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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S D M一 I型 生 条 动 态

监 测仪 的几 点 改进

徐伯俊

(纺工系 )

黄学祥

(自动化系 )

刘国涛

(纺工系 )

本文论述 了改进后的 S D M一 I型生条动态监侧仪的软硬件研制 及杭干扰措施的

理论依据和实施方法
,

本仪 器具有使用方便
、

成本低康及适应 面广等优点
,

文中还

给 了部分实验数据和性能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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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棉机是纺纱工序的心脏
,

生条质量直接影响成纱等级
,

多年来
,

国内外梳棉专家热衷于

梳棉工艺理论方面的探讨
,

曾使用 当时较为先进的仪器检测梳棉机的梳理力
、

气流
、

转移情况

等等
。

近年来
,

梳棉机械在 自动控制及数字 技术方面迈 出了一大步
,

如瑞士 iR
e et r

公司在

最新制造的 C 4梳棉机中使用两套微处理 系统监测生产过程和 自调匀整 〔̀ ] ,

西 德 T r ut z s o h l e r

公 司制造的 D K一 7 15和 D K 一 74 0高产梳棉机也使用了数字技术 〔” l
。

但 国内在梳棉机械的动

态监测并藉助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方面 的技术基本上尚属空白
。

我们曾在文献 31[ 中 阐述 了

S D M一 I 型 ( S l i v e r D y n a m i e M o n i t o r
一 I ) 生条动态监测仪的功能

、

软硬件研制及某些实

验参数
。

实践证明
: 该监 测仪实测精度可达士 0

.

1克 / 5米 (设计定量 20 克 / 5米时 )
,

用于生产
,

可取代常规的人工采样及数据处理
。

本文就此仪的若干改进意见进行一些分析与讨论
,

以便

更好地运用于生产实际
。

1 S D M 一一 I 型检 lmJ 仪的性能

S D M一 I仪可以同时监测八台梳棉机
,

每个通道装有出条速度和生条截面检测装置
,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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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完成定长采样及数据处理
,

其性能如下
:

设定 定义四只执行功能键
,

分别为
: 5米片段监测及数据处理 ( Z F B S H )

监测及数据处理 ( Z F B A H )
、

轮流显示 ( Z F B C H ) 及打印记录 ( Z F B E H )
,

段监测及数据处理程序执行前要预置自选片段参数 ;

巡检速度 以 3 3 3 3点 /秒速度巡回采集各点数据 ;

显示 可自动或人为轮流显示各台车的各项工艺参数
,

即压辊转速
、

产量
、

平均定量
、

重不均
、

C
.

V值及极差不匀 ;

报警
.

具有轻重条声光报瞥功能 ;

打印记录 可随时打印或每隔半班 自动打印八台梳棉机的七项工艺参数
。

、

自选片段

其中自选片

设计定量
,

2 系统结构

本系统的工作情况 图 和 系 统框图见图 1
、

图 2
。

出条速度检测系统完成出条速度的监

测
,

提供控制定长采样的时间常数及计算产量所必须的产量常数
,

机械式位移传感器将一

定压力下的生条截面变化转换成相应的位移量
,

经差动变压器和测量 放 大器得到与生条厚

度不匀成正比的模拟电压信号
,

A / D 转换器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数字量供计算机接

受
。

计 算 机控制数据 的采集
、

整理
、

判断
、

分析与处理
,

打印机用来打印数据处理结果即

梳棉参数表
。

硫硫棉饥 1~ 88888888888

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廊廊
显示户

打印争

图 1 工作情况

耳买下
泣三习H三三 } 刊

图 2 系统结构

S D M一工生条动态监测仪使用 T P 8 0 1 A单板机
、

T P 8 o 1 P微型打印机为执行系统
,

此外
,

设计了电源电路
、

采样电路
、

测速电路及报警电路等
。

见图 3
、

图 4
、

图 肠和图 6
,

电路原理

详见文献〔3〕[ 4〕。

3 生条不匀的检测转换装置

它的功能是将特定宽度受压状态下的生条厚度不匀转换成 与 其 成 比 例的 模 拟电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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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明

采样部分的设计是整台仪器设计的关键
,

它不同于开关量的测量
, ’

l艺关系到整台仪器的

精度
,

是仪器 没计的难点之一
。

我们本着兼顾成本而在保证满足生产实际的基础上从优设计
。

我们依据目前使用成熟的自调匀整装置的检测精度川 及 Y 3 n 型条干仪的部颁精度标准 t“ I ,

Y

3 11 型条干仪走纸 30 厘米
,

允许偏移% 格
,

动态分辨力仅为 1 / 2 0
,

精度较 低
,

因此
,
我们选

用八位输出的 A D C 0 8 0 9( 或 A D C o s o s) 作为本仪器的 A / D转换芯片
,

满量程时精度为 0
.

2~

0
.

4 %
,

用来作为本仪器的 A / D片较为合适
。

3
.

1 传感器的选择

据文献〔 5〕〔 7〕介绍
,

用于梳棉机自调匀整中纤维材料密度的检测机构 (或装置 ) 有机械

式
、

放射性同位素
、

气电式
、

光电式
、

电容式及超声波检测装置
,

而目前较为成熟的传感装

置有两种
:
一种是气动喇叭 口

`

传感装置
,

一种是机械式检测机构
,

我们运用了使用更普遍的

机械式检测机构
。

这种检测装置的主要特点有
:

优点
:
结构简单有效

,

测量厚度稳定可靠
,

并能准确保持放大杠杆终点移距与测量压辊移

距 间的线性关系 , 看管
、

使用
、

维护和调节方便
,

不受外界干扰
,

纤维类别和温湿度的影响小
。

缺点
:
经测量罗拉紧压后对牵伸与梳理有一定影响 ; 惯性较大

,

灵敏度较低
。

研究表明 5I[ :1[ : 合理设计检测机构配置
、

沟槽罗拉的直径和沟槽宽度
、

沟槽罗拉结构
、

传动方式以及加压
,

是提高系统采样精度的关键
。

凹凸罗拉机械转换头选用上棉二十二厂生产用于自调匀整的产品
,

实测径向 跳 动小 于

O
。

0 1 5毫米
,

传感器选用中原量仪厂生产的差动变压器 D G C一 2 0 2 / B
,

其性能指标如下
:

重复测量误差 (微米 ) ( 0
.

5

测量力 (克 ) 1 5 0~ 2 0 0

总行程 (毫米 )

装卡尺寸 (毫米 )

外形尺寸 (毫米 )

重量 (克 )

0 X 1 4 0

3榨帅

5 7 0

尽管棉条厚度引起的位移量超串传感器的有效动程
,

但生条定量一经确定
,

其动态变量

所引起的位移量则远远小于传感器的有效动程
。

而且差动变压器的线性范围增加 受 到 灵 敏

度
、

线性度及绕线架长度的限制 8[J
,

不宜选用余量较大的型号
。

3
。

2 采样电路设计

文献〔3〕中详述了采样电路的作用原理
,

本文仅介绍其特点
。

采用文氏正弦波振荡电路作传感器激励电源
,

并附加二次稳幅电路
,

频率为 3 K H Z
,

实

测失真度小于 0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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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射极跟射器
,

增加驱动源负载能力 ;

`

差动变压器输出采用桥路结构 ;

采用高精度绝对值整流电路
,

输入范围为 十 10 V一 一 10 V
,

输出范围为 O~ 10 V
,

实测误

差小于 0
。

5 % ,

采用有源低通滤波器 ;

增加一级调节电路
,

可方便调节零点和增益
,

以满足检测需求;

3
.

3 逐次逼近式 A / D转换芯片

本仪器中采用 A D C o s o g (或 A D C o s o s )作 A / D转换
,

它的总框图如图 7
。

它是 C M O S
,

8 位
,

单片双列直插式
。

片内带有 8 路模拟开关
,

并有与微处理器兼容的控制逻辑
。

它采用

逐次逼近法进行八位转换
,

因此模数转换部分包括有一个高阻抗削波器漂移补偿比较器
,

一

个带有模拟开关的 2 56 R 分压器和一个逐次近似寄存器
。

8 路开关可选通 8 路模拟输入的任

何一路模拟单端信号
。

它无需外部的调零和满量程调整
。

由于片内带有多路开关的地址译码

和琐存及 T T L三态输出的琐存
,

因而很容易与微处理机相接
,

转换结果直接挂在数 据总线

上
,

具体性能见文献〔8〕
,

接线图及参考电压提供电路见文献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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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辅助电路的两点改进

除电源电路和采样电路外
,

本仪器还设计了 测速电路和报警电路
,

经实际检验存在一

些问题
,

现分析如下
。

4
.

1 测速电路

图 5的测速电路简单
,

选用元件少
,

可以达到测速的目的
,

但它存在对电源要求高
、

易

产生误动作
、

抗干扰能力差的不足
,

为了保证仪器的稳定性
,

可靠性
,

我们对原电路作了改

进
,

见图 8
。

电路特点
:

对电源的要求低
,

只需单电源 ,

采用灵敏度较高 的光敏三极管
,

对发射部分要求较低 ;

由 B G Z 、

B G 3
构成施 密特 触发器

,

具有一定的门限翻转电压
,

可靠性好
,

有抗干扰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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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强 ;

9
。

报警电路

文献【3〕中曾提到图 6 的报警电路存在两点 不 足
,

一是八台共用一组声光报警指示性不

二是车间机台声音吵闹
,

宜采用鸣响器
,

灯光也应安装在显要位置
。

改进后的电路见图

. _ _

毋
、

P ” 。

秘
1 …
口

` 一

淤(公 )
, `

( {} )

图 9

电路特点
:

指示灯和报警鸣响器直接装在对应机台显要位置
,

以便听到及时处理
。

仍可在面板上装上对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 ;

可将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入对应的梳棉机道夫启停控制电路中
,

以保证一旦发现故障便

及时停车
。

5 软件

S D M一 1生条动态监测仪软件设计采用模块方法
,

手工汇编
,

采用 CJ 之O M E M C O 2 80 编

译软件译成机器码 (可在 A P P L E一 亚机上执行 )
,

全部软件固化在两块 E P R O M 中
,

程序结

构紧凑
,

运行速度快
,

维护
、

扩充
、

开发方便
,

程序主流程框图见图 10
。

下面就一些软件设

计特点作一些讨论
。

上上电电

心心S OO H 执矛示示示
.

, 片瘫娜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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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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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住

爪 1 快速采样确保精度
:

一
_ -

我们知道
,

从模拟信号 x( )t 到离散模拟信号 x
.

(t ) 的过程就是采样
,

采样周期罗和采样

时间
,
是两个重要参数

,

显然
,

采样周期的合理选择是必要的
: T过大

,

将损失信息 , T过

小则会导致过多的数据存贮和运算
。 下

的选择一般应保证在
,
时间内

,

信号 X (约基本保持不

变
,

这在实践中是容易实现的
。

而采样周期 T 则应根据采样定理来选择
。

由文献 9[ 〕知采样定理
:

如果 x( 约 是有限带宽信号
,

即 } f }> f二 时
,

X (尹) 二 o
。

而
x .

(约

是 x( )t 的理想采样信号
。

若采样频率 f
:

镇 Z fm
,

那么
,

一定可以由采样信号 x’ (约 唯一地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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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原始信号 x (t )
。

即
,

若 f
,

) Z fm
,

则可由
x .

( t) 完全地恢复出 x( t) 来
。

从物理意义上来

讲
,

如果采样频率的选择
,

使得对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能够在某一个周期内采样两次以上
,

那么 x’ (约中就包含了x( 约的全部信息
。

反之
,

如果采样次数太少
,

则会产生
“
混迭效应

” ,

将使波形失真
。

由 U
s et r

仪得到的棉纺系统的正常波谱图 (见图 1 1 ( a) )
,

衡量的最小波长为2厘米
,

若道

夫速度作 25 转 /分计
,

则每秒钟输出近 1米
,

即信号的有效最高频率分量 f
口 二 50

,

根据采样

定理
,

采样频率 f
,

) Zf
二 ( f

。

乡 1 0 0 )
,

采样周期 T成 l o m s 。

因此
,

为了确保精度
,

巡检速度必须加快
。

由于检测数据量大
,

采样程序必须设计为边

采样边计算整理的方法
,

采样采用定时采样
,

而片段长度则由控制采样次数来实现
,

到达预

定片段即将其平均值放入预定数据区
。

为了减小测量电桥带来的工频干扰的影响
,

每一测点

的信号在 24 m :
之内采样 10 次

,

然后采用滤波
,

并将余之数值求均作为本次信息进入累加单

元
,

直至每一通道满预定片段后再进行第二片段的检测
,

每批数据处理为 32 个子样
。

关于数

字滤波的机理可参阅文献〔9〕
。

5
。

2 以设计定最确定采样曲线

为了弥补 A D C o 8 0 g转换芯片分辨力低的不足
,
我们设计了

“
跟踪调节法

”
确定采样曲

线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
,

可使其分辨能力增加 2 倍
。

调研表明
,

需测生条存在下述特点
:

梳棉工艺设计中
,

定量以 15 ~ 25 克 / 5米为宜
,

化纤条往往偏轻
,

棉条往往偏重 ;

无自调匀整的清钢联已趋于淘汰
,

而附有优良的自调匀整系统的清钢联流程中的 5米片

段不 匀
,

可稳定在 3 %以下
,

采用棉卷喂入的梳棉机则更低 ;

同一厂家由于前后纺机台的配套数一定
,

则其设计定量范围波动更小
。

生条动态波动量簇土 2
.

5克 / 5米
。

这就给我们有个启示
,

如果我们将其设计定量为基本量
,

而将其设计定量士 波动分量部

分再留有一定余量
,

用此作为我们确定采样曲线的基准
,

则 A / D 转换电量仅为实际电量的

1 / 3左右
,

其余的稳定分量由软件迭加
,

这就达到了提高分辨能力的效果
,

减少了量化误差
。

5 D M一 工仪设计常规采样为设计定量的士 5克 / 5米
,

而且
,

为了灵活起见
,

5 D M一 工仪设计

定量和动态检测范围均设计为无限可调
,

(当然
,

它受到传感部分的限制 )
。

实际精度还受到诸

如传感部分精度
、

电源稳定性
、

放大器温度特性
、

正弦波驱动源的精度等其它因素的影响
。

采样曲线方程为
:

Y = K x + b

K :
采样系数

b
:
跟踪定量

Y :
实际定量

x :

A / D 转换数值

采样系数由动态监测范围确定
,

一般应取整数
,

动态检测范围宜取为 2
.

5 的倍数
。

跟踪

定量
= 设计定量 一 5克 / 5米

。

5
。

3 纱条不匀的数据处理

我们知道
,

要改善纱线的品质就必须研究分析纱条中纤维的排列不匀 (即条干不匀 )
,

不

匀的起因及其与其它因素的关联情况
。

如果我们随时都掌据着纱条不匀的情况
,

我们就能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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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各种工艺和机构的变化
,

以便发现问题或采取适当方法改善之
,

这就是本课题的意义所在
。

建立优良的数学模型
,

是软件设计的关键
,

好的设计思想
,

可使得软件设计达到运转速

度快
、

占用内存少
、

成本投资小的效果
,

为此
,

我们对纱条的不匀结构进行了分析
,

并结合

生产常规检验设计了其中的软件
。

对于表征纱条不匀率的指标
,

常用平均数
、

平均差系数 (即重不匀 )
、

变异系数 ( C
·

V值 )

和极差系数 (即萨氏条干不匀 )
,

除此之外
,

我们还将设计定量
、

产量及输出速度作 为我们本

仪器的输出参数
,

共七项参数
,

基本上满足了一般生产实际要求
。

目前
,

处理纱条不匀的方法有三种
,

一是采用 口 s t e r
仪

,

由于仪器具有自动计算统计特

证数的性能
,

因而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
。

二是常规的切断称重法
。

三是萨氏条干仪检验法
。

它们都为抽样检验
,

有一定的代表性
,

可用来估计生产情况
,

但不能直接反映生产实际
,

另

外
,

尚存在需停机采样
,

浪费半制品的现象
。

本仪器采用动态在线检测
,

兼顾各种方法的参

数
、

达到能和其它方法比较
、

兼容的 目的
。

由不匀理论知道 〔’ ” ] :

纱条的内
、

外不匀有一定的关系 (见图 1 1 ( b ) )
,

即不匀率 .C V值

随着纱段长度的增长而不断增高
。

当所取纱断长度趋向于零时
,

纱段内将不存在不匀
。

它随

着长度L值的不断增加
,

即曲线逐渐接近渐近线 C V ( co ) (总不匀率 )
。

据方差加法定理
,

尚

存在片断长度之间的不匀率
,

即 C B ( L )
,

其趋势与 C V值相反
,

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如下

的关系
:

, 君m
2 4 6 然 1 0

、

2 0 4 0 6 0 1 0 0 2 0 0

、、、 、 、 俩俩NNN
1可可,

.

\\\\\
}}}}}}}}} }}}! } (((( {{{iiiii {{{

LLLLLLLLLLL勘硅成 iii
_ _

}
_____

}}}}} }
...

户户州艾艾
户 ,,

刁刁广 { 一一
.

辉称称己己卜
, 、、

{{{{{产尸尸尸尸尸尸 下闷抽
...

卜卜学
护

/ / / { ]]]

C V

C B

( ,` )

C B ( 0 ) 二 C丫 ( oo )
.曰

- 一
. . .

一
.州 . , . . . . . . . . 月. .

~
. 臼

C V ( L 》

熟条三井子
CB ( L )

(
a

) ( b )

图 1 1

〔C V ( L ) 〕2 + [ C B ( L ) 〕2 = 〔C V ( co ) 〕2 = [ C B (
o

) 〕2

这些论点都是在纱条符合平稳过程的前提下得到的
,

实际纱条不匀是变化的
,

这就提供

我们一种方法
,

就是通过观察其不匀变化情况来判别生产情况
。

实际应用中
,

一般都是需要获知总不匀率
,

另外也常常需要获知一定片段的不匀成份
,

在梳棉工序
,

常用 5 米片段 (清钢联自调匀整则采用 20 ~ 30 米片段 )不匀的波动来衡量工艺和

机械运转情况
。

而且不匀结构有时也对生产起指导作用
,

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的数据处理程

序口 (文献〔 3〕中的部分软件已进行了优化 )
。

5米片段或自选片段不匀的数据处理 ;

长片段或超长片段不匀的数据处理 ;

总不匀率求取软件
。

上述的不匀理论
,

使得软件设计变得简单
,

因为 l米以上的片段不匀已接近总不匀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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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我们首先对各机台 5米片段进行采样
、

数据处理
,

设计原理同 us t e r
兼容

,

进而满 32 个子

样后再对 5米片段进行数据处理
,

等到满 32 组后
,

再对这新的一组子样 ( 1 6 0米片段 )进行数据

处理
,

进而得到总不匀
、

内不匀及外不匀三项指标
,

也得到了短片段
、

中片段
、

长片段以至

超长片段的不匀
,

这种软件设计也为 us t e r
仪国产智能化移植采用内存容量小的微机奠定 了

基础
。

其程序框图见图 1 2
。

5
。

4 轮流显示

本软件设计有参数轮流显示程序
,
并预置了用户定义键 ( Z F B C H )

,

以供随时检查机

台运转情况
。

开开 始始

测测 速速

计计井产价藉
; 欲欲欲欲欲欲欲欲欲欲欲

汉汉 ,}1肠次 数数数 了以铸叹叹
...........................

仔刀;之技敌敌

乡乡R l一一

毓毓毓

数数据处眼眼

仔仔端军钦钦

...

月
“

印印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转到程序首址址

数数 {居处理 、、、、、、、、、、、、、

存存结果数数

显示格式为
:

辱应平」卿
叁数值

参数代码机号

各参数代码见表 l

每一参数显示时间约为 8 秒

极差不匀压 台 设 实 重 vc

辊 时 计 测 不

转 产 定 定 匀 值

速 量 量 量 ( % ) ( % ) ( % )

实际数参

图 1 2

5
.

5 们 印记录

T P 8 o 1P 微型打印机每次横移只能打印一点行
,

要打印出 5 又 7点阵的 A S C 亚码至少要横

移七次
,

如欲打出复杂的汉字和几何图形
,

则要横移更多的次数
。

为了编程方便
,

微打已备控打程序
,

一些代码及汉字可用规定的代码调用
。

S D M一 I 设计了连打程序
。

汉字报表及 19 个自编汉字 (存放在 2 0 0。一 2 2 OF H单元中 )
,

以打印图形命令调用这些信息进行打印
。

说明
:

随时均可由自定义键 ( Z F B E H ) 打印汉字报表
,

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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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程序设计
,

尚未采用节拍式限时中断方式打印
,

所以打印时
,

C P U 中断数据的采

集与处理工作
。

表 2 梳棉参数表 N O
: 0 08

转速 ( Y p m ) 0 2 5 5
`

产量 ( K G / h r
) 2 0

.

2 7

设计定量 ( G ) 2 8
.

0 0

平均定量 ( G ) 2 0
.

6 8

重不匀 U ( % ) 0 3
.

0 7

C ; V值 ( % ) 0 4
.

0连

极差不匀 ( % ) 1 5
.

19

1 9 8 7 年 4 月 1 日

6 抗千扰措施

一台仪器还得有强有力的抗千扰措施
,

才能保证其可靠运转
。

干抗的进入一般分为直接

藕合和 间接祸合
,

前者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直接辐射或任其供电线路传导进入
,

后者则是指

干扰源经过辐射或藕合到其它物体上
,

由于本仪器本身不存在接受设备
,

所以干扰主要是通

过电源进入的外部干扰及机内各部件之间的干扰
。

下面分述各噪声抑制方法
。

6
.

1 电源噪声抑制

电脑仪表的电源设计尤为重要
,

;

因为它牵涉到低电平信号的处理和数据采集与传送
,

因

而要求提供高稳定
、

小波纹的直流电
。

非直流量的各种频率的分量本身就是干扰源
,

电源进

线
、

输出线更易于接受工业现场或天电的各种噪声
,

S D M一 I 中采用了图 13 辅助措施抑制

电源的噪声
。

5见0 0 1
’

一公
。 。 飞 t

`卜、 王。 o n 、
l兀

叼匀2 0V

一一
`

rrr

」」
一一

r 、 二
’

小 t 、以 {{{

…{!!!
,, `- 材材材

一
`

俪二二;{{{{{
...........

兰兰 土 上宁
“
月 {{{{{

~~~
’

T } 】】】

ó

1.!f1.iL

机壳

图 1 3

分析如下
:

高频电感的旁路电容防止交流进线引入高频噪声
,

两只齐纳二极管接成如图所示的双向

变阻器
,

提供明显的门槛电压与充分低的接通电路以抑制瞬变的电网电压
。

电源变压器采用

双重屏散措施
:

将初
、

次级隔离起来
,

使混入初级的外部噪声不致进入次级回路
,

变压器绕

制时除要求级间电容小外
,

要求平衡的初级线圈两侧电容量对称
,

否则初级中心抽头与两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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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之间旁路电容不对称
,

初级中心抽头注入的共模噪声电压会在初级绕阻中引起不平衡的常

模干扰电压
。

电源变压器次级由小电容旁路到地
,

无电感
、

油浸金属壳封装电容适合于旁路 次 级 线

卷的噪声
。

整流滤波电路中采用低频电解电容与无电感高频 电容 ( 通常选为 0
.

01 ~ o
.

l u
f )

的并联组合
,

以进一步减小高频瞬变进入系统的可能性
。

实践证明
,

对电源变压器初
、

次级

接地作不同处理
,

噪声抑制效果将明显改善
,

图中采用初级地接大地
,

次级地接机壳
,

机壳

对大地浮空
。

6
.

2 信号的屏蔽
、

隔离与滤波

屏蔽与隔离是抑制噪声的简单易行的途径
,

较好地应用它
,

可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

我

们在研制 S D M一 工 时积累了一些经验
,

如下述
:

仪表外壳采用金属薄板制成
。

它形成一个天然的优质屏蔽罩
。

整个机壳电位为零电位
,

同时可解决系统中错综复杂的地位之困难
,

避免由于线间电容产生寄生振荡 ,

T P S贝单板机与采样板
、

电源板等硬件部分用金属板隔离
,

由于计算机线间交换信息频

繁
,

且较为娇嫩
,

即使微小干扰也可能导致差错
,

破坏程序
,

因而机内采用二次屏蔽
,

较好

地解决了计算机受其它硬件部分的干扰问题 ;

差动变压器驱动部分
,

采用单独的电磁屏蔽壳封装
,

输入输出均采用较好的屏蔽线
,

尽

量缩短线长
。

高频部分采用平行短连线
,

且整体大地的双面板制成
。

将输入信号线双绞有利

于消除磁感应的噪声
,

但当输入信号线屏蔽外皮接地不适当时
,

其模噪声电压对信号线与其屏

蔽外表间的分布电
`

容充电
,

使不平衡噪声进入系统产生干扰
,

正确的接地要求屏蔽外表与现

场地 相连
,

接地与接零对线路工件极为重要
,

限于篇幅
,

不多赘述 ;

外电路与计算机输入
、

输出均采用光电藕合
,

以防止干扰通过地线进入计算机
。

6
.

3 软件抗干扰方法

对于现场监测
,

要求采集的数据具有代表性
,

提高采集数据的数学期望
,

抑制噪声
,
可

采用软件滤波方法
,

即将一小组数据中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去除
,

余之平均作为此间数值存贮

或传送
。

但这种方法是以牺牲系统采集的频宽为代价的
,

应视实际情况予以采用或舍弃
。

S D M一 工 仪中设计为调用子程序形式 4[]
。

以便视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

7 实验与结论

为了检验 S D M一 工仪的性能及运转情况
,

我们分别在上棉二十二厂
、

常州国棉一 厂
、

无锡

轻工业学院棉纺实验室做了电压波动
、

A / D转换线性度
、

传感器特性
、

凹凸罗拉传感特性等实

验
,

有关参数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
.

99 9 ,

设定后两周内的运转表明
:
实测误差小于士 0

.

1克 / 5米
。

此外
,

我们还做了与 U s et r
仪 C

,

V 值对比试验
、

漂移情况
、

抗千扰能力
、

软件运转校核等实

验
,

实际观察表明
: S D M一 I仪稳定

、

准确
、

可靠
,

未发现任何干扰运转的情况
。

详细实验

数据及图表见文献〔3〕【4〕
。

改进后的 S D M一 工 仪具有以下特点
:

报瞥电路及测速电路更趋完善
。

实践证明
:
整台仪器运转更为可靠

。

优化后的软件可进行长
、

中
、

短片段的内
、

外不匀及总不匀的检测 ,

各有机台之间的外不匀数据处理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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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与 U s tr e
仪的 C ;V值

、

传统切断称重法得之的重不匀及萨氏条干的极差不匀相一致

的参数
。

并附有出条速度
、

产量
、

设计定量及实测定量等数据 ;

可轮流显示或打印上述七项工艺参数 ;

常规5 米片段的不匀处理主程序中增设了5 米内不匀及长片段( 16 0米) 不匀的数据处理 ,

备有自选片段 (3 毫米~ 1 5 0 0千米 )的采样及数据处理
,

一旦出现轻重条
,

即能声光报警
:

可用于与 Y 33 1仪联机作为条粗不匀的检验 ;

检测与处理系统可为新型梳棉机自调匀整借鉴 ;

稍作改造
,

可作为其它纺纱机台不匀信号的检测与处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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