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崇元 甲壳素资源的综合利用与发展 湿法冶金   ∗

 

  刘世英等 医用甲壳质与壳聚糖纤维的开发现状及前景 产业用

纺织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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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新等 壳聚糖 丝心蛋白合金膜的研究   合金膜的结

构及其对丝心蛋白吸水性和机械性能的改善 高等学校化学学

报   ∗  

  梁传信等   ∂ 口  #        膜 Ν力学的性质 

≥∞2 ≥  ∗  

   ° °≥ ƒΠ≤ 

ƒ∏ °≥  ∗  

  杨之礼等 粘胶纤维工艺学第二版 北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 

  

  ∏ ×∏≤  ≥ ƒ

 ¬ ≥≥  ∗  

   ⁄∏  ≥ ƒ  ≤∏

∞ ∏∏≥∏≥≥  ∗  

织物组织设计中的综合和分解算法

赵良臣  闻  涛
浙江工程学院 杭州 

摘  要 基本纹板概念和基本纹板阵的引入是计算机织物组织设计系统研制的基础 它揭示了纹板排列和穿综排列与织物组织间

的关系是完全对称的 为织物组织设计的分解与综合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素织物组织设计中还必须同时考虑综框方面的约束

要求 ∀

关键词 织物组织设计  织物组织分解  复合组织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1  织物组织上机图及其矩阵表示

传统的织物组织设计中的上机图如图  由纹

板图左下 穿综图右上和组织图右下三部分

组成 ∀各图可用只含 和 的布尔阵来表示 分别

        

图 1  织物组织上机图

记作 ΩΒ ΧΖ ΖΖ ∀

ΩΒ 

   

   

   

   

   

   

   

ΧΖ 

      

      

      

      

ΖΖ 

      

      

      

      

      

      

      

ΩΒ阵中每行对应一块纹板 每列反映了一种

经线的提升规律 ∀例如可约定用 表示提升 表

示不提升 ∀本例中 ΩΒ 有四列 故有四种提升

规律 ∀

ΧΖ阵中每行对应一个综框 每个综框受一种

经线提升规律的控制 ∀ ΧΖ阵的列表示一根经线穿

入了哪个综框 本例中第 和第 经都穿入了综框

 亦即这两根经线的提升规律由 ΩΒ的第一列来

控制 ∀

ΖΖ阵是织物组织循环的一个基本单元 例中

的组织由 经和 纬交织出的 个组织点组成 ∀

应采用与 ΩΒ阵中一致的约定 用 表示经浮 用 

表示经沉 ∀ ΖΖ阵可以看作 ΩΒ阵各列的可重复排

列 ∀

一般地 当第 ϕ根经线穿入第 Ι个综框 ∀则有 

ΖΖ≈ι≈ϕ  ΩΒ≈ι≈ Ι 

  一根经线能且只能穿入一个综框 故 ΧΖ阵元

素取值为 

ΧΖ≈ κ≈ϕ   
 κ  Ι

 κ Ξ Ι

如此可写成复杂的乘积式 

ΖΖ≈ι≈ϕ  Ε
κ

ΩΒ≈ι≈ κ 3 ΧΖ≈ κ≈ϕ 

或相应的矩阵表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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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Ζ  ΩΒ 3 ΧΖ 

式虽然简洁 但并不实用 ∀

2  基本纹板与织物组织设计图

纹板阵的列反映了经线的提升规律 通常情况

下是互不相同的 ∀但纹板阵的行则可能有相同的 ∀

事实上 在实际织物组织的纹板阵中往往存在大量

彼此相同的行 ∀纹版阵可以分解为初等矩阵 Ε 和

只含不同行的纹版压缩阵 ΨΣ之积 ∀本例中

ΩΒ  Ε 3 ΨΣ 

   

   

   

   

   

   

   

3

   

   

   

   



代入式得

ΖΖ  Ε 3 ΨΣ 3 ΧΖ 

相应地式变为

ΖΖ≈ι≈ϕ  Ε
κ

Ε
λ

Ε≈ι≈ κ 3 ΨΣ≈ κ≈λ

3 ΧΖ≈λ≈ϕ 

  注意到 Ε 阵中每行有且只有一个非零元素 

ΧΖ阵中每列有且仅有一个非零元素 ∀因此式

右端求和式中真正需要关心的只有一项 具体地说

只需要记下 Ε 中的 ι行中元素 所在的列号 κ 

ΧΟΛ和 ΧΖ中ϕ列元素 所在的行号 λ ΡΟΩ ∀为

此将 Ε压缩为只记非零元素所在列号的向量 ς Α

将 ΧΖ压缩为只记非零元素所在行号的向量 ς Β ∀

于是式可改写为 

ΖΖ≈ι≈ϕ  ΨΣ≈ ΧΟΛ≈ Ρ ΟΩ

 ΨΣ≈ ς Α≈ι≈ ς Β≈ϕ 

为了使织物组织设计窗口布局更合理 取 ΨΣ的转

置

ΒΩΒ   ΨΣ
Τ



这样式写成 

ΖΖ≈ι≈ϕ  ΒΩΒ≈ ς Β≈ϕ≈ ςΑ≈ι 

在以下的叙述中 称为 

ΒΩΒ为基本纹板阵 它是纹板阵 ΩΒ删去所

有相同行后的转置 其列向量称为基本纹板 列数为

基本纹板数 ΒΩΒΣ 行数是综框数 ΖΠΣ ∀

ς Α为纹板排列向量 ς Α≈ι的工艺含义是第 ι

块纹板的基本纹板号 ∀向量元素个数等于纹板数

ΩΒΣ ∀

ς Β为穿综排列向量 ς Β≈ϕ的工艺含义是第 ϕ

根经线所穿入的综框号 ∀向量元素个数等于穿综数

ΧΖΣ ∀

就图 的例子 可得

ΒΩΒ 

   

   

   

   

ς Α  ≈      

ς Β  ≈      

图 2  织物组织设计图

  按式求组织点  

ΖΖ≈≈  ΒΩΒ≈ ς Β≈≈ ς Α

≈  ΒΩΒ≈≈   即这是

一个经沉点 ∀

图  是增加了基本纹板

图 并将纹板图改用纹板排列

图后的织物组织设计图 ∀

3  织物组织设计算法

311  综合设计算法

综合设计方法是指通过纹板和穿综设计来获得

组织 ∀事实上由 ΩΒ易得 ΒΩΒ和 ς Α而穿综设计

就是 ς Β 所以本算法可归结为已知 ΒΩΒ ς Ας Β 

求 ΖΖ ∀

ΒΩΒ和 ΖΖ 阵都是布尔阵 各元素仅需用位

记存 ∀采用各行作列压缩较方便 ∀用 ≤ 语言

的位运算符 则式右端值为 

√  ΒΩΒ≈ ς Β≈ϕ≈ ς Α≈ι µ 

 Ξ µ ς Α≈ι   

式中赋值运算符需根据 √值是否非零分别

按位或及按位与 

√  ΖΖ≈ι≈ϕ µ   Ξ µ ϕ  

ΖΖ≈ι≈ϕ µ   ∗  Ξ µ ϕ  

  综合设计可用在对组织的重复 对称 镜像等比

较简单的应用中 ∀

312  分解设计算法

分解设计是指直接进行组织设计 然后从组织

分解出纹板和穿综的工艺数据 ∀因此本算法可归结

为已知 ΖΖ 求 ΒΩΒ ς Ας Β 进而由 ΒΩΒ及 ς Α

算出 ΩΒ ∀

事实上式已指出了分解的途径 ΖΖ 阵的 ι

行取自于 ΒΩΒ阵的 ς Α≈ ι列 ΖΖ 中任意两行 ι 

ι 只要 ς Α≈ι  ς Α≈ ι 那么它们仍取自 ΒΩΒ

阵中同一列 ∀因此删除掉 ΖΖ阵中相同的行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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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ΒΩΒ阵 ΒΩΒ阵的行与 ΖΖ阵的列的关系亦

是如此 ∀分解设计算法主要是下面三步 ∀

按照一定的次序逐行扫描 ΖΖ阵 首次出现的

不同行将作为基本行 基本行的序号就是基本纹板

号 ∀与基本行相同的行具有同一序号 这就得到

了 ς Α∀

类似地逐列扫描 ΖΖ阵 首次出现的不同列将

作为基本列 基本列的序号就是综框号 与基本列相

同的列具有同一序号 这就得到了 ς Β ∀

最后从 ΖΖ 阵中摘取基本行和基本列的交点

值 经转置后就是 ΒΩΒ ∀

复合组织的设计可以利用分解算法 在衬衫料

和手帕类织物的设计中更是将分解设计作为主要的

设计手段 ∀

4  结束语

基本纹板概念和基本纹板阵的引入是计算机织

物组织设计系统研制的基础 ∀它揭示了纹板排列和

穿综排列与织物组织间的关系是完全对称的 ∀关系

式为织物组织设计的分解与综合算法提供了理

论基础 ∀采用基本纹板及位处理方法能大幅度降低

存储开销 这对规模较大的组织像手帕这类织物

效果尤为显著 ∀设计师在织物设计过程中总是交替

使用分解设计和综合设计这两种方法的 提供方便

灵活的用户界面是一个计算机织物组织设计系统的

基本要求 ∀

综框数是素织物织机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 目

前大部分织机的综框数小于  这就是说素织物设

计中必须考虑综框方面的约束条件 ∀上述分解算法

中没考虑综框约束 称为无约束分解算法 ∀

 无约束分解算法的分解结果 ς Ας Β ΒΩΒ

与算法中扫描方式有关 ∀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没

有什么问题 但有时设计人员出于工艺考虑 仍希望

调整综片次序 ∀这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置换 软件系

统可方便地实现这一点 ∀

  , ν

σ σ σ

α α , αν

ψ

  , ν

σ σ σ

β β , βν

   经过无约束分解后 所需的综框数总是最少

的 实际上这并不总是好事 涉及综框负荷的均匀分

配问题 ∀最简单的平纹组织只需二片综 但大部分

企业在织造时采用四片以上综 这样做有利于减小

综框负荷和织机保养 ∀

一般地 设某一组织经无约束分解后综片数为

ν 织机能提供的综框数为 Ν采用整数除法 存在

整数 κ和 ρκ ∴ ρ ν 使 Ν  κ
3
ν  ρ简称 κ

为复制系数 ∀以下给出复制后的矩阵变换关系 

ΧΖ  

 ΧΖ 

  ΧΖ

ΩΒ ΩΒ ΩΒ ΖΖ ΖΖ ΖΖ

 
ΚΒΩΒ Κς Β

Κς Α ΚΖΖ

  记复制后的排列向量为 Κς Α和 Κς Β 基本纹

板阵为 ΚΒΩΒ ∀注意到复制前后纹板排列向量并

没变动 穿综排列向量和基本纹板阵变化也极为简

单 ∀易得

Κς Α≈ι  ς Α≈ι 

Κς Β≈ϕ  ς Β≈ϕ ΧΖΣ  ΖΠΣ 3 ϕΠΧΖΣ

ΚΒΩΒ≈ι≈ϕ  ΒΩΒ≈ι  ΖΠΣ≈ϕ 

  有了上述三式 再按式 !式就可计算得

到组织阵 ΚΖ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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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花式纱线及其织物技术进步研讨会0正在征集论文

经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和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研究 决定于今年 月/第十届

上海国际纺织工业展览会0期间 召开/第十届全国花式纱线及其织物技术进步研讨会0 ∀现热忱欢迎相关单位的代表参

会并围绕以下主题撰写论文 ∀

会议主题 我国花式纱线产品 !技术 !设备发展回顾 国内外花式纱线技术发展趋势 国内外花式纱线机介绍 国内外

花式纱线产品的开发 花式纱线成本核算与效益评估方法 花式纱线行业标准制订的探讨 花式纱线织物结构分析及产

品设计 !流行色应用 新型纺织原料在花式纱线上的开发和利用 ∀

会议期间 组委会将根据文章的质量评选优秀论文和指定做大会交流 并在会议期间颁发论文获奖证书 ∀为便于统

一排印 请将文章的打印稿和软盘同时在 月底前寄达主办单位 或通过 ∞2传到组委会 ∀

联系单位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信息专业委员会     电   话 2 ΠΠ

地   址 北京市延静里中街 号办公楼六层 传   真 2  

邮政编码  电子邮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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