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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单层组织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基础上，重点解决重纬和双层组织的真丝重磅织物计算机

辅助设计 ’根据绸重要求，计算机辅助设计了经纬纤度配比、经纬密度、经纬缩率及幅宽等规格参

数，并通过试织验证了软件的可靠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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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丝重磅织物日渐流行的今天，利用织物

456 技术准确而迅速地设计出既达到绸重要求，又

确保其可织性的织物，不仅改变传统纺织品设计法

反复试验造成的原料浪费，又能及时为市场提供适

销对路的产品 ’该软件在单层组织［#］的基础上编制

而成，重点解决了重纬组织和双层组织的真丝重磅

织物计算机辅助设计法，为用户提供全面而系统的

真丝织物设计软件 ’ 用户输入绸重后，根据屏幕提

示，选择组织、经纬纤度、纬丝线型及捻度、经纬密

度、经纬缩率、成品幅宽等规格参数，计算机自动计

算成品与上机规格，并以规格表的形式显示 ’ 本软

件对织物规格具有设计、误差检验、打印、存储、查

询规格等功能 ’

D 软件的系统配置及适用范围

以 [%HWK% !7 为基础编制，运行时必须在汉字

[%HWK% !7 状态下，系统硬件设备采用 RVS C4 Z 08 及

其兼容机，各种汉字终端，内存要求至少 1 S 以上，

操作系统采用 L>+J%TO . ’0 Z ,7 以上的版本 ’
该软件适合于单丝为 !" Z !!6 桑蚕丝（非 !" Z

!!6 规格须换算成 !" Z !!6 规格进行计算），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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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的真丝重磅品种的设计 *

! 软件总框图

软件总框图见图 + *

图 " 真丝重磅织物 #$% 软件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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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说明

本软件可供选择的组织如下：单层组织、重纬

组织和双层组织 * 其中，单层组织分平纹、三枚、四

枚、五枚、八枚等 % 种情况，重纬组织和双层组织均

分表组织为平纹、三枚和四、五、八枚，纬丝无捻和

有捻等，共 , 种情况，即：（+）重纬组织———表组织

为平纹、三枚，纬丝无捻；（)）重纬组织———表组织

为平纹、三枚，纬丝有捻；（$）重纬组织———表组织

为四、五、八枚，纬丝无捻；（-）重纬组织———表组织

为四、五、八枚，纬丝有捻；（%）双层组织———表组织

为平纹、三枚，纬丝无捻；（.）双层组织———表组织

为平纹、三枚，纬丝有捻；（/）双层组织—表组织为

四、五、八枚，纬丝无捻；（,）双层组织———表组织为

四、五、八枚，纬丝有捻 * 整个软件可供选择的组织

共有 +$ 种 *

本软件共有 +$ 个绸重0经纬纤度配比数据库，

分别对应于 +$ 种可选组织，用于存储不同绸重对应

的经纬丝可选纤度；一个纤度0捻度库，用于存储不

同纤度纬丝合适的捻度（线型）；一个规格库，用于

存储常见品种的规格表 *
在总框图中，纤度可选范围的确定、纬丝线型

设计、经密可选范围的确定等为软件技术的主要部

分，由于单层组织的纤度可选范围、纬丝线型设计

及经密可选范围已另有报道［+，)］，作者仅将重纬和

双层组织的纤度可选范围作进一步说明 *
= *" 重纬组织达到一定绸重的纤度可选范围的研

究

由于 !" 规格本中所能统计到的全真丝重纬组

织品种较少，根据“纬丝纤度相等的条件下，重纬组

织的纬密应为其表组织单层时的 + *- 倍”［$］，研究过

程中重纬组织所用公式及参数均以单层组织为基

础适当加以修正 *
= *" *" 不同纤度的纬丝常用纬密的确定 沿用单

层组织的纬密回归方程，为使所选经纬纤度尽可能

保证达到一定绸重，当重纬组织表组织为平纹、$ 枚

时，常用纬密方程采用平纹组织的纬密回归方程：!
1 +++ " %--# 2 " ".).，式中：!———坯绸常用纬密（根 ’
3(） #———纬丝根数（单丝为 ) $ )" $ ))%）；当重纬

组织表组织为 -、%、, 枚时，常用纬密方程采用 % 枚

组织的纬密回归方程：! 1 !- "%/$# 2 " "--! *
= *" *! 经纬向紧度、经纬向缩率，织物平衡系数等

参数的确定 根据统计品种及所织试样［-］，试样的

缩率值，织物平衡系数值采用频谱分析及区间估计

方法确定其取值范围，重纬组织的经向紧度与其表

层组织单层时相同，重纬组织的纬向紧度以相应表

层组织单层时纬向紧度的 + * - 倍加以修正，结果见

表 + *
表 " 重纬组织、双层组织各参数表

*.:)" >./.0,4,/3 12 -1?:8, 5,24,- 5,.6, .@- -1?:8, 5,.6,

参 数
重纬组织

平经平纬 平经绉纬

双层组织

平经平纬 平经绉纬

经向缩率 ’ 4 ,*/) # +)*., +"*-) # +%*-% !*%. # +)*!% +)*-- # +/*,,

纬向缩率 ’ 4 !*"- # +-*/- +%*+- # )"*,$ +"*.- # +-*!. +,*%! # ))*"$

经向紧度 ’ 4 ."*, # ,/*/ +--*! # +.,*-

织物平衡系数 +*)! # )*.) +*-+ # )*//

纤度平衡系数 + # -

纬向紧度 ’ 4 由常用纬密方程求得单层纬向紧度，再修正

经丝纤度 ) ’ )" ’ ))5 2 , ’ )" ’ ))5

= *" *= 达到一定的经纬纤度可选范围确定 根据

公式［+］& 1［+- " ,/- 6 ’ $（!% ( 6 )*）2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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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绸重，经丝纤度已知，分别代入

缩率上下限值时，!在 " $ % 范围内达到所选绸重所

需的经纬紧度、织物平衡系数等参数，依据经向紧

度、织物平衡系数的取值范围，确定出达到这一绸

重的经纬纤度配比 # 对不同绸重、不同经丝纤度重

复计算，将最终结果汇成表格存库，以备查用 #
! #" 双层组织达到一定绸重的纤度可选范围的研

究

! #" ## 不同纤度的纬丝常用纬密的确定 沿用单

层组织的纬密回归方程，为使所选经纬纤度尽可能

保证达到一定绸重，当双层组织表组织为平纹、& 枚

时，常用纬密方程采用平纹组织的纬密归方程：’ (
""" #)%%$ * + #,!,，式中：’———坯绸常用纬密（根 " -.）

/—纬丝根数（单丝为 ! " !+ " !!%）；当双层组织表

组织为 %、)、0 枚时，常用纬密方程采用 ) 枚组织的

纬密回归方程：’ ( 1% #)2&/* + #%%1 #
! #" #" 经纬向紧度、经纬向缩率，织物平衡系数等

参数的确定 方法同重纬组织，双层组织的经纬向

紧度以相应表层组织单层时经纬向紧度的 " #% 倍加

以修正，结果见表 " #
! #" #! 达到一定绸重经纬纤度可选范围确定 方

法同重纬组织 #最终结果汇成表格存库，以备查用 #

$ 345 软件可靠性验证

以软件所设计的两个品种的规格上机织造验

证软件的可靠性，单层组织坯绸和成品各项指标的

测试及分析见表 !，重纬组织坯绸和成品各项指标

的测试及分析见表 & 6
由表 ! 和表 & 可以看出：

回归绸重均大于实测绸重，主要由于回归试验

所织试样为手工精炼，成品缩率及密度偏大，从而

绸重偏大 6
理论绸重均远小于实测绸重，其原因主要有以

下两点：纬丝加捻后，丝线体积密度增大，单位长度

绸重增大；纬丝加捻后，丝线长度减小 6两方面均造

成丝线的旦尼尔数变大，而绸重的理论公式并不考

虑加捻丝线旦尼尔数的变化，其结果小于实际值 6
单层组织缩率回归值与实测值差异很大，主要

由于单层组织的缩率以统计规格表为数据来源，织

物绸重不能满足要求 6重纬组织的缩率回归值均大

于实测值，原因在于织物手工精炼未经拉幅 6
绸重回归值与实测值的误差在 )7以内，软件

可靠性达 1)7以上 6

表 " 单层组织各项指标的测试与分析

89:6" 8;<= >9?@;< 9AB 9A9?C<D< EF <DAG?; H;9>;

测试值 计算值 误差! I 7
经密 I（根 I -.） %1 回归绸重 I（G I .!） "%& !60

成品 纬密 I（根 I -.） !0 理论绸重 I（G I .!） "!2 * 06,

绸重 I（G I .!） "&1 回归经向缩率 I 7 *

坯绸
经密 I（根 I -.） %+ 回归纬向缩率 I 7 "!6+ %"J+

纬密 I（根 I -.） !)

缩率
经向缩率 I 7 "&6,

纬向缩率 I 7 !+6%

注：均为对测试值的误差

表 ! 重纬组织各项指标的测试与分析

89:6! 8;<= >9?@;< 9AB 9A9?C<D< EF BE@:?; H;FF;B H;9>;

测试值 计算值 误差! I 7
经密 I（根 I -.） )+ 回归绸重 I（G I .!） "00 !62

成品 纬密 I（根 I -.） %! 理论绸重 I（G I .!） ")% * ")60

绸重 I（G I .!） "0& 回归经向缩率 I 7 "%6) "6&

坯绸
经密 I（根 I -.） %+ 回归纬向缩率 I 7 !%62 "+61

纬密 I（根 I -.） &2

缩率
经向缩率 I 7 "%6&

纬向缩率 I 7 !!6+

注：均为对测试值的误差

% 结论

"）当组织一定时，经纬纤度的增加将使织物绸

重增大 6当绸重在 !)+ G I .! 以上时，单层组织所需

经纬纤度分别为 0 I !+ I !!5 和 &! I !+ I !!5，重纬组织

所需经纬纤度分别为 0 I !+ I !!5 和 ") I !+ I !!5，双层

组织所需经纬纤度分别为 0 I !+ I !!5 和 0 I !+ I !!5，

如果采用单层组织，将由于经纬纤度配比较大而影

响真丝织物的外观效应 6 因此，真丝重磅织物宜采

用重纬组织和双层组织 6
!）在归纳数据与实验数据基础上研制的真丝

重磅织物 345 软件，可靠性达 1)7以上 6在织物规

格设计中，可以绸重为目标参数，计算机自动显示

各项规格参数供用户选择，并自动生成规格表 6 软

件具有设计、打印、存储、查询等功能，提高了织物

设计的速度和质量 6
&）建立于正确的数学计算与实验基础上的

345 软件，能够帮助设计人员快速、准确地设计织

物的各项规格参数，减少反复实验造成的浪费，提

高设计速度与质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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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其支流分量 !"、谐波 #! 和高次谐波 #-，

#,，⋯⋯等等 "可以看出两者稍有误差，但 001 分析

的波形图基本上反映了其谐波的分布状况 "

! 结 语

电力电子变流技术的理论计算比较繁琐且很

难得 到 准 确 的 计 算 结 果，作 者 利 用 仿 真 环 境

23/45367 进行仿真，波形准确、直观；同时，对波形

进行的傅立叶分析也很方便，对电力电子线路及谐

波分析与抑制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利用 /$15$8 的

943 开发工具，设计的图形用户界面美观而又易于

控制，能较好地管理仿真及其谐波分析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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