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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ARM的通用飞行器控制系统设计

摘　要：在飞行器小型化的发展趋势下，根据飞行器对飞控系统的功能任务要求，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ARM的通用飞行器

控制系统设计方法。文中采用双ARM为核心控制计算机，以CPLD为辅助控制器件形成了核心计算机的双余度配置，提高了系

统的运算速度和精度，同时提高了系统在故障状态下的可靠性。为满足系统软件实时性和稳定性要求，移植了RT-Linux嵌

入式操作系统，并根据功能要求定制了任务调度程序。最后，通过半物理系统仿真试验，验证了系统设计的正确性和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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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控制系统负责飞行器的状态数据采集及处理、解算

导航任务、控制飞行器按任务规划自主飞行等，是飞行器的核

心系统，而控制计算机控制系统中是运行各种任务逻辑、算法

的核心部分。现代航空技术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飞行器的小型

化，小型化使得飞行控制系统向着多功能、高精度、可复用的

方向发展。高精度要求控制系统的精度高、稳定性好，能够适

应复杂的外界环境，因此，控制算法比较复杂、计算速度快、精

度高；小型化则对控制系统的重量和体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控制系统的性能越高越好，体积越小越好。此外，飞行控

制系统还要具有实时性、可靠性、低成本和低功耗的特点。

本文设计了一种ARM处理器与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

（CPLD）相结合的飞控计算机，充分利用ARM的高性能处理

能力和CPLD的定制集成电路（ASCI）定制电路设计能力，同

时兼顾功耗、成本、设计周期等因素。

1 飞行控制系统总体设计
飞行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有：（1）采集飞行状态；（2）运

行控制算法控制飞行器按要求飞行；（3）生成控制信号送至

执行机构输出[1]。飞控系统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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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控系统软硬件平台还应具备以下要求：（1）飞控系统

硬件平台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2）飞控系统软件应具有

高可靠性，实时性以及易扩展性。

 

2 硬件设计
根据飞控系统的功能要求设计基于ARM的硬件平台，

辅以CPLD进行外围接口的扩展。为了提高系统稳定性，飞

控计算机采用了主备双余度的配置，CPLD负责外围数据采

集以及控制信号输出至执行机构[2]，如图2所示。

2.1 ARM飞控计算机

主备处理器（CPU1/CPU2）均使用飞思卡尔的Vybrid 

6X系列处理器，该处理器集成了一个ARM7 cortex A5内核

和cortex M4内核，双核的频率分别为500MHz和160MHz，

图1　飞控系统原理图

Fig.1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flight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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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核支持双精度运算，M4核支持单精度运算，且A5核的整

数运算性能达到了1.57DMIPS/MHz。

为了应对不可预知的共模故障，提升可靠性，使其尽可

能接近于真正双余度的水平，在保证一定的设计复杂度和

难度的同时，主备处理器需要尽可能差异化设计，硬件上的

差异化体现为：

（1）主备处理器使用不同Vybirid 6x系列中不同型号的

芯片MVF61NN151CMK50和MVF61NS151CMK50，其差异

在于MVF61NS151CMK50内置了安全模块；

（2）主备处理器的工作时钟来源于不同物理特性的时

钟源。

2.2 时钟和复位

由上节对双余度的要求，系统时钟需要进行差异化设计，

所以主备CPU和CPLD时钟均选择不同时钟源，如图3所示。

图2　硬件结构框图

Fig.2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hardwar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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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时钟系统框图

Fig.3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clock system

主板的全局复位由上电复位芯片TPS3838来实现。CPU

在上电时，需要外部复位信号来保证CPU上电加载时，CPU

外设（时钟、双倍速率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DDR和FLASH）

已经处于工作状态，否则就会导致CPU加载失败。CPLD在

内核电1.8V上升到1.5V时，进入自加载，在0.5ms内加载完

毕，进入用户工作模式，系统上电顺序如图4所示。

图4　复位电压及时序

Fig.4　Reset voltage and tim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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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备控制器切换控制

在双CPU加CPLD的架构下，双余度的切换控制可以有

多种实现方式：

（1）CPU1和CPU2通过串口实现互相的状态监测。CPU

通过串口互相发送状态信息，一旦检测到状态异常，就发送

PWM以及串口切换信号，同时尝试复位异常的CPU。这种方

式的切换时间完全依赖于软件响应，因此切换时间长，同时

这种方式需要占用较多的主备CPU资源，但硬件设计简单。

（2）CPU1和CPU2通过互相发送看门狗信号来实现状

态监测。这种方法也需要占用较多主备CPU资源。

（3）由CPLD实现看门狗的功能，CPLD根据主备CPU输

出的脉冲，判断主备CPU的工作状态，可以实现实时切换。

主备CPU只需要输出脉冲，因此相比于以上两种方法，资源

占用最小。

本文采用（1），（3）两种方式进行余度切换，确保在故障

状态下，主备计算机能够完成切换，切换控制如图5所示。 

2.4 串口控制

串口控制中设计主备CPU都能同时接收所有外部设备

的串口数据，并且只有当前正在工作的CPU才能给外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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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RT-Linux。相比较而言，RT-Linux有以下优点：（1）内核

精简，稳定性和性能非常高，支持多用户多任务；（2）可执行

性好，采用IEEE POSIX 1标准编写；（3）几乎支持所有主流

芯片，开发和使用十分容易；（4）可靠性和系统安全性高，采

用多种安全防护措施；（5）具备常用嵌入式芯片的驱动集，支

持大量的周边硬件设备；（6）源码开放，有广大软件开发者支

持，有丰富的软件资源，同时极具价格优势。

本文在上述飞行控制器硬件平台上，移植RT-Linux操

作系统，并对Linux内核作裁剪，对内核加上Xenomai补丁，

使得操作系统运行在双内核下，多了一个强实时的微内核，

能满足飞控的实时性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飞行控制器软

件设计。飞行控制器软件主要由硬件接口驱动、导航控制程

序、姿态控制程序组成。

3.1 接口驱动

串口驱动：本文的串口驱动，没有采用Linux内核里自

带的串口驱动程序，而是通过内存映射以及内核函数直接

对CPU内部UART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从而实现了高效的

串口数据读取操作。串口数据根据实时性要求分别采用查

询模式和终端模式读取。

CPLD驱动设计：飞控CPU与CPLD的通信除了采用串

口之外，还有部分通过SPI通信方式，驱动程序的实现也是通

过内核函数对SPI寄存器读写赋值操作，从而实现数据的读

写。CPLD为自定义的硬件模块，其通信的数据格式也是自

己定义的，CPLD内部通讯数据位为32位，定义前二位为路

数控制地址信号。

3.2 应用软件

主飞控计算机中的机载软件系统需要在实时操作系统

环境中进行。我们在RTLinux环境下，采用多线程结构，对机

载软件系统进行了设计。机载软件系统框图如图8所示。

主飞控计算机中软件分为非定时线程和定时线程。非

定时线程是通过中断信号唤醒子线程，完成相应的功能；定

时线程是通过定时器中断，每隔固定时间唤醒子线程，完成

相应功能。

备飞控计算机功能与主飞控计算机完全相同，采用不

同的编程方式，避免结构性故障。同时备飞控计算机控制模

式为应急飞行控制，及在主飞控计算机故障状态下，飞行器

退出正常工作模式，进入应急模式等待主飞控计算机重启

或地面指令进入其他工作模式。

4 仿真测试
飞控系统设计完成后，为了验证其软硬件的可行性和

备发送数据，如果两个CPU都正常，则主CPU优先。为了兼

容某些设备的TTL电平（GPS/IMU），预留了0Ω电阻。串口

控制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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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PWM模块

以PWM信号作为输入量的执行机构种类很多，如飞

机的舵机、卫星的推力器等都用PWM信号作为控制信号的

输入，所以本文用CPLD设计了6路PWM采集和10路输出模

块，为可能用到的执行机构控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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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设计
飞控系统软件程序复杂，信息量大，对实时性和稳定性

要求高，采用单任务顺序机制的编程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飞行

控制系统的要求，因此，飞控系统软件应采用实时嵌入式操作

系统。目前，常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主要有VxWorks，μ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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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本文针对航空航天飞行器飞控系统硬件设计难这一实

际情况，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ARM的双余度通用飞行器飞

控系统硬件设计方法，该硬件系统具有结构紧凑、多串口通

信可靠、接口灵活等特点。通过半物理闭环仿真试验初步验

证了该硬件系统设计框架的可行性、可靠性。文中提出的硬

件系统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可移植性，具有较高的工程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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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飞控软件原理图

Fig.8　Software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of flight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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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通过Can总线从模型仿真机得到直升机当前位置与姿

态信息，同时从大气及故障模拟计算机得到当前直升机故

障状态，通过控制律计算直升机操纵量反馈给模型仿真机；

大气环境及故障模拟计算机内部模拟预设大气环境及直升

机故障状态，实时通过Can总线发送到模型仿真机与飞控计

算机。基于该半物理仿真环境，即可对飞控系统进行全面的

软硬件测试，确保飞行试验前排除所有软硬件故障机问题。

图10中为直升机多航点飞行的仿真结果，仿真过程设

置了12个航迹点，控制直升机按航点进行自主飞行。从仿真

结果可以看出，无人直升机飞控系统能够正确运行控制律，

使直升机按航线飞行。仿真结果初步验证了飞控系统软硬

件设计的可行性、可靠性 [6]。

可靠性，需要在地面对其进行可靠性验证以及控制律的正

确性验证，也就是要开发一个综合的闭环测试系统[3]。本文

以无人直升机飞控为例构建的测试系统，主要包括如下部

分：模型仿真计算机，大气环境及飞机故障模拟计算机，飞

控计算机，地面站[4，5]。各部分之间通过Can总线连接，仿真

系统框图，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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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9　Simul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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