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 装 工 程 第 41卷  第 3期 

·194·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年 2月  

                            

收稿日期：2019-07-21 

作者简介：任工昌（1962—），男，硕士，陕西科技大学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创新理论。 

基于 ROS的冷链配送机器人设计 

任工昌，胡小龙，刘朋，吴梦珂 
（陕西科技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西安 710021） 

摘要：目的 针对我国日益增长的冷链配送需求，解决短途冷链运输过程中“断链”的问题。方法 设计一

种采用拖车式结构的冷链配送机器人，同时基于 ROS（Robot Operating System）设计了冷链配送机器人

的控制系统。控制系统的下位机使用 STM32 控制器，实现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上位机使用 Mini PC 为

核心，对算法中的回环检测方法进行改进。结果 该机器人能够实现随时自动更换配送拖车及取物的功

能，并实现了机器人的建图及导航功能。结论 实验表明，该冷链配送机器人在长廊等相似特征值较多

的环境中的导航避障较为及时准确，达到了实用要求，可实现短途冷链配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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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Medical Distribution Robot Based on Robot Operating System 

REN Gong-chang, HU Xiao-long, LIU Peng, WU Meng-ke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broken chain'' in the short-distance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pro-

cess in response to China's growing demand for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A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robot with a trailer 

structure was designed. At the same time, a control system of the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robot was designed based on the 

Robot Operating System. The STM32 controller was used to the lower computer of the control system to realize the mo-

tion control of the robot. The Mini PC was used as the core of the upper computer to improve the loop detection method in 

the algorithm. The robot could automatically change the function of the delivery trailer and the object at any time, and re-

alize the mapping and navigation functions of the robot.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robot is timely 

and accurate in the environment with similar feature values such as the promenade. It meet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can realize the short-distance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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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冷链物流作为

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受到各企业的关注。冷链物

流主要实现乳制品、时令果蔬等生鲜品 [1]及特殊药  

品[2]的物流运输。实际上，多数产品现在仅仅在仓库

存放期间实现了冷藏，但短途或短时间的运输过程仍

是在常温环境下进行，产品的鲜度及品质难以保    

证[3]，尤其是在室内环境中的冷链物流往往得不到重

视。随着中国工业 4.0的来临，机器人开始参与冷链

技术，而智能冷链运输[4]也是行业内的前沿热词。冷

链配送机器人可作为智能冷链物流的一个重要环节，

实现短途的冷链运输。国内对于冷链配送的需求如此

之大，但目前出于成本原因，仅有少数几家公司有针

对医院特殊药品的冷链配送，其他方面仍十分短缺。 

冷链配送机器人是以移动机器人为基础，为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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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运输而开发的一种物流机器人，可代替工作人员

完成配送任务。冷链配送机器人的关键在其车体及箱

体结构、控制系统等方面。冷链配送任务繁重，采用

单车体结构的机器人配送量较小，同时冷链配送机器

人的成本较高，而采用可更换的拖车式结构可一次性

配送更多物品，效率更高[5]，且可实现一车多用的功

能。采用 ROS 作为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可实现机器

人的多次实验及开发。文中以自主搭建的通用机器人

底盘为基础，对采用离轴式拖车的冷链配送机器人的

关键结构及基于 ROS 的控制系统进行设计，并对定

位算法进行优化，最终实现机器人的自主避障、定位

导航等功能，可完成机器人冷链配送、一车多用及自

动取物的功能。 

1  冷链配送机器人结构及硬件设计 

采用拖车式的机器人结构，其结构可分为牵引车

头及拖车部分。 

1.1  冷链配送机器人拖车结构设计 

针对拖车部分的结构，主要依据机器人更换配送

拖车及安全取物、配送的功能进行设计。为实现冷链

配送机器人更换拖车的功能，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拖

车自动连接结构，可在通用机器人底盘实现，见图

1a。该结构可实现冷链配送机器人在配送任务繁重的

情况下更换拖车的功能，且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实

现一机多车的功能。 

该结构主要由机架、摇杆-滑块机构、电磁装置

和拖车连接杆组成，并以拖车连接杆的相对位置分为

退出和连接 2种状态，见图 1b和 c。在退出状态下，

摇杆-滑块机构作为锁止装置将固定装置锁止，同时，

电磁装置处于断电状态，该结构处于静态。在退出状

态改变为连接状态时，拖车连接杆直接推动摇杆-滑

块机构动作，使固定装置处于自由状态，在弹簧力及

自身重力作用下移动，到达位置后和机架同时对连接

杆起固定作用，完成状态改变；此过程中该结构处于

动态。在连接状态下，该结构处于静态。在连接状态

改变为退出状态时，电磁装置处于通电状态，因而产

生电磁力作用于铁芯，带动固定装置发生位移，此时，

连接杆被释放为自由状态；连接杆退出后，摇杆-滑

块机构被释放，在弹簧力作用下回程，重新将固定装

置锁止；电磁装置变为断电状态，即完成状态改变，

此过程中该结构为动态。 

为实现冷链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取物及配送功能，

设计了一种带机械臂的配送机器人的车厢存储结构，

见图 2。 

该结构采用全封闭的结构，内设有温度控制系

统，采用单独的电路支持。将配送物品装入标准储

物箱后采用机械臂装车、人工取物的方式，保证运

送物品的安全。设置了平行分布的单层货架，且每

层货架设置有存放若干个标准储物箱的存储柜，每

个存放标准储物箱的存储柜均设有车厢取货门，每

层的隔板可以自动翻转或上下移动，简化了自主配

送机器人用机械臂存放物品的运动轨迹，提高了其

自动化程度。 

以所设计的拖车连接结构和车厢结构为基础，拖

车式机器人的总体硬件连接结构见图 3。 

1.2  冷链配送机器人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 

使用自主搭建的通用机器人底盘为基础，实现机

器人控制系统硬件的设计。其硬件连接见图 4。 

为实现远程控制的需要，系统采用上下位机的结

构。上位机由主 PC、无线路由器和车载 PC组成，主

PC 和车载 PC 可通过无线路由器建立的局域网实现

数据的互传。下位机以 STM32 单片机为核心，通过

电机驱动模块实现对 2 个差速驱动轮的实时控制；2

个驱动轮分别带有二进制光电编码器，可将运动数据

反馈至单片机中，实现对驱动轮的闭环控制。上位机

与下位机之间采用串口通信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双向

传递。机械臂位于车厢后端，设置有专用控制器，与

车载 PC通过蓝牙连接，从而实现机器人自主取物的

控制。 
 

 

图 1  拖车连接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raile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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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车厢存储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cabin storage  

 

 

图 3  冷链配送机器人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robot 

 

图 4  控制系统硬件连接 
Fig.4 Hardware connection of control system  

 
激光雷达采用 RPLIDAR A2雷达，它基于三角测

距系统，可对周围环境扫描测距检测，产生所在空间

的平面点云地图信息 [6]，从而获得周围环境的轮廓

图。该设备与车载 PC直接连接，将扫描数据直接发

送至上位机处理。 

2  冷链配送机器人软件系统设计 

软件系统也采用上下位机的结构。在上位机中，

主机和 Mini PC均搭载 Ubuntu系统，并安装了对应

版本的 ROS 系统，两者之间采用 ssh 登录方式实现

通信；在下位机中，STM32 采用串口通信方式实现与

上位机的数据互传，并通过 PID 算法实现对电机的实

时控制；车厢专用控制器仍以 STM32为核心，与上位

机通过蓝牙连接，同时，也是车厢温度控制系统的核心。 

2.1  下位机软件部分设计 

下位机软件主要包括 2个功能模块：电机控制部
分，主要控制电机的启停，并通过增量式 PID控制算
法实现电机速度的无级调节，对两轮的运动误差适当
调节；上下位机通信部分，实现向上位机反馈当前运
动数据和接受上位机速度指令的功能，见图 5。 

 

图 5  下位机的运动控制 
Fig.5 Motion control of lower computer 

 

对上位机发送当前运动数据需要将两驱动轮反
馈的编码器数据进行计算，得到移动机器人控制点在
当前位置的线速度及角速度信息（即里程计信息），
再通过串口发送至上位机；接收上位机发送的速度指
令需要将接收到的速度指令进行解算，并通过 PID算
法计算得到控制电机速度的 PWM数据。 

车厢的下位机软件包括 3个功能模块：机械臂舵
机的控制部分，通过 PWM控制舵机的运动实现；上
下位机通信部分，实现数据的互传；车厢温度控制部
分，可实现车厢的恒温控制。 

2.2  上位机软件部分设计 

上位机软件采用基于分布式处理框架的 ROS 系

统，主要包括 3个功能模块：采用相应的传感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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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处理；机器人的建图功能，采用

基于图优化方法的 Cartographer实现；机器人的导航

功能，采用 move_base及 amcl功能包实现。 

2.2.1  传感器信息的采集与处理 

通用机器人底盘的传感器信息主要由里程计数

据和激光雷达数据构成。其中，里程计数据即移动机

器人的线速度和角速度，主要依赖下位机中的编码器

来获取；激光雷达数据即当前时刻下周围环境的二维

扫描数据，依赖 RPLADAR来获取。对里程计信息和

激光雷达信息进行坐标转换可完成机器人的位姿估计，

并在帧间匹配过程中对累计误差进行修正；物品的自动

抓取主要依靠深度摄像头来实现信息获取，它可以将物

品的深度信息即离目标的距离直接计算出来。 

2.2.2  长廊环境下建图功能的实现 

机器人的建图功能主要依靠基于图优化方法 [7]

的 Cartographer[8]功能包实现。Cartographer功能包作

为谷歌发布的开源建图算法包，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

及应用。其设计目标是实现低计算资源消耗、实时优

化，但不追求高精度，因而满足冷链配送等服务机器

人行业的实用要求。Cartographer将 SLAM分为局部

SLAM即前端，和全局 SLAM即后端[9]，见图 9。在

局部 SLAM中，Cartographer引入了子地图的概念，

将一定数量的扫描数据构成子地图，并根据已有传感

器数据估计出当前扫描数据在子图中的最佳位置，并

将其插入，以此不断更新，构成完整的子地图。由于

随时间推移，子地图之间的累计误差增大，因此在全

局 SLAM中，Cartographer使用回环检测优化各子图

的位姿以消除累计误差，并在扫描匹配过程中采用了 

分枝定界法，加快匹配速度；最后利用 SPA（Sparse 

Pose Adjustment）[10]完成全局的位姿图优化。 

在实际建图过程中，室内存在如长廊等相似特征

值较多的环境，从而导致最终回环检测添加的约束不

正确，影响建图效果，因此，提出一种基于里程计数

据的回环检测方法，即在进行回环检测时考虑到里程

计数据的匹配，可有效减少扫描匹配过程中对相似特

征的识别匹配问题。 

  2

,

1
arg min , ; ,

2
m s
i j ij ij

m s ij

E    
 

        (1) 

式中：ξi
m表示子地图位姿；ξj

s表示扫描位姿；∑ij

表示子地图与扫描的相对位姿；ξij表示相关协方差矩

阵；E 表示约束残差；ρ 表示损失函数。在回环检测

过程中加入里程计数据的匹配系数 β，里程计数据越

匹配，系数越接近于 1，则添加的回环约束正确；反

之，越接近于 0，则添加的约束不正确。但在实际实

验中，里程计数据不可能完全匹配，故取匹配系数

β>0.8以上就可以判断为里程计匹配。 

该算法在原有算法中加入了一个变量，但计算复
杂度仍未改变，建图时闭环检测可通过实验与原有算
法对比。 

2.2.3  长廊环境下导航及配送功能的实现 

机器人的导航功能需要分别实现路径规划及定
位功能。其中，路径规划通过 move_base功能包实现，
具体可分为全局路径规划和局部路径规划[11]。 

全局路径规划是在已有地图中根据起始点及目

标点计算出全局路线，这一功能采用迪杰斯特拉算法

（dijkstra）[12]计算起始点到目标点的最短路径。局部

路径规划是根据周围环境进行实时避障规划，这一功 

 

图 6  Cartographer算法框架 
Fig.6 Framework of Cartographer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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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采用动态窗口方法 DWA（Dynamic Window Ap-

proaches）[13—14]计算最优避障路径及机器人的实时速

度和角速度。 

导航过程中的定位通过 amcl 功能包实现，它采

用了自适应蒙特卡罗定位算法[15]，是机器人在 2D中

移动的概率定位系统。其输入为基于激光的地图、激

光扫描和变换消息，输出为机器人的姿态估计，可实

现机器人的局部及全局定位。 

机器人的配送功能是在导航功能的基础上发展

出来的，机器人通过自动导航到达任务点后，远程主

机在接收到反馈后会通知用户到任务点取出物品，达

到配送的目的。 

2.2.4  自动取物及自动更换拖车功能的实现 

自动取物功能主要是靠机械臂来实现，将物品放

入专用储物箱后，通过深度摄像头识别目标位置信

息，最后使用 moveit功能包控制机械臂运动即可。 

机器人自动更换拖车的功能实现需要车头部分
在和拖车脱离，远程导航至待更换拖车的位置后，自
动与该车厢连接。在连接过程中拖车连接杆要和连接
点对齐，为此，牵引车头和拖车部分采用红外对齐，
保证车头倒车时与拖车的相对偏差。 

3  实验及分析 

考虑到室内环境中长廊最为常见，因此实验在长

廊环境中进行，分别进行建图及导航实验，利用 RVIZ

可视化工具实时查看实验过程。 

3.1  建图实验 

为了得到长廊环境较好的二维栅格地图，采用对
回环检测优化前后的 2 种 Cartographer 分别进行建
图。机器人在建图过程中的长廊环境和建图结果见
图 7。其结果说明优化前所建的地图，由于走廊的相
似特征值导致多次行程中回环约束不正确，图形漂移
较为严重；优化后所建的地图，由于在回环过程中增加
了里程计匹配系数，提高了定位精度，并且通过降低局
部及全局 SLAM 的延迟来提高定位精度，最终实现了
更佳的建图效果，长廊环境中相似特征值的闭环检测问 

题得到解决，局部区域的相对偏差由 20%降至 4%。 

3.2  导航实验 

导航地图采用 Cartographer建立的二维地图，并

在走廊放置若干障碍物，以实现机器人避障功能。 

机器人在导航避障过程中的长廊环境和导航过

程中的规划路线见图 8。其中，蓝色线条是全局路径 
 

 
a 长廊建图环境 

 

 
b 建图 RVIZ界面 

 

 
c 优化前 Cartographer建图结果（I型和 L型长廊） 

 

 
d 优化后 Cartographer建图结果（I型和 L型长廊） 

 

图 7  建图实验环境和结果 
Fig.7 Experiment environment and result of mapping 

 

   
a 长廊导航环境                          b 导航 RVIZ界面                c 导航规划路线 

 

图 8  导航实验 
Fig.8 Experiment of nav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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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红色线条是局部路径规划。其结果说明在长廊

环境中，机器人能够指定目标点实现全局路径规划，

最终到达指定位置，实现导航功能；并且在导航过程

中能够根据周围环境实时路径规划，实现避障功能。

在导航过程中，机器人定位较为准确，可达到医院实

用要求。 

4  结语 

冷链运输的任务需求不同于一般的配送，所以采

用拖车式的机器人结构，并对冷链配送机器人的拖车

连接结构及车厢结构进行设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冷

链配送连续性及机器人成本高的问题；对冷链配送机

器人控制系统进行了设计，并对建图算法的回环检测

过程进行了优化，对优化前后算法的建图效果进行了

对比及分析，最后利用样机在室内常见的长廊环境中

进行了建图、导航及避障的实验，结果显示移动机器

人达到了在室内冷链配送的要求，为冷链配送机器人

的实用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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