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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水织机上喷水冲量的研究

李克让  毛志伟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陈  明  麻伟巍

东华大学

摘  要 提出用喷水冲量来衡量喷水引纬力 采用传感器测试了喷水冲量在梭口上的分布并分析了喷水参数对喷水冲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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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水织机的喷水引纬能力是喷水织机性能的一

个主要参数 文献≈曾以水量收集法获得的喷水集

束性来衡量喷水引纬能力 文献≈ 对喷嘴口射流

速度以及喷水引纬力进行了研究 ∀实际上 喷射水

束在梭口飞行过程中 水束不仅存在随着离开喷嘴

出水口距离的增加而加剧的径向发散现象 而且水

束飞行速度也在减小 ∀由于喷射水流对纬纱的牵引

力不仅要考虑喷射水流用于包裹纬纱的水束流量的

多少 而且同时也要考虑用于牵引纬纱的水束速度

的大小 因此采用兼顾水束集束性和速度的喷水冲

量来衡量喷水引纬能力更为准确 !客观 ∀

1  喷水集束性

在喷水织造时水射流从喷嘴口高速喷出并飞跃

梭口 在此过程中水射流逐渐扩散破裂成小水滴而

形成水雾 ∀同时随着水射流与喷嘴距离的增加 其

截面宽度也大幅增加 ∀水射流的这种径向扩散使得

其对纬纱的牵引力减小 不利于喷水射流包裹纬纱

并牵引其向前高速飞跃穿过梭口 从而影响到喷水

织机的入纬率和织造幅宽 ∀因此 在梭口中喷水射

流的径向扩散程度即喷水集束性成为衡量喷水织机

织造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

文献≈指出在喷嘴头的轴线上可按照离开喷

嘴口的距离而把喷水射流分为 初始段 指刚从喷

嘴喷出的水流 在该段内有一等速核 核内具有均质

液体 速度保持不变 基本段 由于周围空气不断

进入水射流 水射流速度逐步降低 射流截面逐渐扩

大 消散段 射流的截面进一步扩大 水的质点雾

化 消散在空中 此段属于无功射流 ∀

理想的喷水射流应具有良好的集束性 即应该

具有较长的初始段和基本段 且在基本段内保持较

高的速度以获得更大的引纬驱动力 ∀

2  喷水冲量测试方法

采用上海华东电子仪器厂生产的 2 型电

阻应变荷重传感器来测试喷射水流轴心线上不同位

置所受喷射水流的冲量大小 ∀冲力传感器结构如图

所示 ∀

 套筒  受力板  感应片与弹性梁 ρ套筒孔半径

图 1  冲力传感器示意图

通过改变套筒 的孔的半径 ρ来控制水射流冲

击感应器受力板 的截面积大小 不同截面所受的

冲量通过感应片 的变化情况来测得 ∀由于喷射水

流在测试点截面的不同处冲击力是非均匀的 为了

方便传感器的标定及其准确性 采用 × 形受力板来

传递冲击力 ∀压力冲量法测试喷射水流集束性的电

路布置和信号采集图略 ∀

3  测试结果与分析

311  测试条件

选取的测试点为距离喷嘴出水口  ! ! ! !

 ! ! ! ! ! ! ! !和 等处 以便测

试出喷射水流冲量在梭口中的分布 ∀

为了对比喷水压力和喷水量对喷水冲量的影

响 在测试时选择了不同参数组合 测试条件见

表  ∀
表 1  喷射水流冲量的测试条件 

测试编号 喷水压力弹簧压缩量 水量限位螺钉调节距离

 较大喷水压力 较大水量

  较小水量

 较小喷水压力 

  

  注 测试采用同一截面 孔半径 ρ为  没有改变套筒孔的

半径大小 即没有改变感应板受水流冲击面积的大小 ∀

312  测试结果与分析

冲量测试得到的脉冲图组可以明显地看出冲量



变化的情况 下面以第 号测试条件为例 给出距离

喷嘴出水口为  ! ! ! !和  等测试点

处的脉冲图形 如图 所示 ∀其中横坐标为计算机

采集时间 对应脉冲图形变化的时间不是以水流开

始喷射为 时刻点的 在测试时是连续采集的 最后

截取其中的一个波形 因此波形的起始点不尽相

同 纵坐标为脉冲信号数值 ∀

由图 得出 喷水冲量是随着距离喷嘴口长度

    

图 2  号测试条件下各测试点处脉冲图形

增加而减小的 冲量变小意味着喷水速度也变小 喷

水冲量的变化也表明喷水速度的变化 这同文献

≈ 对喷射水流速度在梭口中的分布规律测试结

果是相吻合的 ∀冲量小 水流对纬纱的牵引力也小 

在梭口后部喷水冲量已经很小 处峰值仅为

1左右 约为  处峰值的  这样在梭口后

部喷射水流对纬纱的牵引作用就非常有限了 ∀

由图 还可得出 脉冲的峰值出现在中间部分

并且伴有断续现象 ∀这表明喷射水束在该测试点处

距离喷嘴出水口  处已经破碎形成多段水

滴 ∀由于喷水织机喷射水流是非定常流动 其形成

中间水滴的冲量值比较大 ∀

把各测试点得到的冲量脉冲图形的峰值作为衡

量喷射水流集束性的指标愈大愈好 这样可以得

到冲量在梭口中变化的规律 也可以比较集中直观

地进行分析 如图 所示 图 中曲线号对应测试条

件号 ∀

由图 得出 在相同喷水压力不同水量的情况

下 曲线 与曲线 以及曲线 与曲线 的峰值基

本上是相等的 说明喷水压力对喷水冲量的影响大 

对比曲线  !曲线 或者曲线  !曲线  发现在相

同水量不同喷水压力的情况下 喷水量大则喷嘴附

近的喷水冲量较大而在梭口中 !后部喷水冲量较小 ∀

因此 在喷水参数工艺选择上 以满足工艺要求的小

水量为宜 这一方面可以适度增加在梭口中 !后部的

图 3  喷射水流冲量比与离开喷嘴距离之间的关系

喷水冲量值 另一方面也节约了织造用水 ∀

4  结  论

采用喷水冲量来衡量喷水引纬力是可行的 其

分析结果与采用集水法间接用喷水集束性以及与采

用喷水速度在梭口中的分布来衡量喷水引纬力是一

致的 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异 有待于今后进一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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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模型的三维数据拾取和服装曲面的生成

冯毅力  李汝勤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 上海 

摘  要 探讨在二维屏幕上用鼠标实现基于 格式的人体模型的三维数据拾取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流程 得出人体具有一定空隙

度的服装曲面的生成方法 ∀

关键词 格式  三角面片  三维数据  服装曲面

中图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22

  在计算机辅助立体裁剪和虚拟服装试衣系统的

开发中 关键技术之一是人体对象在计算机屏幕上

的拾取 即通过二维屏幕上点的选取得到人体模型

上相应的三维点≈  ∀对于采用三坐标测量仪建立

的人体模型 因测量方法的限制 模型较难全面反映

被测对象的信息 ∀而非接触的光学测量方法 因其

快速 !全面反映被测对象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

本文将研究以美国的 ×≤三维人体扫描仪测量得

到的人体模型的数据拾取及服装中间体生成方法 ∀

1  ΟΒϑ文件格式和模型的数据结构

111  Ωαϖεφροντ的 ΟΒϑ文件格式

×≤得到的是 • √的 文件是多边形

数据模型 其文件是由一些文本行组成 每一行文本

都是由一个关键字开头 如 ϖ表示顶点几何坐标 紧

跟着后面是该关键字所表示含义的具体参数 ∀文件

提供了顶点几何坐标 !顶点纹理坐标 !顶点法向量及

点 !线 !面等模型的基本信息≈ ∀

112  模型的数据结构

为使模型对象满足立体裁减和虚拟试衣的要

求 设计  和  数据结构分别对

模型本身和三角形结构进行定义 ∀
∏ 

 3  Π3  3 Π

 ∏∏√  Π3 ∏√  3 Π

 3 √ Π3  √ 3 Π

 ∏∏  Π3 ∏  3 Π

 3  Π3   3 Π

 ∏∏¬ Π3 ∏¬  3 Π

 3 ¬ Π3  ¬∏ 3 Π

 ∏∏ Π3 ∏  3 Π

 3  Π3   3 Π

 ∏∏  Π3 ∏  3 Π

 3  Π3   3 Π



∏ 

 ∏√≈  Π3  √¬ 3 Π

 ∏≈  Π3   3 Π

 ∏≈  Π3  ¬ 3 Π

 ∏¬ Π3 ¬ 3 Π



2  三维人体数据的拾取

211  屏幕数据点坐标变换

二维屏幕坐标的原点在屏幕左上角 而在

环境中 采用右手坐标系 屏幕是 ΞΟΨ平

面 平面的原点位于屏幕中心 Ζ轴垂直屏幕向外 ∀

因此 首先对二维屏幕坐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即将其

原点移到屏幕的中心 并且使屏幕的四个角的坐标

依次为              ∀因此

进行如式所示的坐标变换 其中 ω是屏幕宽度 

η是屏幕高度 

ξχ

ψχ
 

ξΠω

ψΠη







212  二维屏幕点到三维人体点的转换

因为仪器给出的模型数据反映人体高度方向的

Ζ坐标在 中是垂直于屏幕的 为了显示与

交互的方便 应先将模型进行模式变换 即通过旋转

β将 ΞΟΖ平面位于屏幕 使 Ψ坐标垂直屏幕向内 ∀

接着进行归一化处理 使模型平移到原点 并收缩到

每个坐标均在≈   范围的立方体中 ∀

对于三维模型的一系列三角形小面片在 ΞΟ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