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绕过程中的经纱纱片排列均匀 ∀喂入张力 鉴于

该区经纱正进入浆槽与浆液接触 经纱在湿润状态

下易伸长 如张力偏大 则伸长亦将同时增大 导致

浆液不易渗透 ∀为此 在保证经纱排列均匀和不绞

的条件下 喂入张力以偏小掌握为宜 ∀烘房张力 

鉴于在初始阶段 经纱尚处于湿润状态 为了满足湿

分绞在低速运行时的顺利推进 并保证烘筒上的经

纱均匀排列和稳定的运行起见 烘房张力以偏小控

制为宜 ∀干分绞张力 纱线在烘干后适当增加张

力对伸长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 也考虑到为了有利于

干分绞 !复分绞和降低分绞断头 因此 对该区张力

可以适当地偏大掌握 ∀卷绕张力 鉴于该区经纱

经过上浆并已烘干 能够承受住较大张力 ∀为了使

经纱均匀 !坚实地卷绕到织轴上 可考虑选用较大张

力 从而增加织轴的容纱量 并将有利于在织造过程

中织轴的均匀退绕 ∀

4  结  语

苎麻织物作为绿色产品是很有开发前景的 要

织造优良的苎麻产品必须对浆纱以特别的关注 ∀根

据苎麻纤维的化学及机械物理性能以及上浆工艺要

求 在浆料配方时应符合相似相容原理 宜采用

°∂  !≤ ≤ !聚丙烯酰胺 !变性淀粉的混合浆 ∀苎麻

纱有三大缺点 长而多的毛羽 差的弹性伸长和大的

强力不匀率 ∀这三个缺点均对织造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 自然也成了浆纱工序所力求克服的难点 尤其是

纱线的毛羽几乎是苎麻纱织造的致命弱点 ∀因此 

苎麻纱上浆重点是贴伏毛羽 提高纱线的耐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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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系统的纺织纹饰设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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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系统图形生成原理 运用计算机绘图方法 通过织造实验 对 系统在纺织纹饰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

获得了几点有益的启示 ∀

关键词 系统  计算机绘图方法  纺织纹饰设计  织造实验  探讨

中图法分类号 ×≥ 1    文献标识码 

  系统≈ ∗ 是丹麦植物学家  于

年提出的一个模型 用以描述植物形态 后来

人们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并简称该模型为 系统 ∀

目前 系统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研究与应

用领域已经十分广阔 ∀除在人工生命 !生物形态学

等自然科学方面有其杰出的贡献外 在艺术方面 

系统由于能生成千姿百态的各类几何图形而受到了

设计人员的关注和重视 ∀但是 关于 系统应用于

纺织设计中的研究 迄今很少见报导 ∀本文则仅从

⁄系统这种简单的 系统入手 对其在纺织设计

中的应用作一初步的探讨 ∀

1  Λ系统的定义及绘图原理

⁄系统≈是指/确定的上下无关的系统0 ∀所

谓上下无关 意为在生成过程中与前 !后相邻元素无

关 这是最简单的 系统 ∀

系统基于/符号重写系统0 即用一组重写规

则或生成规则逐次地置换一个简单的初始对象的

各个部分来确定一个复杂的对象 其中初始对象为

一个字符串或一个字母 可以按一组生成规则来

取代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母 ∀具体讲 其定义为 

定义   令 ς表示字母集 是一个非空单词 称

为/公理0 Π是生成规则的集合 用 α
π

ξ 表示 α

为 π的/前驱0 ξ称为 π的/后继0 一个 ⁄系统是

一个有序三元组 Γ  3ςΞ Π4 Ξ为起始符号元 

规定对每一个 α Ι ς至少存在一个非空单词 ξ使得

αψ ξ 若某个前驱 α Ι ς没有显式地给出 ξ 则假定

αψ α恒等变换 此即确定性的 ⁄系统 ∀

为便于绘图 需借助  ) ≥×∏表示法 

即龟行表示法 以解释重写以后的字符串 ∀为此 

定义   设 ϖ是一个字符串  ξ ψ Α是龟

的初始状态 δ 是前进增量 ∆是角增量参数 通过

龟对字符串 ϖ的解释所画出的图称为 ϖ的龟∏

表示 ∀龟按以下命令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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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向前移动一步 步长为 δ ∀龟的状态为 ξχ 

ψχ Α 其中 ξχ  ξ  δ Αψχ  ψ  δ  Α从

ξ ψ向ξχ ψχ画一直线段 Ε 向前移动一步 步

长为 δ 不画  向左旋转 ∆角 则龟下一状态为

ξ ψΑ ∆ 规定正向角为逆时针方向 负向角为

顺时针方向  向右旋转 ∆角 龟下一状态为 ξ 

ψΑ ∆ ∀

例如 曲线≈见图 的生成 

Κ  3ςΞ Π4

其中 符号集 ς Φ   Α β 起始符号元

Ξ  Φ生成规则集 Π Φψ Φ Φ  Φ Φ 循

环次数为 ν ∀

上述生成方法可用表格表示 其中生成规则用

链式语言表达 见表  ∀
表 1  图 的生成规则

初始角度 β

角增量 β
画线缩小比例因子 Π
公  理 Φ Φ Φ Φ

循环次数 ν 

生成规则第一次递归 ΦΦ Φ  Φ Φ

第二次递归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运用相同的方法 可以用不同的生成规则在计

算机上绘出风格不同的各种图形来 ∀见图  

  其生成规则分别见表  !表  !表  ∀

图 1  不同的生成规则在计算机上绘出的不同图形

表 2  图 的生成规则

初始角度 β
角增量 β
画线缩小比例因子 Π
公  理 Φ Φ Φ Φ

生成规则第一次递归 ΦΦ Φ Φ Φ Φ Φ Φ

第二次递归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Φ Φ Φ Φ Φ Φ Φ

2  Λ系统图形织造成形实验

从图案的装饰效果等方面考虑 本文选择了图 

进行织造实验 ∀所得织物图形见图 ≈图 

为图 所示织物的局部放大 ∀其织造实验的有关

数据资料及主要工艺参数见表 ∀

表 3  图 的生成规则

初始角度 β
角增量 β
画线缩小比例因子 Π
公  理 Φ Φ Φ Φ

生成规则第一次递归 ΦΦ Φ Φ Φ ΦΦ

第二次递归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ΦΦ Φ Φ Φ ΦΦ

表 4  图 的生成规则

初始角度 β

角增量 β
画线缩小比例因子 Π
公  理 Φ Φ Φ Φ

生成规则第一次递归 Φ Φ Φ Φ Φ Φ Φ

第二次递归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Φ

表 5  织造数据及主要工艺参数

工艺参数

原料
经 ⁄涤纶三角异形丝

纬 ⁄涤纶低弹丝 捻Π ≥捻

经密 根Π

纬密 根Π

组织
花 五枚纬缎

地 五枚经缎

循环纬 ≅经 根 ≅ 根

图 2  以图 进行织造实验所获样品

3  结  论

1根据 系统图形生成原理 运用数字信息技

术 将系统图形信息展现在织物上 转化为纹饰艺

术产品投入生产是可行的 ∀

1系统图形主要呈抽象的几何图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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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