１７］。另一方面，从

执行器的角度分析，执行机构的效率提升成为趋

势，例如：在车辆领域，线控技术让控制信号可通

过电路传输至末端执行机构，提升了执行器的响应

速率及动态执行效率［１００］。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在多个领域有着广泛

的应用，例如车辆交通、智能制造和工业生产等。

在车辆交通行业，李克强院士团队［１０１－１０３］总结了智

能网联汽车架构，将“车、路、云、网、图”融为一

体，划分中心云、区域云、边缘云三层云控制平台，

将部分感知、计算功能由车辆本地迁移至路侧设施

与云端，开发了基于边缘云的融合感知与协同决策

控制等技术，提升道路交通系统的效率与安全，并

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研究［１０４－１０５］。２０２４年１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共五部委联合开展智能网联汽车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推动智能化路侧基

础设施和云控基础平台建设，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系

统架构设计和多种场景应用［１０６］。结合上述研究与

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总结车路云网融合系统

如图５所示，其由智能网联汽车、路侧基础设施、
云控制平台、通信网络与地图、交管等资源组成。

车、路、云之间由蜂窝车联网（ＣＶ２Ｘ）等通信技术
形成互联，部分感知、计算功能部署于边缘路侧设

备，形成融合感知，并规划行驶轨迹，云控制平台

进行高效计算调度，实现全局性能优化。此架构可

有效解决道路交通运行环境中存在的常见问题，也

是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应用的关键。在智能制

造方向，王耀南院士团队［１０７］提出将机器人感知控

制技术应用于智能制造，设计“云－边－端”架构的
机器人制造系统，以实现网络化、智能化、柔性化

生产。在工业生产领域，柴天佑院士团队针对氧化

铝生产［１０８］、电熔镁铝［１０９］、选矿［１１０］等问题，提出

了端边云协同控制架构，基于物理实体与数字孪生

模型的相互映射，实现过程控制系统的安全、可靠

运行。ＫＡＮＥＫＯ［１１１］设计了一个工业容错云控制系
统，用于应对网络故障和控制器故障风险。

图５　车路云网融合系统
Ｆｉｇ．５　Ｔｈ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ｏａｄｃｌｏｕ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４　未来展望

云控制系统的发展研究逐渐深入，云网边端协

同云控制架构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

研究保证性能、安全等指标。这里，将已展开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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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归纳整理，讨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１）云控制系统结合控制、计算、通信的联合建
模与研究

控制系统设计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合理的模型，

云控制系统结合先进控制算法、云计算与网络通

信，各部分相互协同形成控制闭环，但难以对通信

时延等不确定因素进行建模，未来可构建控制、云

计算、通信与物理对象的综合模型，分析时延、丢

包、舍入误差、系统中各模块频率不一致等引起的

不确定性，并结合控制系统理论与方法，确保云控

制系统稳定性及满足其他多种性能指标。

２）动态云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单个或多个固定计算集群，可构成算力资

源充足的静态云（ｓｔａｔｉｃｃｌｏｕｄ），如数据中心和智算
中心等，其具备数据和计算密集型复杂任务高效处

理能力。然而，在航天航空、远洋渔业、环境能源

等民用领域，以及战场侦查、远程打击、通信中继

等军事应用，传统静态云难以满足多维度、全要

素、跨域协同任务复杂需求。鉴此，基于动态的计

算、存储、网络等资源的运动计算节点集群，通过

动态资源虚拟化，实现态势感知、决策、优化调度、

信息共享、交互协作，形成拓扑结构变化的动态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ｌｏｕｄ）及其云控制系统，成为关键技术体
系及重要解决方案。在天空地海一体化跨域协同系

统中，以动态云及其云控制系统为核心，通过信息

共享与融合、行为交互与协调、任务协同与合作实

现功能互补、能效倍增，提升面对复杂任务和使命

的应对能力。动态云集群管理方面，出现了资源弹

性管理、服务请求的自适应调配、多维异构的网络

接入问题；感知方面，如何通过信息融合获得更广

的探测范围、更高的探测精度，形成动态环境下的

协同感知问题；控制方面，结合云网边端协同云控

制架构，如何利用分布式控制算法实现协同控制，

这些都是困难且重要的研究方向。

３）基于工作流的云控制系统研究
与仅使用单计算节点来解决云服务器上的计算

任务不同，基于云的控制方案需要根据云边计算模

式和云的多计算节点特性进行定制，目前缺乏更多

控制方法的云控制器设计工作。未来，可针对更多

控制领域先进算法，将集中式的控制算法分解为工

作流，并提出相应的并行分布式计算方案，以充分

利用云计算的潜力；将控制算法引入云工作流后存

在新的不确定性，如容器节点偶发崩溃、云工作流

执行结果误差等，如何估计这些不确定性的大小，

设计合适的云网边端协同机制进行精准安全的控

制，并在理论上保证收敛性与稳定性，这些是潜在

的研究方向。

４）云控制系统与资源调度的联合设计
在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架构中，云平台、边缘

设备、终端设备在系统中形成闭环，云工作流提升

了云控制系统计算效率，如何精细化调度云资源、

云工作流，实现云控制与云工作流调度的联合设

计，根据控制需求设定云工作流截止时间约束，同

时为控制算法设置约束条件与参数，进一步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是一类很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

课题。

５）云控制系统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
云控制系统将控制器迁移至云，现有的隐私保

护与安全防护策略还存在不足：加密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缺乏系统分析；加密、解密过程需要较大的计

算工作量和通信开销，不适合实时控制；除针对网

络的ＤｏＳ攻击外，缺乏对控制信号、传感信号攻击
的相关研究。因此，需要更多综合控制、通信和云

计算的研究，从理论与实验研究加密对具体控制对

象的性能影响，利用工作流或其他有效方法提高加

密解密效率，针对具体的感知、通信信号及云边计

算平台展开攻防对抗研究，开发更高效、更实时的

隐私保护与安全防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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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４８５５０／ａｒＸｉｖ．２００８．１２６７１．
［７８］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ＵＡＢ，ＴＳＩＡＭＩＳＡ，ＰＡＰＰＡＳＧＪ．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ｌａｓｓｏｆｏｒｓｐａｒｓｅｄａｔａ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６０ｔｈＩＥＥ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２１：４９０１－４９０６．
［７９］ＬＩＱＷ，ＧＡＯＲＺ，ＸＩＡＹＱ．Ｅｎｃｒｙｐｔｅｄ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２

－０６）［２０２４－０４－１９］．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４８５５０／ａｒＸｉｖ．２３０１．００３２２．
［８０］ＹＵＡＮＹ，ＹＵＡＮＨ，ＧＵＯＬ，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ｏＳａｔｔａｃｋｓ：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ｇａｍ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５）：１７８６－１７９４．
［８１］ＹＵＡＮＨ，ＸＩＡＹ．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ｃｙｂｅ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ＤｏＳａｔｔａｃｋｏｖｅｒａ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４５４－４５５：３１２－３２７．
［８２］ＹＵＡＮＨ，ＸＩＡＹ，ＬＩＮＭ，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ｉｃ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ｕｎｄｅｒｊａｍｍ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ｋ

［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０，５０（１）：１１１－１２２．
［８３］ＹＵＡＮＨ，ＸＩＡＹ，ＺＨ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ｇａｍｅｂａｓｅ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ｒｅａｔｓｏｎｃｌｏｕ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６（３）：１５７１－１５８０．
［８４］ＹＡＮＧＨ，ＪＵＳ，ＸＩＡ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ｕ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ｑｕａｎｔｉｚ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ＤｏＳａｔ

ｔａｃ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ｎ，ａｎｄ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１，５１（２）：１３４５－１３５３．
［８５］ＣＨＥＮＪ，ＦＥＮＧＺ，ＷＥＮＪＹ，ｅｔａｌ．Ａ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ｂａｓｅｄＤｏＳａｔｔａｃｋ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ＵＡＶ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２０１９Ｄｅｓｉｇ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９：１２２２－１２２７．
［８６］ＲＥＩＨＥＲＬ，ＬＡＭＰＥＢ，ＷＯＯＰＥＮＴ，ｅｔａｌ．Ｅｎａｂｌｉｎｇ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ｏｖｅｌＭＱＴＴ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ｅｖａｌｕ

ａｔｅｄｉｎａ５Ｇ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ｄｇｅｃｌｏｕｄｌｉｄａｒｏｂｊｅｃ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２０２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２２：１－９．

［８７］ＨＥＹ，ＷＵＢ，ＤＯＮＧＺ，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ＣＶ２Ｘｅｎａｂｌｅ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ｄｒｉｖｉｎｇ［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ｅｈｉｃｕｌａ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７２（１２）：１５４５０－１５４６２．

［８８］ＧＵＳ，ＫＡＮＧＳ，ＪＥＯＮＧＷ，ｅ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ｕｄ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５ＧＭＥＣ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ｂｏｔｅｎｇｉｎ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ｏｒｅａＲｏｂｏ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２，１７：１１８－１２３．

［８９］ＷＡＮＧＺ，ＹＡＮＧＳ，ＸＩ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Ｃｌｏｕｄｂａｓｅ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ＵＳＶｆｌｅｅｔ：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Ｊ／Ｏ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２１［２０２３－０６－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ｉｉ／Ｓ０９６７０６６１２０３０２２７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ｎｅｎｇｐｒａｃ．２０２０．１０４６５７．

［９０］ＡＢＤＵＬＭＡ，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Ｐ，ＳＰＥＮＣＥＩ，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ｂａｓｅｄｃｌｏｕｄｔｏｆｏｇｏｆｆ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１２ｔｈ
ＩＥＥＥ／ＡＣ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Ｕ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ＡＣＭ，２０１９：１５１－１５６．

［９１］ＸＩＯＮＧＹ，ＳＵＮＹ，ＸＩＮＧＬ，ｅｔａｌ．Ｅｘｔｅｎｄｃｌｏｕｄｔｏ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ＫｕｂｅＥｄｇｅ［Ｃ］／／２０１８ＩＥＥＥ／ＡＣＭ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８：３７３－３７７．

［９２］ＨＡＪＡＤ，ＳＺＡＬＡＹＭ，ＳＯＮＫＯＬＹＢ，ｅｔａｌ．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ｄｇｅ［Ｃ］／／ＡＣＭＳＩＧＣＯＭＭ２０１９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Ｄｅｍｏ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ＡＣＭ，２０１９：１３６－１３７．

［９３］ＳＨＡＨＪ，ＤＵＢＡＲＩＡ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ｃｌｏｕｄｓ：Ｕｓｉｎｇｄｏｃｋｅｒ，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Ｇｏｏｇｌｅｃｌｏｕｄ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９ｔｈＩＥＥＥ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ａｎ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９：１８４－１８９．

［９４］ＳＡＳＡＫＩＫ，ＳＵＺＵＫＩＮ，ＭＡＫＩＤＯＳ，ｅｔ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ｏｕｄ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Ｃ］／／
５５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６：１１２２－１１２７．

［９５］ＫＡＮＥＫＯＹ，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Ｙ，ＭＯＮＭＡＮ，ｅｔａｌ．Ａｍｉｃｒ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ａｎｄ
ＭＥＣ［Ｃ］／／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ＤＧ．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２０：１８－３２．

［９６］ＳＣＨＡＦＨＡＬＴＥＲＰ，ＫＡＬＲＡＳ，ＸＵＬ，ｅｔａｌ．Ｌｅｖｅｒａｇｉｎｇ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ｏｍａｋ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ｓａｆｅｒ［Ｃ］／／２０２３ＩＥＥＥ／
Ｒ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Ｒｏｂｏ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ｉｓｃａｔａｗａｙ，ＵＳＡ：ＩＥＥＥ，２０２３：５５５９－５５６６．

［９７］ＺＨＡＮＧＺ，ＺＨＡＮＧＹ，ＹＵＥＤ，ｅ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ｒｉｖｅ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
ｃｌｏｕｄｅｄｇ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２，１８（３）：１７４６－１７５７．

［９８］ＨＥＺ，ＬＩＡＮＧＤ，ＹＡＮＧＹ．Ｆａｕｌ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ｃｈｅ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ｒｏｔａ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Ａｄｅｅｐｍｕｔｕ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ｗｉｔｈ
ｃｌｏｕｄｅｄｇｅｅ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Ｉ：ＥｘｐｒｅｓｓＢｒｉｅｆｓ，２０２３，７０（８）：３２０９－３２１３．

５８２３期 夏元清，等：云网边端协同云控制研究进展及挑战



［９９］ＬＩＮ，ＺＨＡＮＧＫ，ＬＩＺ，ｅｔａｌ．Ｃｌｏｕ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ｆｉｎｉｔ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ｓ［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２３，６８（９）：５２８７－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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