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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准规则斑图的纹织设计方法

张聿 付岳莹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摘  要  基于准规则斑图的生成原理与变化方法 运用计算机绘图技术 结合纹织实验 对应用准规则斑图所形成

的纹织设计新方法进行探讨 并对获得的某些特定图形的优化设计途径进行研究 从而得到了几点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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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规则斑图 是由弱混沌理论导出 即基于哈密

顿系统动力学 通过哈密顿量变换 由均匀随机网直

接导出≈  ∀

根据纹织的特点 运用计算机图形技术 将准规

则斑图作为图案设计资源进行开发是本文的一个基

本构想 ∀尽管曾有人论及此构想 然而 结合生产实

验将准规则斑图作为纹织图案资源进行开发的研

究 迄今少有报道 即使是文献≈亦仅仅作了初步

的涉及 ∀而围绕纹织应用 准规则斑图具有哪些特

点 如何优化图案设计 这些都是在纹织设计中应用

准规则斑图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但这方面的研究也

很少报道 文献≈也只初步涉及 因此 本文拟结合

纹织生产环节的实验对基于准规则斑图的纹织设计

方法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

1  准规则斑图的生成原理

准规则斑图可以通过对 θ次准对称随机网进

行平滑的操作 即通过哈密顿量变换来获得 Ηθ υ 

ϖτ ψ Η


θ  υ ϖ ∀由此所获得的哈密顿量 Η


θ 为

Η


θ  Ε
θ

ϕ 

≈ υΠϕΠθ  ϖΠϕΠθ 

  能面 Η


θ 的等高线 Η


θ  υ ϖ  Ε 它给出系统

的各种形状和大小的闭合不变曲线族 ∀这些不变曲

线构成的斑图呈现 θ次对称性 其中 θ Ι    

 的随机网络平滑化图案呈周期性特征 θ ΙΠ 

   的随机网络平滑化图案则仅有转动周期性

而无平移周期性 因而构成为一类准规则相轨迹斑

图 ∀图 为计算机上绘制成的 θ 分别为   , 

时的斑图 ∀

从准规则斑图形成的图案看 它们风格各异 一

般具有准对称性强 与均匀随机网一样呈平面铺砌

型等特点 ∀在色彩的配合下其图案绚丽多彩 变幻

无穷 ∀

2  纹织实验

准规则斑图的变化图形主要呈满地花型 ∀为追

求表现不规则变化的满地花型 考虑对式作变量

处理 即在哈密顿量上考虑再叠加一组三角函数变

量 使其图形加大变异 增强相互交错的变化感 ∀所

以 为摸索其图形在纺织面料上的实现规律 特别安

排了几类花型的实验进行对比 ∀

第一类 为追求图形的变化效果 在式之后

增加了一组函数 ΠυϖΠ ∀其图形与所得织物

图分别见图   ∀有关织造实验数据及主要



图 1  θ取值变化的准规则斑图

工艺参数资料见表  ∀
表 1  纹织实验数据及主要工艺参数

项目
准规则斑图变化图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原料

经 1¬涤纶三角异形丝

纬
1¬涤纶低弹丝

捻Π  ≥捻

1¬涤纶低弹丝

捻Π  ≥捻

经密Π

根#
  

纬密Π

根#
  

组织
花 五枚纬缎 五枚纬缎 五枚纬缎

地 五枚经缎 Π ε 斜纹 五枚经缎

循环经 ≅纬  根 ≅ 根
 根

≅  根

 根

≅  根

  第二类 将第一类花型的图形在纹织软件中进

行适当放大处理 织造时对花部 !地部组织重新进行

了配置 ∀织造实验数据及主要工艺参数资料见

表  ∀所得织物见图  ∀

图 2  第一类实验图形与对比织物照片

  第三类 选择 θ为 的准规则斑图进行变化 将

函数 φ υ ϖ设为 

φ υ ϖ  ≈ υ  ϖΠϕΠθΠ 

  ≈υ  ϖΠϕΠθΠ

 ΠυϖΠ  Πυ 

叠加于式上 ∀所得实验图与所得织物分别见

图   ∀有关织造实验数据及主要工艺参数

资料见表  ∀

图 3  第三类实验图形与织物照片

3  结果分析

311  关于准规则斑图纹织图案的/花挡子0问题

从上述实验中可见 即使运用迭加三角函数的

方法进行干扰 使图形结构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但

是 θ为 的准规则斑图纹织图案结构却仍呈某种

规则性 从而导致纹织物上出现/花挡子0≈疵病 ∀

类似地考察 θ为  图形的变化 以及 θ为 图形

的其它变化形式 同样可以发现存在此类问题 ∀例

如 同样在式之后增加一组由式所确定的函

数 得到的 θ 为    的图形见图  ∀可见 θ 为

   

图 4  函数变化的准规则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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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的分析过程中 忽略空气阻力和摩擦力的

作用 且实验测试也存在一定的误差 故取一安全修

正系数 Γ 令 Γ为 1 则得到的极限转速为

ν [
Υ
Τ

# Γ 

由式得出提花机采用氨纶丝在不同开口高度时

的振动周期的极限转速 如表 所示 ∀
表 3  以弹性回综求得的氨纶丝提花机开口极限转速

开口高度Π 振动频率Π 振动周期Π 极限转速Π# 

 1 1  

 1 1  

 1 1  

 1 1  

 1 1 

3  结  论

提花机纹板的使用寿命与横竖针受力有关 其

竖针的结构设计与横竖针选材有关 应恰当地选用

材料 而提花机的极限转速与回综装置有关 ∀通过

以上分析证明 在同样的开口条件下 选用弹性回

综 可成倍提高织机转速 ∀

弹性回综可应用于新型的高速提花机和电子提

花机 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值得工厂和设计制造单位

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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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形一样表现为不规则变化的满地花型 具

有较好的纹样图视觉效果 而 θ为   的图形则

呈较强的规则性与对称性 ∀这说明 迭加三角函数

的干扰未能完全从结构上改变 θ Ι     的

准规则斑图周期性特性 θ ΙΠ    的准规则

斑图图形则得到了比较充分的扰动 因而呈不规则

变化的特点 ∀

312  准规则斑图纹织图案的花型大小对比

从所获第一类图形与第二类图形的实验结果

看 由于第二类图形将原图进行了放大处理 突出了

图案元素 这样既较好地去除了/花挡子0疵病 又产

生了新的视觉效果 因而为准规则斑图纹织图案设

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

4  结  论

根据准规则斑图生成原理 运用数字信息技

术 将准规则斑图信息展现在织物上 成为纹饰艺术

产品是可行的 ∀

准规则斑图由于具有闭合不变曲线族以及该

曲线族由等高线给出等特点 不仅图形千姿百态 变

化无穷 而且使图案的构图操作比较方便 因此 适

于纹织图案设计应用 ∀

准规则斑图主要呈抽象的几何图案特征 具

有较强的时代气息 比较符合纺织品消费的审美习

惯 因此 完全适合纺织纹饰艺术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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