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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仪器在织物纬斜检测中的应用

张峰
东华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上海  

摘  要  由于微处理器功能的限制 传统的织物纬斜检测装置难以对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为此采用美

国国家仪器公司的虚拟仪器技术对传统装置进行改进 使用计算机代替微处理器 通过数据采集模块采集织物纬

斜数据 使仪器在实现织物纬斜检测任务的同时 对所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从而进一步研究织物纬斜存在的规

律 ∀经过多次实验发现 改进后的纬斜检测装置实现了对纬斜 !纬弯的在线检测和处理 可以综合利用测试数据对

织物的纬斜规律进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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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织物后处理过程中 由于水洗 !漂染等工艺使

织物中纱线受到不均匀的张力易造成纬纱变形 从

而直接影响成品质量 因此纬斜已经成为急需解决

的难题之一≈ ∀目前在国内外 纬斜的检测方法主

要以光电检测≈  为主 ∀系统由光电传感器 !前置

放大电路 !微处理器 !调节器和执行机构组成 采用

微处理器对数据进行运算和处理 然而由于微处理

器功能的限制 使大量检测数据不能够保存下来 因

此系统不能对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 ∀

本文开发了一套基于虚拟仪器的织物纬斜检测

系统 对传统的纬斜检测装置进行了改进 ∀将传统

的纬斜光电检测装置通过虚拟仪器和计算机联系起

来 由计算机取代原系统中的微处理器 把纬斜检测

数据输入到计算机中 对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 并通

过数据采集卡控制纬斜矫正机构对纬纱进行调整 ∀

1  系统组成

本系统中的检测装置 !执行机构与现有纬斜检

测系统基本相同 信号调整电路和系统执行机构的

电路部分根据数据采集卡的电路特性做了改动 ∀主

要是为了使信号调整电路的输出电压 !电流与采集

卡的输入电压 !电流相匹配以及数据采集卡的输出

电压 !电流与执行机构的输入电压 !电流相匹配 另



一方面 用信号调整电路中的隔离电路减小输入信

号对数据采集卡的影响 减小噪音信号对纬斜数据

的影响 提高系统的信噪比 ∀

111  硬件构成
系统构成如图 所示 ∀由信号采集 !系统控制

显示和纬斜矫正 大部分组成 ∀其中数据信号的采

集采用 ∏公司的 位基于 °≤

总线 ∞系列的数据采集卡 °≤2∞完成 ∀该采集

卡采用虚拟仪器最常用的 °≤接口形式 具有灵活 !

成本低的特点 它可将现场数据采集到计算机 对其

进行处理 同时将计算机产生的控制信号输出到纬

斜矫正机构 对织物的纬斜状态进行调整 ∀

图   系统结构图

ƒ  ƒ 

°≤2∞ 数据采集卡的性能指标  路单

端Π路差分模拟量输入 路模拟量输出 个数字

量Π口 对应信号的双极性输入和单极性输入 量

程有 ?  ∂和 ∗  ∂ 种 分辨率为 位 最大采

样率千次Π∀

系统中的检测装置 !执行机构因与传统装置相

似 不作为本文重点 本文着重论述虚拟仪器技术在

系统中的应用 ∀

112  软件实现

本系统软件平台的建立是基于美国 公司推

出的 ∂∞• 图形化编程语言≈  
其功能强大 !应

用便捷 ∀虚拟仪器检测系统利用 ∂∞• 的开放

性 使得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能够得到充分的应

用 ∀对于不同的检测对象以及不同的检测环境 可

以通过编制相应的检测软件和相应的设备组合实

现 ∀由于虚拟仪器应用软件集成了仪器的所有采

集 !控制 !数据分析 !结果输出和用户界面等功能 使

得传统仪器的部分硬件甚至整个仪器都被计算机软

件所代替 ∀基于虚拟仪器的纬斜检测系统软件主要

包括数据分析与处理 测试结果显示 !输出和保存 

超标预警等功能 ∀

11211  数据分析与处理

数据分析与处理是整个检测系统的关键环节 ∀

本系统利用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存储 !运算能力和

∂∞• 自带的高级分析函数库中的若干功能 对

所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处理 ∀在信号预处理阶段 运

用高级分析函数库中的滤波函数对采集来的数字信

号进行滤波处理 消除了噪声等干扰信号对测试精

度的影响 ∀同时 系统运用了时域和频域分析函数

对信号进行时域 !频域处理 ∀其中 使用快速傅里叶

变换函数生成表征纬斜变化的频谱图 使用高级分

析函数库中的相关数字处理函数生成纬斜变化曲线

图 另外 运用函数库中的数值分析函数计算得到纬

斜的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方差等表征量 ∀

通过以上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并将计

算结果反馈到计算机控制系统 计算机据此做出判

断 并生成相应的控制指令 由此对影响纬斜 !纬弯

的有关参数进行实时调整 达到整纬的目的 ∀

112 .2  测试结果的显示 !输出与保存

本系统不仅可提供实时显示功能 还能够提供

数据 !图形及表格的打印输出和保存功能 满足用户

文档存储以及资料携带的需要 另外 通过将计算机

与外围设备连接 使得仪器在测试状态和分析状态

下均可以打印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的输出格式可以

自行定义 ∀

112 .3  超标预警功能

在系统工作时 可以根据生产工艺 确定织物纬

斜的允许范围 ∀一旦检测到织物纬斜程度超出预定

范围 以至影响产品质量时 系统的超标预警功能

启动 ∀

2  系统应用实例

本文对潍坊华诺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 2≤

小型全自动光电整纬机进行了改进 并且在实验中

进行了验证 ∀本系统可测的织物纬纱密度范围是

 ∗ 根Π1  在车速为  ∗  Π范围

内 矫正能力可达到 矫斜时 织物两侧最大行程

差  矫弯时 织物中间对两侧最大行程差

 ∀图 是实验过程中的虚拟仪器面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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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虚拟仪器面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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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发现 经本文改进的系统能够对织物中

出现的各种纬斜 !纬弯情况进行准确的检测 ∀根据

对检测数据的分析处理结果 计算机能够准确地发

出指令控制纬斜矫正机构对纬斜进行矫正 ∀经过长

时间的运行和数据统计发现 系统完全能够实现改

进前纬斜检测设备的检测指标 ∀由于纬纱的弯曲存

在弓纬 !双弓纬 !双反弓纬 !钩弓 !双钩弓纬等多种情

况 每种情况的判断比较困难 程序的编制也较复

杂 综合测得的实验数据来看 系统对于纬弯的种类

辨别及识别精度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纬弯数据

的检测中还有待提高 ∀通过实验发现改进后的系统

与改进前相比响应速度慢 主要原因可能是程序算

  

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另一方面软件与硬件相比响应

速度上也是有差距的 这些问题会在后面的研究中

进一步改进 ∀

3  结  语

本文基于虚拟仪器对传统的纬斜检测装置进行

改进 实现了对纬斜 !纬弯的在线检测和处理功能 ∀

除了实现传统装置的纬斜检测和矫正功能外 计算

机可以综合利用所测的纬斜数据对织物的纬斜规律

进行总结 方便工作人员对纬斜的分析控制 与传统

检测装置相比体现出了强大的优越性 ∀本系统还可

以进一步利用 ∂∞• 的网络通讯功能 开发出远

程自动化纬斜检测与控制装置 从而可对多台检测

装置的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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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效果 ∀用了上蜡装置的纱线毛羽明显好于不用上

蜡装置和传统上蜡机构及蜡块的 可以证明新型上

蜡装置对纱线毛羽的改善效果非常明显 ∀

4  结  论

通过理论模型的推导和分析 固态蜡上蜡原理

是可行的 上蜡装置能给予纱线足够的蜡质 可使纱

线毛羽的恶化降到最低 通过实践可以看出 该上蜡

机构安装在 型络筒机上 能有效减少毛羽的

恶化 达到理论分析的结果 ∀ 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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