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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极坐标下 映射的纹织设计方法

张聿 王怡 张华熊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 杭州  

摘  要  基于极坐标下 映射的图形生成原理 借助计算机图形方法进行图案设计 并通过纹织实验 对由此

形成的纹织设计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而获得了几点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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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聿   男 汉族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线性图形与纺织工程 ∀

  一维 映射产生于生物学研究中≈ ∗  ∀

人们在研究昆虫数量增长模式时 用一个二次迭代

方程作为数学模型来表达该模式 这一迭代方程就

是著名的一维 方程 该方程表达的关系又称

为 映射 ∀一维 映射由于简单 !明了 

是非线性科学混沌领域中研究得最多 !最透彻 研究

结果也最严谨的一种典型的动力系统 ∀随着科学可

视化方法的兴起 人们在视觉图形的转换过程中发

现了 映射的美学内涵 从而开始关注起将其

应用于艺术设计的领域 ∀本文通过极坐标转换 借

助计算机图形技术 对基于 映射的纹织设计

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1  极坐标下 Λογιστιχ映射的图形生成原理

一维 映射的形式为一迭代关系 

ξν  Λξν  ξν 

该迭代在 Λ为1 时 存在一个周期为 的轨

道 当 Λ为 1时 周期 导致的混沌出现 ∀

极坐标下的 映射 就是将直角坐标转换

为极坐标 ξ  ΘΗψ  ΘΗ 再以 组 

映射的迭代值作为输入 不断替代其中的 Θ和 Η计

算出 ξ ψ的值 将图形显示于平面上 ∀

因为 当   Λ 时 映射是有界的 值

域是  所以 Θ也是有界的 值域也是  由

正弦 !余弦函数的性质可知 ξ ψ的值也一定在单位

圆内 ∀

  如取组映射 ξ ψ Λξ   ξ  ψ ψ

Λψ  ψ ∀将其作如下迭代 !替换 

ξν  Λξν  ξν

ψν  Λψν  ψν
  Λ为参数

Ε  ξν  ψν

Φ  ξν  ψν


Γ  Ε ΚΦΠ

Η  Ε ΚΦΠ
  Κ为参数

ξν  ξν

ψν  ψν


  当取不同的 Λ值和不同的 Κ值时 即可得到不

同的图形 ∀例如 当 Λ值固定取 Λ  1 Κ值

变化时所得图形见图  ∀

当 Κ取小数或负数时 可以观察到图形在发生

旋转变化 见图  ∀

而当 Κ值固定取 Κ  1 Λ值变化时所得



图 1  Λ值固定 Κ值变化时的图形

图 2  Κ取小数或负数时的图形

图形见图  ∀图形的线条发生粗细的变化 ∀

从图 中可见 映射图形多为心形几何

图案 变化层次比较丰富 具有装饰性强的特点 ∀

图 3  Κ值固定 Λ值变化时的图形

2  纹织实验

图 4  实验所得织物照片

实验选择了图  Κ

为 1作为实验图形 

在电子提花机上进行纹

织实验≈ ∀设计时 在

纹织 ≤⁄上对该图作了

适当的椭圆化处理 ∀实

验所得织物图形照片见

图  ∀纹织实验的有关

数据资料及主要工艺参数为 经纱采用 1 ¬涤

纶三角异形丝 纬纱采用 1 ¬涤纶低弹丝 

捻Π ≥捻 经密 根Π纬密 根Π花组织

为五枚纬缎 地组织为五枚经缎 循环纬 ≅ 经为

 根 ≅  根 ∀

3  结  论

根据极坐标下 映射的图形生成原理 

运用数字信息技术 通过纹织将其图形转换为纹饰

艺术产品是可行的 ∀

极坐标 映射的图形装饰性强 比较符

合纺织品消费的审美习惯 因此 适合纺织纹饰艺术

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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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仿毛长丝纱的强度随着位伸倍数 !加热温度

的增加而递增 ∀

仿毛长丝纱的伸长率随着位伸倍数 !加热温

度的增加而减小 ∀

仿毛长丝纱在温度相同条件下 其沸水收缩

率并无明显的差异 但随着加热温度的升高有明显

的下降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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