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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将寻求最优控制和奇摄动非线性状态调节器问题的相应轨道
.

在适当约假设下将有 可能

去完成当e一 0时一致有效的渐近解
.

关幼饲 奇异摄动 非线性状态调节器 最优控制 对角化技巧

一
、

引 言

我们研究非线性状态调节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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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把外部渐近展开式代入方程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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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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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界层校正的高阶项能够用通 常的方法逐次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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