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第 期

年 月

纺  织  学  报
∏×¬ 

∂ 

⁄

 ƒ神经网络在织物风格评价中的应用

曹安照
田丽


陈俊


段争光


毕松梅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电气工程系 安徽 芜湖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纺织工程系 安徽 芜湖  

摘  要  采用先进的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 ƒ对织物风格进行评价 较之常用的 °神经网络  ƒ的识别能力

更强 训练时间也大大缩短 对解决织物风格评定问题具有一定的可靠度和精度 在织物风格评定中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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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物风格是人们凭触觉 !视觉等官能获得的关

于织物品质的评价 多数情况下以触觉为主 ∀长期

以来 织物风格评价一直由专家的主观官感评价来

进行 虽具有权威性 但操作要求高 不易掌握≈ ∀

近年来 国内外对织物风格的评定方法进行了大量

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川端季雄研制的织物

风格测试仪 ∀他认为织物风格是若干力学分量综合

作用的结果 只要分别测量织物的各个力学值 借助

回归法已建立好的风格值与力学量的关系模型 即

可计算出织物的风格值 ∀此外 其他一些研究者还

根据织物力学指标的作用程度 利用模糊聚类法 !系

统聚类法等对织物的风格进行鉴别和分类≈ ∀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织物的力学指标与织物风格之

间的关系 即建立织物基本风格对力学指标的数学

模型 ∀然而 服装面料风格的评价归根结底是一个

带有消费者主观意识的产物 不同的消费群体 !领域

用途 对织物风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因而这些模型

在实际应用中存在某些缺陷≈  ∀

人工神经网络是近年来国内外正在研究的一种

热点技术 ∀由于神经网络具有自学习 !容错性 !分类

能力强和并行处理等特点 可以不断挖掘出研究对

象之间内在的因果关系 以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目

的 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图像 !语言等信号识别 !专家

系统 !优化控制 !管理和预测等诸多领域 ∀从其机理

来看 也非常适用于分析服装面料的风格 因而利用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来研究织物风格评定 建立织物

风格评定的神经网络系统可以为定量分析服装面料

的风格开辟一条新的途径 ∀已发表的神经网络在织

物风格中的评价主要为 °网络 但 °算法具有收

敛速度慢 !局部极值 !难以确定隐层和隐节点的缺

点 而  ƒ神经网络是一种典型的局部逼近网络 

它在逼近能力 !分类能力和学习速度等方面优于 °

网络 ∀本文基于  ƒ 神经网络对织物风格进行了

分析和评价研究 ∀

1  ΡΒΦ神经网络及其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是模拟人脑结构和激励行为的并

行非线形系统 ∀它有一些象神经元似的处理单元 

通过把问题表达成单元间的权来解决问题 ∀图 是

 ƒ神经网络结构模型 ∀



Ρ为输入数 Σ 为第 层神经元数 Σ 为第 层神经元数 

α 为径向基函数输出 α 为纯线形输出

图 1  径向基函数网络结构模型

 ƒ网络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影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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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 为调整输出的偏移量 ωιϕ为第 ϕ个径向基

函数连接到第 ι输出节点的权值 ξ 为 ν 个输入模

式 η为隐含层的个数 χι 为第 ι个单元的 ν维中心

向量 ⊥ψ是对目标系统 ψ的全局逼近 ∀误差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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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ωιπ为第 π个样本连接到第ϕ节点的权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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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得到的 χιϕ更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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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式中 Λ Λ Λ 均为学习率 其取值范围均

为  ∀

 ƒ网络模型网络隐含节点的触发函数是高斯

函数 训练收敛速度快 精度高 容易确定隐含层节

点数 ∀训练连接权可由线形方程直接解出 从而大

大加速了学习速度并避免了局部极小问题 ∀

2  织物风格的评价

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织物风格由织物本身的

物理 !力学性能所确定 这些性能主要包括织物的抗

弯特性 !摩擦特性 !压缩特性和表面特性等 ∀而中厚

织物的基本风格有硬挺度 !丰满度和光滑度 ∀因此 

硬挺度 !丰满度和光滑度作为输出层 活络率 Λ°

   !弯曲刚性 ΣΠ !静摩擦因数 Λ≥ !动摩擦

因数 Λ !稳定厚度 Τ !压缩弹性率 Ρ∞   !比

压缩弹性率 Ρ≤∞    !蓬松度 Β !起拱残留率 Ρ

   !面密度 ΩΠ
为输入变量≈ ∀

被测样品的工艺参数均不相同 有 名专家进

行了主观评定 主观评定由 个等级描述 ∀用 

个试样的客观数据和主观评定结果组成学习样本

集 ∀见表 输入信号和表 目标输出 ∀并对系统进

行训练 ∀

表 1  网络学习样本的输入信号

样本 Λ°Π ΣΠ# Λ Λ ΤΠ Ρ∞Π Ρ≤∞Π Β ΡΠ Ω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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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网络学习样本的目标输出

样本               

硬挺度                              

丰满度                              

光滑度                              

  系统收敛后 将另外 组数据输入系统 输出结

果和专家评定结果对比如表 所示 ∀可以看出 系

统通过学习样本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联想识别能

力 可以正确识别陌生样本 ∀实验相对误差小于

1  误差产生的原因是学习样本不足 ∀图 是预

   表 3  网络输出值与专家评定值的比较

样本
硬挺度 丰满度 光滑度

专家 预测 专家 预测 专家 预测

            

            

            

            

            

图 2   ƒ网络训练过程中的误差曲线

测误差曲线 从图 看出 训练误差为 
 

而经过

次迭代后 误差降为 
  ∀

3  结  论

 ƒ把对一组样本的输入输出问题变为一个非

线形优化问题 ∀经过多次训练后 网络具有极强的

逼近能力 !分类能力 学习速度快等特点 ∀它的自适

应和自组织能力 对织物风格主观评定的尺度 具有

较强的适应性 通过对不同样本集的训练 可以适应

特定条件下的模式识别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以往风格评定模型中的一些缺陷 ∀由于系统精度的

提高取决于学习样本的代表性和数量的大小 因而

系统仍需要更多的实验数据来进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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