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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藤纤维和导管长度的近红外光谱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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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对我国华南地区六种棕榈藤的纤维和导管形态特征进行了观测!研究了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

预测棕榈藤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六种棕榈藤的纤维平均长度在
"00=

&

"=".

'

C

!导

管的平均长度在
"/!,

&

0"0=

'

C

$发现棕榈藤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模型的建立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和完全交

互验证法!在
!,/

&

0#,#9C

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纤维长度之间建立的模型的相关性较好!校正

模型和预测模型的相关系数
E

3

和
E

)

及标准误差
1UA

和
1UV

分别为
/'=*

!

/'*,

和
./

!

".*

!在
!,/

&

0,//

9C

全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导管长度之间建立的模型的相关性也较好!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相关

系数
E

3

和
E

)

及标准误差
1UA

和
1UV

分别为
/'=.

!

/'*/

和
"/"

!

0+"

#说明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可以用来预测

棕榈藤的纤维长度及导管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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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藤隶属于棕榈科!是单子叶植物#棕榈藤原藤与木

材与竹材最大的不同是其茎多为攀缘状!韧性良好!是藤家

具和一些藤工艺制品的优良材料(

"

)

#棕榈藤材的显微构造与

木材不同!主要区别是棕榈藤材的维管束呈星散状分布于基

本组织中(

0

)

#其中组成维管束的两大主要组分是纤维和导

管!由于维管束的分布方式的不同!决定了棕榈藤茎中纤维

和导管存在形式与木材中的不同#目前!关于生物质材料中

的纤维和导管形态特征通常采用传统的组织切片法和纤维离

析图像分析等方法获得相关的信息#对于应用无损检测技术

对其纤维和导管形态特征参数进行预测在木材中也少有报

道(

!

!

#

)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是一项现代无损检测技术!它

具有不破坏样品而对样品的成分和结构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的特点(

,

)

#近年来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木材的解剖"物理

力学及化学等木材性质预测和评价方面应用越来越多(

+-"/

)

#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应用于木材性质的检测原理是依据样品

光谱所包含的结构与组成信息与木材性质之间建立数学关

系!来预测或评价未知样品的性质(

""

)

#由于棕榈材在显微结

构上与木材有显著不同!本文应用传统的离析与图象分析测

量法观察测量了六种棕榈藤藤材样品的纤维及导管形态!并

将测得的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实验值与近红外光谱数据建立

数学关系模型!探索应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预测棕榈藤藤

材纤维和导管长度的可行性!以期为快速评估棕榈藤材的这

两项材质特性指标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

"

!

材料和方法

$%$

!

材料

六种大中径棕榈藤即黄藤%

(>I$R"RER

;

S$>E

N

>E,H>I

%

?8932

&

B233'

&!钩叶藤%

73IBHRBR$,>5IEE>">B233'

&!单叶

省藤%

8>3>$OSS,$

;

3,B,

A

R3,OS M2<

&!弓藤%

8>3>$OSE1>=+

<RB3><OSBE5524

&!大白藤%

8>3>$OS

A

>=IE,,B233'

&!广西省

藤%

8>3>$OS

N

O>"

N

#,I"S,SA'K'M2<

&采自广东!广西及海南

省#每种取
!

株!在每株的基部!下部!中部及上部各截取

#,CC

的藤段!将其从外向内锯解成厚度为
",CC

的薄片

试样#将此小试样用于近红外光谱的采集及纤维和导管形态

的测量#

$%&

!

近红外光谱采集及实验真值测量法



采用美国
;1N

公司生产的
O8Q1

)

23

光谱仪!在实验室

温湿度恒定的情况下!在全波谱范围%

!,/

&

0,//9C

&内采

用两分叉光纤探头在样品
#,CC

弦切面的中间部位采集藤

材光谱!每个样品采集光谱两次!每个面一次#所有的试样

在采集光谱前均在恒温恒湿箱中进行含水率平衡!含水率为

"0[

左右#光谱数据采集及预处理采用的是
;1N

公司的
S9-

:<3%

软件!进行多变量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时采用
A;GX

公司的多变量统计分析软件
a96358CQ25

#

在纤维和导管实验值测量前!首先应用常规的组织切片

法对棕榈藤材的纤维和导管的显微形态进行了原位观测#然

后将采集光谱的样品的相应部位进行材料离析!采用的离析

液是冰醋酸与过氧化氢混合离析液#离析样品置于
*/p

烘

箱中加热离析约
!

&

,

天#离析后的样品用
0[

番红染液染

色!在光学显微镜下用图象分析系统进行纤维和导管长度和

宽度实验值的测量#

0

!

结果与讨论

&%$

!

棕榈藤纤维及导管形态特征

棕榈藤为单子叶植物!主要特点是茎干由星散维管束组

成(

0

)

#存在于皮层及维管束鞘的纤维及后生木质部大导管是

其微观构造中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其对棕榈藤藤材的利用

及品质具有重要影响(

"0

)

#图
"

为采用切片法原位观测到的黄

藤藤茎的纤维和大导管的显微形态!图
0

为材料离析分离出

来的纤维和大导管显微形态#离析后的样品应用显微图象分

析系统测量其纤维及导管长度和宽度!表
"

所示的是六种藤

材的纤维和导管平均形态特征值#

'(

)

%$

!

G(/.3:+.9/+9.,35/.3:::,/+(3035.*++*0

'(

)

%&

!

G(/.313.

6

2373

)8

355(>,.*04<,::,7.*++*0

!!

从表
"

中可以看出!棕榈藤的纤维宽度和导管的宽度值

相对于其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来说!各藤种的差异较小#近

红外光谱与棕榈藤藤材性质实验值间建立校正模型和预测模

型!需要光谱值与实验值进行一一对应#在测量的棕榈藤的

各小试样中!其纤维长度值范围在
0#".

&

=.,

'

C

!导管长

度值范围在
0.*.

&

."0

'

C

!纤维宽度值范围在
00

&

"#

'

C

!

导管宽度值范围在
!,/

&

==

'

C

#

?*>7,$

!

G3.

6

2373

)

(/*7/2*.*/+,.(:+(/:<*79,:355(>,.:

*04<,::,7:35:(-.*++*0:

6

,/(,:

藤种
纤维长度

*

'

C

纤维宽度

*

'

C

导管长度

*

'

C

导管宽度

*

'

C

大白藤
"=". "= ",=! 0/*

钩叶藤
"*/" "= "+#0 0.#

广西省藤
"+!, ", "/!, "#0

单叶省藤
",*# "= 0"0= !"0

弓藤
",!/ ", "##, 0##

黄藤
"00= ". "#00 0!!

&%&

!

近红外光谱预测棕榈藤藤材纤维及导管长度

0'0'"

!

棕榈藤近红外光谱图

在采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时!根据研究材料的材性指

标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采谱切面#棕榈藤纤维及导管沿轴向

伸长!预测其纤维形态和导管形态时!采集其弦切面光谱信

息!光谱图见图
!

#棕榈藤的光谱图与木材的光谱图在谱区

分布类型上是一致的!但在光谱吸收强度方面表现不同#

'(

)

%A

!

C>:3.

6

+(30:

6

,/+.*35+*0

)

,0+(*7:,/+(3035.*++*0

0'0'0

!

棕榈藤纤维及导管数据分析及模型建立

采集样品弦切面光谱时设计将一个弦切片的两面均进行

采谱!以保证光谱包含较全的样品信息#分析时首先采用多

变量分析软件求得样品光谱平均值!并将原始光谱进行一阶

导数%图
#

&和二阶微分预处理!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及完全交

互验证法!在全波段
!,/

&

0,//9C

谱区内分别建立原始光

谱"一阶导数和二阶微分预处理后光谱与纤维长度"纤维宽

'(

)

%F

!

'(.:+4,.(<*+(<,:35+*0

)

,0+(*7:,/+(3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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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导管长度"导管宽度间的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

!!

纤维长度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去掉部分信噪比较大的谱

区!在
!,/

&

0#,#9C

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纤维

长度之间建立的相关性较好!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的相关系

数分别达到了
/'=*

和
/'*,

!建立的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见

图
,

和图
+

$导管长度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在
!,/

&

0,//9C

全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导管长度之间建立的相关

'(

)

%H

!

U*7(>.*+(30134,7355(>,.7,0

)

+235.*++*0

'(

)

%J

!

R.,4(/+(30134,7355(>,.7,0

)

+235.*++*0

'(

)

%K

!

U*7(>.*+(30134,735<,::,77,0

)

+235.*++*0

'(

)

%M

!

R.,4(/+(30134,735<,::,77,0

)

+235.*++*0

性较好!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

和
/'*/

!建立的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分别见图
.

和图
*

#纤

维长度和导管长度模型的详细相关指标见表
0

#

?*>7,&

!

R.,4(/+,4.,:97+:355(>,.7,0

)

+2

*04<,::,77,0

)

+235.*++*0

类别
主成

分数

校正模型

E IG1UA 1UA

预测模型

E IG1UV 1UV

纤维长度
"0 /'=* += ./ /'*, ".. ".*

导管长度
"" /'=. "// "/" /'*/ 0,* 0+"

!!

另外!在建模的过程中发现纤维宽度和导管宽度与近红

外光谱数值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分析其原因!认为主要有

两方面!一方面从实验值分布范围来看!相对于纤维长度和

导管长度数值而言!纤维宽度和导管宽度数值分布范围较

窄!推测参与建模的数值的分布范围较窄可能是影响其相关

性低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从实验值精度来看!由于纤维宽

度和导管宽度数值相对较小!推测在测量时可能人为带来的

误差也降低了实验值的精度!从而对模型的精度也有一定的

影响#

!

!

结
!

论

!!

采用组织切片法对棕榈藤的纤维和导管的显微形态进行

了原位观测!确定其纤维和导管的分布形式与木材不同#将

我国华南地区的六种棕榈藤的纤维和导管进行离析!应用图

象分析测量法对其纤维形态特征和导管形态特征进行了测

量!发现六种棕榈藤的纤维平均长度在
"00=

&

"=".

'

C

!平

均宽度在
",

&

"=

'

C

!导管的平均长度在
"/!,

&

0"0=

'

C

!

平均宽度在
"#0

&

0.#

'

C

#应用近红外漫反射光在
!,/

&

0,//9C

全波谱范围内采集棕榈藤藤材弦切面光谱信息!将

原始光谱数据进行一阶导数和二阶微分预处理!并结合偏最

小二乘法和完全交互验证法建立模型!结果表明!棕榈藤材

的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与近红外光谱值具有较好的相关关

系!未发现其纤维宽度及导管宽度与近红外光谱信息与具有

明显的相关性#在建立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模型中!发现在

!,/

&

0#,#9C

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纤维长度之

间建立的模型的相关性较好!校正模型和预测模型的相关系

数
E

3

和
E

)

及标准误差
1UA

和
1UV

分别为
/'=*

!

/'*,

和
./

!

".*

!在
!,/

&

0,//9C

全谱区内用一阶导数处理的光谱与

导管长度之间建立的模型的相关性较好!校正模型和预测模

型相关系数
E

3

和
E

)

及标准误差
1UA

和
1UV

分别为
/'=.

!

/'*/

和
"/"

!

0+"

#由此看来!棕榈藤纤维长度和导管长度模

型特征值均表明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可以用来预测其纤维长

度和导管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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