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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机 在 纺 织 测 试 中 的 应 用 卜 )

一试论电源
、

电桥等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

吕 仕 元

(坊工系 )

一
、

前
.昌目

`

言

当前我国纺织生产工艺与设备的革新
、

改造与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
,

为了尽快掌握国

内外新信息
,

实现优质
、

多品种
、

高产
、

低消耗和安全
、

低害生产
, 必须加速改革旧工艺

、

老设备
,

研制新机种
、

新系列化设备
。

为此必需努力提高测试技术水平
。

例如
,

化纤纺丝孔

加工质量的检测
,

喷气纺纱喷嘴的检测
,

高速喷射织机织口位置动态测量等
,

不仅传统的电阻

式传感器不适用
,

而且光电式传感器的应用也必然会遇到电源
、

电桥
、

采样周期
、

数量等对

测试结果的影响问题
。

我们虽然十分注意传感器的设计与制造的有关问题
,

力求有较高的测试精确度
,

稳定性

过去也常采取在测定前
、

后进行
“
标定

”
的方法

,

注意检查线性稳定性等
。

但仍然发现电源

电桥
、

记录仪等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误差
。

例如
,

一般整流电源
,

本身精确度不够高
、

稳

定性不太好
,

易受外界干扰
。

精度高的整流电源
,

价格贵
,

也并非理想电源
。

至于蓄电池作电

桥电源
,

众所周知
,

启用之初不太稳定
,

使用时间较长
,

当电压降至某一限度后
,

稳定性显

著恶化
,

然而
,

其确切范围又缺乏实际资料
。

关于测试记录仪
,

过去采用 S C一 16 光线示波

记录器
,

它的最高记录速度仅 2 米 / 秒
。

若以每一毫米读数计
,

仅 0
.

0 0 0 5秒 / 毫米的采样周

期
。

况且记录纸的驱动马达启
、

制动过渡特性不佳
,

在正常记录过程中
,

记录纸行走速度不

均率也达 2 %
,

特别是记录曲线的数据处理
,

既麻烦
、

又费力
、

费时
,

人为误差大
,

精确度

不高
。

鉴于国内外测试技术的进展
,

许多先进
、

精密仪器及生产工艺与设备
,

均采用微电脑自

动进行数据处理等
,

故我们在将微机用于纺织测试中
,

首先对电源
、

电桥等的可靠性
,

信赖

度予以考查
,

测试结果表明
,

它实质上是涉及有关测试
、

生产
、

教学
、

科研的一个基础性研

究课题
。

笔者在 日本信州大学纤维学部纤维机械第二研究室
,

在近由淳雄教授指导下
,

从事微机

用于纺织测试研究的工作
,

采用 日本较先进的测试方法
,

即应用了美国制造的M ar k一 1型数

据收集装置同日本制造的微型电子计算机接口构成精度高
、

速度快 (采样 周 期 可 达 2 x 1 0
一 8

秒 )
,

稳定性好的 自动处理数据测试系统
,

从而能对电源
、

电桥等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做出可

.

本文系作者在 日本信州大学纤维学部纤维机械第二研究室进修时
, 在近 田淳雄教授指导下所完成的研究工作之一部

分
.

本文 飞马扭8年 2 月 21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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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测试
。

二
、

测试系统的基本原理

我们知道
,

在非电量的电测方法中
,

决定测试结果的精确度
、

灵敏度及稳定性的主要因

素除人为误差外
,

还有传感器
、

电源与测试及记录仪器等
。

’

我们的实验选购了精度高的元件
,

设计并制作好多种传感器
,

再选用精密的测试仪器
,

尤其是应用了数据收集装置及微型电子计算机
,

在十分稳定
、

可靠的动
、

静态条件下
,

着重

调查电源
、

电桥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

该测试系统的基本原理见图 1
。

传传惑骼 lllllB 直流放大器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犷
二二 :L甘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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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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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浏定系统原理

电源 A
:
系被考察的对象之一

,

它可对各传感器供电
,

试验选用了不同精度的整流电源
、

蓄电池与千电池组
。

电源 A :
系对各测试仪器供 电

。

传感器 B
,

在测试中选用了电阻式传感器与

光电式传感器` 各传感器的电讯信号 ( 即模拟量 AN A L口G )通过或跳过直流放大器 C
,

输入

M ar k一 1型数据收集装置 D
。

关于数据收集装置的工作原理可见图 2
。

如图 2所示
,

输入被测电信号
,

随时输入保护线路后经采样同步 ( s/ H )送至多路变换器

交直流放大

输输输输输输输

AAAAAAA 入入入入入入入入
NNNNNNNNNNNNN 保

,,,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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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植植植植植植植植植 tJ[ 存取存储器器

RRRRRRRRRRRRRRRRRRRRRRR A 帕帕

口口口口口口口
s /丝

...........

一一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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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收集装兰原理

注 S / H ( S
a o p l e / H o l d ) 即米样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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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A / D ( 模拟 / 数字)变换器高速
、

精确地将电量 (如电压 )变换成数字输入微机 (即图中

I F一5 0 0 电子计算机 )
。

在M ar k一 1型数据收集装置内有随机存取存储器 ( RA M )或叫缓冲寄存器
,

故实质上该

数据收集装置本身附有微电脑
。

数据收集装置 D 与图 1 之微电脑 E的接 口及其工作
,

主要取决企确编制计算机程序
。

我

们根据M ar k一 1型数据收集装置与 IF 一的 oM o d l
e s o电子计算机接口的 R S一23 2 C接线方法

,

采用 B A sI C语言
,

编制了计算机程序见附录 1 。

微电脑按程序处理结果
,

可以输给 X一 Y绘

图仪绘出有关图形曲线
。

而我们则是用打印输出机直接将有关数据
、

曲线图等打出结果
。

其

测试结果举例可见附录 2
。

应用上述测试系统可以在传感器稳定
、

精密度可靠的条件下
,

考查

出电源
,

反之也可以在电源稳定
、

近于理想条件下考查传感器
,

均无须人工处理数据了
。

三
、

测 试 内 容

本文的试验均在研究室内
,

以接近实际的模型代替织机运转条件下测量所需的传感器
,

如模拟织机引纬
、

动态织口位置变化
,

卷布送经运动等
。

主要测试内容是
:

1
。

电源

①整流电源三种 (高精度测试仪器用整流稳压电源一种
,

其它两种 ) , ②蓄电池
。

容量大
、

中各一种
,

电压 6 伏
,

12 伏
,

24 伏
。

充电电流 12 安培 , ③干电池组
。

即相当于国内甲电 6 伏
,

每只 1
.

5伏容量 80 安时
。 -

2
.

传感器

电阻式传感器有滑线电阻 (康铜丝自制与电阻应变片两种 )
。

为保证 灵敏度与稳定性
,

桥

臂电阻 R : 二 R : = R : 二 R ` = 10 △R
。

光电式传感器二种
。

3
.

采样周期

即对测试过程瞬时值取样周期
。

考虑到本研究今后拟考察打纬时动态织口变动与停车时

织口变位等
,

故采样周期暂定为
: 0

.

0 0 0 1
、

0
.

0 1
、

1
.

0
、
3 0

、
6 0

、
1 5 0

、
30 0

、

6 0 0
、
1 2 0 0

、
1 8 0 0秒等+ 种

。

四
、

测试结果及其分析

以下分析用的有关数据均系微电脑直接输出打印值
,

尚未通过
“
标定

” ,

运用程序指令

换算成实际的移位
、

速度值
。

由于我们在这里着重是分析电源或传感器对测试结果精确度与

稳定性的影响
,

是研究其变化规律与比值
,

而不是探讨具体位移
、

速度变化
。

故对结果是无

妨碍的
。

1
.

关于电源的影响

1) 整流电源 普通整流电源
,

同一直流电桥的测试结果见表 1
。

三三种整流电 源
、

各测

五次不同电桥的测定结果综合分析见表 2

① 电源启动不久即行测定
,

当采样周期为。
.

0。。 1至 1 50 秒时
,

每一通道各采样 20 个计算

得出其均方差为 4
.

3 6 0 3~ 6
.

8 3 1 2
。

其相对误差达 2
.

6 6 9 9% ~ 3
.

5 91 %
,

这表明整流电源启动

不久即行测定的话
,

将使工作稳定性差
,

影响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

② 若将测试采样周期延至 3 0 0一 6 0 0一 1 5 0 0秒时
,

其均方差为 0
.

5 9 3 5~ 1
.

5 4 9 5
。

误差为

0
.

82 2%
。

亦 即测试精确度与稳定性均有改善
。

实际上电源已启动约半小时了
,

故普通电源

预热 30 分钟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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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普通整流电源
,

同一个直流电桥的测定结果

SSS a 仇 11。宫 t i优 e
(秒 ))) 0

。

0 0 0 111 }}} 111 6 000 1 5 000 3 0 000 6 0 000 12 0 000 1 8 0 000

OOOOOOO
。

0 111111111111111 1 6 9 777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7 0 000

SSS a执 Pl e lll 1 5 1666 1 5 8 44444 1 6 0 666 1 6 3 555 1 6 9 111 一
` -

- -

一 }}} 1 6 9 555 1 7 0 333
”” 赵m吞e犷 222 1 5

’

1444 1 5 8 66666 1 6 0 444 1 6 4 ]
---

1 6 9 888 1 6 9 333 1 6 9 555 1 7 0 444

(((采样次数 ) 333 1 5 1222 1 5 9 44444 1 6 0 555 1 6 4 555 1 6 9 777 1 6 9 555 1 6 9 666 17 0 444

44444 1 4 9 666 1 5 9 66666 1 6 0 888 ] 6 5 000 16 9 555 1 6 9 6 }}} 1 6 9888 1 7 0 666

55555 14 9 444 1 5 9 99999 1 6 1 000 1 6 5 666 16 9 666 1 6 9 7 }}} 1 7 0000 17 0 555

66666 1 4 9 666 1 6 0 22222
一 1 6 1 222 1 6 5 888 16 9 888 1 6 9 999 1 7 0 111 17 0 666

77777 1 4 9 000 1 6 0 44444

}
` 6 , 666 1 6 6 111 17 0 111 1 7 0 000 17 0 222 1 7 0 888

88888 14 8 666 1 6 0 66666 } 1 6 1 666 1 6 6 666 1 7 0 222 1 7 0 111 17 0 444 1 7 0 999

99999 14 8 222 1 6 0 99999 { 1 6 1 888 1 6 6 888 1 7 0 222 111 17 0 555 1 7 0 4
。
222

111 000 1 4 8 888 1 6 1 11111 1 1 6 1 7 }}} 1 6 6 888 17 0艺艺 } 1 7 0 111 1 7 0 55555

111 111 1 4 9 222 1 6 1 22222 16 1 999
’

1 6 7 000 17 0 333 … 1 7 0 2222222

111 222 1 4 9 777 1 6 1 66666 16 2 000 1 6 7 222 17 0 333

{
` 7 0 4444444

111 333 1 5 0 000 1 6 1 66666
!!!

1 6 7 222 1 7 0 333 1 7 0 4 1111111

111444 1 5 0 555 16 1 99999 1 6 2 2 111 1 6了555 1 7 0 444 1 7 0 5 }}}}}}}

111 555 1 5 0 888 16 2 00000 {{{ 1 6 7 666 1 7 0 444 1了0 5555555

111 666 1 5 ] 222 1 6 2 66666 { 1 6 2 777 1 6 7 777 1 7 0 444 17 0 4444444

111 777 1 5 1777 1 6 3 33333 { `旦2 999 1 67 888 1 7 0 444 17 0 5 }}}}}}}

lll 888 1 5 2 222 1 6 3 55555
1

1 6 3 1 }}} 1 6 7 999 1 7 0 444 { 17 0 5 }}}}}}}
111999 1 5 2 888 1 6 3 88888 l

-

一一 16 8 222 1 7 0 555 1 7 0 5555555
222 000 1 5 3 444 1 6 4 33333

{
` 6 3 3

---

1 6 8 888 1 7 0 555 1 7 0 5 :::::::

11111111111 1 6 3 66666
·
1 7 0 1

。

0 555 1 7 0 6
…………

{{{{{{{{{{{ 1 6 4 0000000

1
` 7 0 6666666

}}}}}}}}}}}}}}}}}}}}}}}
,,,,,, 16 4 8888888888888

平平 均 数数 1 5 0 4
。

9 555 1 6 1 2
。

4 555 1 5 4 1
。

555 1 6 2 0
。

8 555 1̀6 6 5
·

8 5

………
1 7 0 1

。

999 17 0 0
。
11111

均均 方 差差 6
。

4 9 5 888 6
。

8 3 1 222 4
。

3 6 0 333 6
。

0 7 0 99999 n R只夕夕滩滩 0
。

6 9 3 1 888 1
。

5 4 9 555 1
。

5 1 7 9 111

1111111 6 4 33333 1 6 4 88888888888888888888888最最 大 数数 1 5 3 44444 15 7 00000 1 6 8 222 1 6 9 111 1 7 0 666 1 6 9 555 17 0 999

最最 小 数数 14 8 222 1 5 8 444 1 5 7 000
生生 1 6 3 888 1 6 9 111 16 9 333 1 6 9 555 1 6 9 777

3333333
。
5 9 111

{{{

1 6 0 4444444444444

误误 差 (% ))) 3
。

3 8 9 88888 3
。

0 5 7 333 2
。

6 6 9 999 3
。

13 9 888 0
。

8 2 1 1 111 0
。

7 6 2 0 222 0
。

5 8 6 555 0
。
7 0 2 1 777

表 2 三种整流电源
、

各测五次
,

不同电桥所测结果综合分析

一八U一月了一O甘

0
。
0 0 0 1 1 5 0 1 8 0 0

0
。

0 3 8 9 2
一 1 0

。

5 4 8 9 }0 0 4 6 5一 1 2 7
一 1 0 8 6 9 7

。

0 6 9 9 8
一 5

。

6 9 7

0
。

0 8 8 6 9 一 1 0
。

5 5 9 6 }O 0 5 6 4一 1 2 6 一 1 1
。

1 1 8 9 }0
。 。

8 8 ]一 6
。

2 6 8

鄂é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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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从多次记录数据的变化规律分析可见
,

电源
、

电桥连续工作几小时后
,

测定值 的 极

差增大
,

误差将超过 1%
。

因此
,

夏季测试
,

电源与传感器的降温也是必要的
。

④ 大量测定结果表明
,

在普通整流电源条件下
,

虽然已注意预热
,

改进通风降温
,

控

制连续测试时间不超过三小时
,

但结果只能保持 2%的测试误差
。

⑤ 我们采用了精度高达千分之二的整流电源 (见表 2 资料 )
,

若不注意工作特性
,

会出现

4
.

9% ~ 13
。

0% 的误差
,

无疑这是电测法中应注意避免的
。

如果使用得当
,

电源 本 身精度

高
,

电桥设计制造好
,

则测试稳定性好
,

误差可达千分之五以内
。

2) 蓄电池电源 除电源改为蓄电他外
,

电桥
、

采样周期等条件均同前面一样
,

其测试结

果见表 3
,

汇总资料见表 4
。

① 当采样周期为 0
.

0 001 ~ 1
.

0 秒
,
一次连续记录时间约在 100 秒以内时

,

均方差仅 为

0
.

0 2 2 3 6~ 0
.

0 5 5 9
,

其误差才0
。

052 5%
。

② 若采样周期为 60 ~ 15 0秒
,

一次连续记录时间为 50 分钟
,

其测试值之均方差为1
.

2 8 5 7

一 1
。

95 “
,

误差为千分之七左右
。

③ 当采样周期从 5 分钟延至半小时
,

在每次连续测试前也充足电的条件下
,

测试 值 的

误差仅 2
.

6 8 99~ 4
.

9 2 3 4%
。

亦即蓄电池作电源
,

使用得法
,

虽然连续使用 3~ 4小时
,

其误差

也可控制在 5%以内
。

④ 从表 4 资料可见
,

随着连续测试时间的延长
,

蓄电池耗电较大的情况下
,

再连 续 采

样10 分钟至 30 分钟
,

测试值误差高达 2 0
。

9 5 8~ 56
.

438 %
。

对蓄电池的充
、

放电测定资料整理可得图 3 之蓄电池充
、

放电特性曲线
。

由图可见
,

蓄

电池在启用之初 5~ 10 分钟内
,

其电压下降较明显
,

约为5~ 8%
,
然后是较稳定的工作区间

。

连续工作 1~ 3小时
,

电压下降 2%
,

如能尽可能间歇式测定
,

及时断开电源
,

让蓄电池内化

学反应顺利进行
,

则测试精度可以更高一些
。
6伏的蓄电池

,

电压降至 4
.

5伏后
,

能耗较大
,

再连续使用
,

电压便下降更快
,

由于稳定性差
,

测试精确度也低 了
。

故用蓄电池作直流电桥

电源时
,

宜启动 10 分钟后进行记数测定
,

并且连续使用时间不宜超过 3小时
,

若间歇式使用
、

则误差可控制在 1%以内
。

严 1
、

书

袱 ,
! 矛快速充电

住速充电

山一 -~ ~ J̀ - - -~ J~ -~ ~

一2 3 4 5
.

刁咐

图 3 蓄电池充
、

放电物性

注 1 曲线 I
、
亚

、

皿 为不同放电时间 ( 即不同耗 电特点 )
。

注 Z dl
,
d:

,

da 可 以认为接近放电终止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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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蓄电池作电源同一直流电桥测定的结果

000
。

0 111 111一一 12 5 8 00000 6 0 000 0 000 1 10 000

6666666 0000000000000

a SSS执 Ple 9 lll 1555 1 19 0 44418 9 888 8 18 999 18 999 318 9 666 19 12 999 8 8 555 8 888 1 1

”” “ 仇b君 r ZZZ 19 555 1 19 0 1 4448 9 888 18 8 888 18 3777 8 8 555 1 18 9 888 8 8 6 0 1 1 444333

((( 次 ) 33319 555 9 1 108 9 777 1 44418 8 666 18 3555 8 7 1777 18 3 44418 4888 17 8 444

4444419 1555 19 0 1 4448 9 777 18 8 555 18 3 33318 7 000 18 7 777 8 1 3 44417 7 3
`̀

55555 9 555 1 1 19 8 9 777 0 1 44418 8 44418222 8 1 36 666 18 6 4448 1 3 44417 6 111

666669 1 1555 19 0 4448 9 777 1 18 8 4448 1 3111 18 6 33318 5 888 12 8 44417 5 333

77777 9 555 1 1 19 0 44418 9 777 8 18 1 3338 8 5 999 111 1 1 38 5 33318 1666 17 888 4

88888 19 1555 19 0 1 4448 9 777 8 8 18 000 1 1 333 38 5 666 18 999 8 1 41 111 17222 4

99999 19 1555 9 0 18 1 4449 777 8 8 1222 8 1 38 5 000 1 33318 1 4 4448 0 6667 1 4000

111000 19 1555 19 0 1 4448 9 777 1222 8 8 18 000 1 38 5 000 18 4000 18 0222 7 1 3888

111 1
111

19 555 19 10 1 4448 9 777 8 1222 8 18 3000 18 888 418 7777777 3

2 111
`̀

19 555 1 19 0 1 4448 9 777 18 8222 8 12 999 8 1 4777 18 5555555 3

111 3339 1555 9 1 10 1 4448 9 777 8 18222 182 888 18 777 4
.

8 1 3 4444444

111 44419 555 1 19 0 1 4448 9 777 18 8222 8 12 888 8 1 4777 18 3 4444444

111555 19 555 1 19 0 1 4448 9 777 18 8222 182 888 18 4777 18 3 4444444

9 666 111 1 1555 19 0 1 3338 9 777 18 8222 12 8 777 8 1 4777 18 3 4444444

111777 19 1 4449 0 1 1 3338 9 777 18 8222 182 777 18 777 418 3 3333333

111888 19 1 44419 0 1 3338 9 777 18222 8 12 8 777 18 666 418 3 3333333

999 9 111 1 19 0 1 1 333 4448 9 777 18 8222 12 8 777 8 1 4666 18 3 3333333

222 0009 1 1 44419 0 1 3338 9 777 18 8 8 111 12 666 18 555 4182222222 3

平平 均 数数 9 1 1 4
。
888 19 0 3

。
7 555 8 9 7 1

。
111 18 8 3

。

2 555 18 0 3
。

2 555 18 5 7
。

8 5 111 1 1
。

3555 12 8 3
。

1 4447 6777

均均 方 差差 0
。

7 0 0 111 4 4
。

5 5 999 0 0
。

2 02 3666 1
。

2 8 5 7 1 444
。

9 5 6 6662
。

7 5 0 666 15
。

12 777 16
。

6 3 36669
。
7 10 666

最最 大 数数 9 1 1555 19 0 4448 9 1555 18 8 999 18 999 1 38 9 9 666 1 1999 18222 0 182 色色

最最 小 数数 18 1 4448 10 33318 9 777 18 8 111 12 8 666 18 555 48 1 3222 18 0222 17 3888

误误 差( %))) 0
。

052 2 777 0
。

5 02 222 5 0
。

052 6999 0
。

42 555 0 3
。

7 0999 62
。

68 9 999 4
。

5 3 3666 4
。

0 3 4222 4
。

92 3 444

表 4蓄电池用于不同的电桥各测五次综合结果

妙呼
、

1
0

.

。。。 l

}
,

1
, 5。

{
二里

七
_ _

巴二一 {一二一一
一一一

上
_

_
~

一土
_

_ _
}_ _

6 0 0 1 8 0 0

均 方 差

误 差 (% )

0一 1
。
0 5 6 4 0一 1

。
6 6 3 4 0

。

5 4 8 9一 4
。

7 0 9 6 3
。

8 5一 1 5
。

6 5 4 { 1 6
。

8 5 2一 4 6
。

8 9 6

0一 1
。
56 8 9 0一 3

。

2 6 5 3 0
。
8 9 6 9一 1 0

。

5 6 9 4
。

6 9一 2 0
。

9 5 8 } 1 9
。

4 2 8一 5 6
。

4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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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千电池作电源
,

同一电桥的测定结果

000
。

0 0 0 111 ”
·

“ 1

……
1

……
6。

……
15。

……
3。。

……
6。。

}}}
12。。

……
SSS a爪 Pl e lll 1 4 2 333 1 4 0 444 1 5 6 333 1 3 9 999 ` 3 6 2

111
} “ “

……
. ..̀ . .̀ ,.

尹
~
.

. ,
...

…一而)))…
`3 6 2 ---”” u 扰石e 犷 222 1 4 2 333 1 4 0 444 1 5 6 333 1 3 9 777

’

` 3 5 8
111
·

“ o `

{{{…1 0 5 000 …
` 4 8 6
{{{{ “ 2 999

`̀

(次 ) 333 1 4 2 333 1 4 0 444 1 5 6 111 1 3 9 555 ` 3 5 0
!!!1

1 0 9 1
111…

“ 9 4
}}}…

` 4 6 9
}}}{

” 9 666

44444 14 2 333 1 4 0 444 1 5 6 000 1 3 9 444 ` 3 4 3
{{{l

` 0 7 8
111…

8 ` 0
!!!{

` 4 2 2
}}}}

” 3 333

55555 1 4 2 333 1 4 0 333 15 5 777 1 3 9 111 ` 3 3 4
}}}…

` 。5 6
}}}… 7 8 7

}}}{
` 3 8 4
}}}}

” 0 000

66666 14 2 333 1 4 0 222 1 55 555 1 3 8 999 ` 3 2 3
111…

1 0 4 3

}}}…
7 7 6

111{
` 3 5 0
}}}}

“ 5 333

77777 1 4 2 333 1 4 0 222 1 5 5 222 1 3 8 333 ` “ “ }}}…
` 0 2 9
}}}{

7 5 5

111}
’ 3 3 3
}}}}

8 0 666

88888 1 4 2 333 1 4 0 222 1 5 5 000 1 3 7 444 ` ” 0 2
}}}…

’ 0 0 2
}}}{

7 3 9

}}}}
’ 3 0 2
}}}}

7 6 888

99999 1 4 2 333 1 4 0222 1 5 4 777 1 3 6 666
一

` 2 8 6
111{

” 8 3
{{{}

7 0 9

{{{1
’ 2 7 3
}}}{

7 2 444

111 000 1 4 2 333 1 4 0 222 1 5 4 555 1 3 6 000 ` “ 6 8
}}}}

“ 5 8

111{
“ 8 4
}}}

…
` 2 5 ”

………
6 9 3

、、

111 111 1 4 2 333 1 4 0 000 1 5 4 333 1 3 5 777 ` 2 5 9
}}}}

9 3 6

}}}1
“ 6 `
1111111

111 222 1 4 2 333 1 4 0 000 1 5 4 111 1 3 5 555 ` 2 4 6
{{{{

” ` 9
{{{1

“ 3 8
}}}}}}}

111 333 1 4 2 333 1 4 0 000 1 5 3999 1 3 3 888 ` 2 3 2
!!!)

” 0 2
{{{}

“ 2 9
{{{{{{{

111 444 1 4 2 333 1 4 0 000 1 5 3777 1 3 3 000 ` 2 2 `
}}}}

8 8 7
}}}{

“ 2 `
}}}}}}}

111555 1 4 2 333 1 4 0 000 1 5 3 555 1 3 1 777 ` ” 0 3
}}}}

“ 6 7
}}}}

“ 0 3
}}}}}}}

111 666 1 4 2 333 1 3 9 888 1 5 3 333 1 3 0 555 “ 8 `
{{{}

8 4 4

111}
5 8 0

!!!!!!!
111777 1 4 2 333 1 3 9 888 1 5 3 111 1 2 9 666 “ 6 3

1111
“ 2 7

}}}1
” 5 5
{{{{{{{

111 888 1 4 2 333 1 3 9 666 1 5 2 999 1 2 8 888 “ 4 6

……}
“ 0 6
111}

“ 3 3
}}}}}}}

111 999 1 4 2 333 13 9 666 1 5 2 777 1 2 7 666 ` ’ 2 7
……} 7 8 7

}}}1
” 0 5
}}}}}}}

222 000 1 4 2 333 13 9 444 1 5 2 555 1 2 6 888 1 1 1 2 ---
{

7 5 6
}}}}

4 5 6

}}}}}}}
}}}}}}}}}}}}}}}}}

4 2 2
}}}}}}}

平平 均 数数 1 4 2 3毛毛14 0 0
。
5 555 1 3 4 9

。

999 1 2 6 5
。

3 555 9 4 9
。

333

1
6 “

·

`555

1
工3 7 `

·

22222

…
, ` 6

·

`̀

均均 方 差差 000 1
。

4 6 4 666 4
。

3 9 3 8 888 1 8
。
3 1 3 444 }3 2

·

2 7 7 666
,

…
3 6

·

6 2 `̀

}
5 5

·
` 6` 222

r

1
3 ”

·

7“ 555 ,

…
7”

·

6 ` 555

最最 大 数数数 1 4 0 444 15 6 333 1 3 9 777 13 6 222
`

1
1 “ `̀

一

1
10 8““

’

)
` 5” `̀

_

}
, 3 6 222

...

最 小 数数数 1 3 9 444 15 2 555 1 2 6 888

1
1 , 1 222

}
7 5 6

’’ 一

1
4 2 222

一

卜
2 5。。

一

}
6 0 333

误误 差 (% ))) 000 0
。

7 12 2 555 2
。

4 3 1 2 222

…
。

·

2 3` ” 666;

{
1 8

·

3 5 5 333;

}
3 2

·

` 3 6￡￡;

1
6。

·

” 2 5““ ,

{
16

·

` 3 333
一

}
4 0

.

“ 888

表 6 干电池作电源
,

不 同电桥
,

不 同使用时间
,

各测五次综合分析

19曰11ù丹O八D一. .玉O目一j及̀勺O

aS m P I翻9 t i o e (秒 ) 0
。
0 0 0 1 15 0 6 0 0 1 8 0 0

均 方 差 0一 1
。

4 3 2 14
3

。

9 2 8一
7

。

5 8 6 3

误 差 ( % ) 0一 1
。

6 8 4 5 2
59 6 8一
7

。

0 5 6 4 1

6
。

5 3 7 8一
3 6

。

3 5 6 9

1 5
。

6 8 5 8一
3 8

。

5 6 5 8

。

3 9 5 6一
6 1

。

1 7 8

。

5 8 8 3一
6 2

。

5 4 9

。

3 3 89一
8 9

。

39 8 4

。

1 1 4 7一
9 0

。

4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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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从大量测定资料变化规律可见
,

用蓄电池作直流电桥电源
,

其输出只会出现负偏差
,

不会出现普通整流电源出现的正偏差现象
。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可靠性
,

测 定 前
,

后 进 行
“
标定

”
是十分必要的

3) 干电池组测定结果见表 5
、

表 6
。

① 性能好的干电池组作直流电桥电源
,

采样周期 0
.

0 0 0 1秒
,

连续记录仅 0
.

0 02 秒时
,

几

乎无误差
。

采样周期增至。
.

01 秒
,

误差为千分之七

② 采样周期稍加延长
,

误差从 2
.

4 3 1 2% 增至 6 0
.

9 2 5 9%
。

显然
,

干电池不宜作电桥电源

③ 从表 5可见
,

若采样周期为 20
、

30 分钟时
,

虽然电池放置过夜
,

电能有所恢复
,

但

误差也大
。

表数据为同一天连续测五小时的结果
,

误差就高达 9 0
.

4 4 2 1%
,

电力巳耗尽
,

干

电池或电池组均不能作电桥电源

总之
,

电测法用的理想电源是难以满足要求的
。

2
.

关于传感器的影响

正如文献 〔, 1所指出
,

影响直流电桥测定精确度和稳定性的因素有
:
温升误差 , 热能电力

误差 , 接触电阻误差 ; 导线电阻误差 , 漏电电阻误差等
。

我们采用了 10
、

60
、

10 0欧姆三种

阻值的精密线绕电阻
。

用精密整流电源
,

其测定结果见表 7
。

表 7 精密整流电源
、

不同阻值桥臂的测定结果

“二 , “
一

`二 (秒 )

…
。

一 1 5 0 6 0 0

A ( 1 0

B ( 6 0

欧姆电桥 )
。

3 9 7 6 3

。

3 6 7 4 1

C ( 10 0
,,

1
。

2 2 4 6 2

0
。

2 8 2 3 6

0
。
1 5 3 6 1

0
。

1 1 1 9 1

0
。
5 6 7 4 1

0
。

4 3 9 5 1

0
。

3 7 1 3 4

0
。

4 9 4 8 3

0
。

4 7 3 4 2

0
。

4 1 5 3 2

均方差

A ( 10 欧姆电桥歹(% )

B ( 6 0
,,

) (% )

C ( 1 0 0
”

(% )

0
。

3 6 1 7 1

0
。

1 9 3 3 3

0
。

1 6 7 8 1

0
。

2 6 2 1 7

0
。

1 6 7 2 2

0
。

1 3 0 0 3

0
。

5 8 0 9 2

0
。
5 2 2 6 4

0
。

4 3 1 8 4

0
。

5 9 3 4 5

0
。

5 0 52 1

0
。

3 7 2 3 6

误差

由表 7可见
,

各项测定误差均小于千分之六
,

稳定性也很好
。

从提高测试结果稳定性看

桥臂电阻大些好
,

但被测对象如位移
,

变化量小时
,

则测试灵度敏低
,

要兼顾高灵敏度
、

良好

稳定性
。

我们认为关键是选择好电源
,

用精度高的整流电源
,

或在适应性好时用蓄电池作电

源
,

其次是提高桥臂元件精度
。

阻值大小以满足灵敏度要求为妥
。

3
、

关于采样周期

过去应用 S C一 16 光线示波仪作记录器时
,

得到若干条测试曲线
,

许多人常注意分折 各

曲线变化规律或读取特征值
。

然而
,

却忽视 了各相似曲线间并非完全相同这一客观事实
,

亦

即忽视了采样周期和记录时间的影响等
。

.

我们初步确定的采样周期是为了测定动态打纬条件下织口变动的规律 , 为了 各类 织 机

提高织物质量
,

改进有关机构而决定的
。

若车速 20 0转 /分
,

主轴 3 3 0 。

~ 3 6。
“

区间打纬拟取 25

个数据的话
,

采样周期约为0
.

0 0 01 秒
。

考察停车时
,

织 口变位取采样周期 1
、

5
、

10
、

20
、

30

分钟等
。

(该测试系统可达 2 x 10
一 “秒的采样周期一 2 0 4 7秒的 )

。

有关测试结果可见表 1~ 6
。

由表 1 可见
,

在正常条件下
,

误差 1%
,

而表 3表明
,

采样周期小于 15 0秒时
,

误差仅千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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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

然而采样周期延至 3 0 0~ 1 8 0 0 秒时
,

误差达 2
。
7~ 4

.

9%
。

这就表明
,

采样 周期
,

即 测

试记录时间与电源紧密相配合对测试结果有一定影响
。

直流电桥见图 41
, l , 输出电流 19为

:

19 =
R I R s 一 R ZR。

△
E

`

( 1 )

式中

△ == R
o

R: ( R z + R: + R 3 + R ; ) + R
,

( R
i + R: ) x ( R

3 + R` ) +

R一R Z ( R3 + R`
) + R

: (R : + R s ) ( R x + R `
) + 凡R` ( R一 + R : ( 2 )

图 4 有流 电桥

E
.

为电源电压 (伏 )
,
R

.

为电源内阻 (欧 )
,

凡为负载电阻

(欧 )
,
R :

、

R :
、

R3
、

R `
为桥臂电阻 (欧 )

。

由 ( 1 )式可见
: R沐纽== R

: R `
时

,

19
: :

0
,

电桥平衡
,

校正零

位 , 址 OC E
。 ,

即电桥的输出电流大小仅与电源电压成正比
。

换

句话说
,

它与测试时间长短
、

采样周期等无关
。

但是
,

理想的电源几乎不存在
,

电源电能若得不到补充
,

电源电压 E
:

势必下降
,

正如图 3 表明
,

蓄电池放电 E
,

下降并

非直线关系
。

我们应该设法查明各类电源本身E, 变动规律
,

并

合理控制和使用它
,

以期提高测试精确度与稳 定 性
。

我 们 认

为
,

应该从能量转换角度出发解决这一问题
。

电源
、

电桥
、

负载因发热所消耗的功W为

W
= 0

。

2 4 1次 T ( 3 )

式中

T 为时间 , I 为电流 , R为电阻
.

由 ( 3) 式可见
,

电源能耗与时间成正比
。

因电源容量有限
,

若桥臂电阻 (当量电阻 R )小
,

电流大
,

则发热耗能与电流平方成正比
。

实际上 I 也不是常数
。

因此
,

蓄电池有二次曲线
、

线性部分与近似三次曲线下降三个区域
。

同理
,

在整流电源情况下
,

负载发热耗电增加
,

电

源本身发热
,

电压
、

电流都有所波动
,

故有可能出现正
、

负误差
。

无论那种 电 源
,

均 必 须

注意采样周期
。

记录时间对测试结果也有一定影响
。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测定前
、

后均进行
.

“
标定

” 。

充分注意测试所选用的电源精确度
、

稳定性
。

实际上
,

过去常用的
“
标定

”
方法

,

对大量记录曲线都是人工读数
、

分析处理
,

不仅费

时
,

费力
,

而且精确度进一步提高
,

误差至少在 5% 以上
。

欲进一步提高纺织测试的精确度
、

稳定性
,

关键在于将微机系统与传感器配套使用
。

五
、

结 语

将各种传感器与先进的M ar k一 1型数据收集装置和微电脑接口配套用于纺织测试技术
,

是使纺织测试工作进一步提高精确度
、

可靠性和实现自动化的重要途径
。

非电量电测法中
,

电桥的灵敏度
,

测试结果的精确度
、

稳定性
,

除主要取决于电源
、

传

感器
、

记录器等之外
,

还与试验设计
,

采样周期等有关
。

如果测试需要连续记录几小时
,

宜用精度适 当的整流电源
。

若测试记录允许间歇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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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连续记录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

则宜用蓄电池作直流电桥的电源
,

不过必需注意测定前
、

后要
“
标定

” 。

及时检查电压
,

用后充电等
。

甲电干电池组不能作电桥电源
。

传感器的设计
、

制造
,

在保证灵敏度条件下
,

可适当加大阻值以提高稳定性
。

测试试验设计应予以足够重视
,

因为采样周期对测试结果也有一定的影响
。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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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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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冬

18 0 IN P U T a
s
a m 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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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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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 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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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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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0 D E F IN T D

2 2 0 D IM D ( N C H
,
N U M )

,
D 鉴 ( N U M )

2 3 0 SX = 4 0 :
S Y = 2 0 9 :

E X = 6 4 0 :
E Y = 3 9 4 :

DY = 1 1

2 4 0 O P E N K
C O M I : 9 6 0 0

,

N
,
8
, i ,, A S苏i

2 5 0 P R IN T 非1
,

C H R 邪 ( & H 1 5 ) + C H R邪 ( 3 ) : C t
r
l
一

C s e n d t o w a r k
一
1

2 6 0 P R IN T 非i
, a

N I
,

P Rd M P T O K J ,, : GO S U B s吐。

2 7 0 P S IN T 非1
, a C O N V O,, ,

N C H
,
N U M

,

S T 霉: G O S U B 8 4 0

2 8 0 P R IN T $ 1
, a F M T A C

,, : G O S U B 8 4 0

2 9 0 P R IN T a R e a d i n g d a t a n o w l ,,

3 0 0 L C O P Y

3 1 0 F O R K = 0 T O N U M
一
1

3 2 0 P R I N T $ 1 , a S E N D I
, 1 , ,, ,

K : IN P U T
: 1 , P 非

3 3 0 F O R J = 0 T O N C H

5 4 0 IN PU T井 1
,
D ( J

,

K )

3 5 0 N E X T J

3 6 0 N E X T K

3 7 0 C L O S E 井 1

3 7 5 S T O P

3 8 0 R E M

3 9 0 R E M O
u t p u t r o u t i n e

4 0 0 R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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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C L S

4 20 O FRK =0 TO N U M
一
1 :
P RIN T K

4 30 O FRJ =0 TO N C H

0 4 4 P I RN T D( J
,

K ) C O N S T

4 5 0 N E X T J

4 6 0 N E X T K

4 7 0 L C O P Y
:
C L S

4 8 0 L IN E ( S X
, 2 4 )

一

( S X
,
E Y )

,
7 : L IN E ( E X

,
S Y )

一

( SX
,
S Y )

,
7

4 9 0 F O R Y = 2 4 T O 3 9 4 S T E P 3 7

5 0 0 L IN E ( S X一 5
,

Y ) 一 ( S X
,
Y )

,
7 : N E X T Y

5 1 0 F O R X = 4 0 T O 6 4 0 S T E P 3 0

5 2 0 L IN E (X
,

S Y一 5 ) 一 ( X
,

S Y )
,
7 : N E X T X

5 30 C O L O R S

5 4 0 L O C A T E I
, 2 : P R IN T

“ + 10V
,,

5 5 0 L O C A T E 1 1
,
4 : P R IN T

a o ,,

5 6 0 L O C A T E 2 2
,
6 : P R IN T

.

a + 1 0V
,,

5 7 0 L O C A T E 2 2 , 2 0
,
P R I N T a M a r k

一 1 S
a m p l

e p r o g r a m f o r i f一 8 0 0 ”

5 8 0 L O C A T E 2 3
,

1 2 , P R IN T
a s a 奥 p l i n g t im e = ” ,

S T 冬 "
S
a m p l e n u m b

e r = ,,

N U M

5 9 0 L O C A T E 2 3 , 5 4 : P R IN T R IG H T 非 ( a ” + S T R 霉 ( N U M +

6 0 0

6 1 0

6 2 0

6 3 0

6 4 0

6 5 0

6 6 0

6 7 0

6 8 0

6 9 0

7 0 0

7 1 0

7 2 0

7 3 0

7 4 0

7 5 0

7 6 0

7 7 0

V R L ( S T 非) ) + R I G H T 非 ( S T 苏` 1 ) , 1 0 )

IF O T 邪 = a Z ,, T H E N G O S U B 6 3 0 E L S E G O S U B 7 2 0

L C O P Y

C O L O R 7 : E N D

R EM

R EM P S E T o u t p u t s u b
r o u t i n e

R EM

O X = 0

F O R J = 0 T O N C H
:
O X == 0

F O R X = 0 T O N U M
一 1

P S E T ( O X + S X
,
S Y 一 ( D ( J

,

X ) / D Y ) )

O X = O X + 6 3 0 / N U M
: N E X T X : N E X T J

R E T U R N

R E M

R E M L IN E
o u t P u t s u b r o u t i n e

R E M

O X 二 0

FO R J = 0 T O N C H : O X = 0

F O R X == 0 T O N U M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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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 织 侧 试 中 的 应 用( 工) 8 5

7 0 5F I X= 0( T H E N L N E IS X
,

S Y 一 ( D ( J
,

K ) / D Y ) )
一 ( S X

,

S Y 一 ( D ( J
,

X ) / D Y ) )
,

7 E L S E L IN E 一 ( O X + S X
,

S Y 一 (D ( J
,
X ) / D Y ) )

,

7

7 9 0 O X = O X + 6 3 0 / N U M

8 1 0 N E X T X

8 2 0 N E X T J

8 3 0 RE T U R N

8 4 0 RE M

8 5 0 R E M G E T p r o m p t s u b
r o u t i n e

8 6 0 R EM

8 7 0 T M == V A L ( L E F T 冬 ( T IM E 冬
, 2 ) + 3 6 0 0 + V A L ( M I D 冬 ( T IM E 冬

,
4
,
2 ) ) * 6 0 +

+ V A L ( R IG H T 亦 ( T IM E 亦
,
2 ) )

8 8 0 T == T M + 3

8 9 0 IF E O F ( 1 ) A N D ( T ( T M O T H E N P R IN T
a
T i m e o u t l

” ,

C H R非 ( 7 ) : S T O P

9 0 0 P R IN T
a

F O F ( 1 ) ” T = a
T ,, T M 二 T M

附录 2 测 试 结 果 举 例

RU N

S a m p l i n g t i m e ? 0
.

0 0 0 1 5 (采样周期为 0
.

0 0 0 1 5 )

S a m p l
e n u m b e

r ? 2 0 (每一通道采样个数各 2 0个 )

N u m b
e r o

f
c h a n n e

l? 4 (通道为 o
,

l
,
2
,
3
,
4 共五条通道 )

O U T P U T ? ( L IN E == z
,

P S E T == 2 ) ( 1 ) 1 (输出需求 )

R e a d i n g d a t a n o w l (现将采样结果输出于下 )

1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4 2 3

一 14 2 3

一 1 4 2 3

一 1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一 1 4 2 3

1 5 1 6

1 5 1 4

1 5 1 2

1 4 9 6

1 4 9 4

1 4 9 6

1 4 9 0

1 4 8 6

1 4 8 2

1 4 8 8

1 4 9 2

1 4 9 7

1 5 0 0

15 0 5

15 0 8

1 5 1 2

1 5 1 7

1 5 2 2

1 5 2 8

1 5 3 4

8 3 9

8 1 9

7 8 9

7 6 0

8 0 9

8 3 9

8 1 9

7 9 0

7 6 0

8 1 0

8 3 9

8 19

7 8 9

7 6 0

8 1 0

8 3 9

8 19

7 9 0

7 6 0

8 1 1

1 9 7 0

1 9 7 0

1 9 7 0

1 9 7 0

1 9 6 9

1 9 6 9

1 9 6 9

1 9 6 9

1 9 6 8

1 9 6 8

1 9 6 8

1 9 6 8

1 9 6 8

19 6 8

19 6 8

19 6 8

19 6 8

19 6 7

1 9 6 7

1 9 6 7

ǎ日甘1几

干池电组源电
、

线绕阻电直流电桥整流源电(3)
、

光电变换传器感整流源电(2)
、

线滑电阻(糠铜丝)直流电桥蓄池电电源
、

滑线阻电直流电桥整流源电(1)
、

滑线阻电直流电桥

1 9 1 5

1 9 1 5

1 9 1 5

1 9 15

1 9 15

1 9 1 5

1 9 1 5

]
.

9 1 5

1 9 1 5

1 9 1 5

1 9 1 5

1 9 1 5

19 1 5

1 9 1 5

1 9 1 5

1 9 1 5

1 9 1 4

1 9 1 4

1 9 1 4

1 9 1 4

O自nj

刀性二d

内匕叮̀

000曰

n甘
J
.ūn乙八O月任二口八Ot了000口1孟,工1上1上1上1上1工1上.上1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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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一~ p ` - ~ ~ . ~ 、 . , 尸

采样周期 。
.

。。01 秒 采样个数 20

M a r k一 1 S a m p l e p r o g r a m f o
r i f一 5 0 0 ( M a r k一 i 采样程序一 80 0 )

S
a m p l

e t i m e 0
.

0 0 0 1 5 S a m p l e n u m b e r 2 0 (采样数字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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