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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纺织工程学会第二十六次工作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2009 年 11 月 7 日，地方纺织工程学会第二十六次工作研讨会在青岛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召开。参加本次工作研讨会的学会有：北京市纺织工程学会、上海市纺织工程学会、辽宁纺

织工程学会、山西纺织工程学会、南通市纺织工程学会、武汉市纺织工程学会、厦门市纺织工

程学会、常州市纺织工程学会、杭州市纺织工程学会、济南市纺织工程学会、广州市纺织工程

学会、无锡市纺织工程学会、石家庄市纺织工程学会、青岛市纺织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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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配棉技术讲座（六）】 

 

配棉程序设计与实证分析  
青岛市纺织工程学会  邱兆宝 

  

现代配棉技术不仅是一种定量化描述配棉全过程规律的专业技术，更是一种体现纺织企业

技术进步、科学发展的管理思想和模式。配棉技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体现了现代配棉技术的信

息化、智能化和规范化。 

本章通过一个完整的实例，展示配棉技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功能与程序设计的基本

思路。 

 

6.1 系统总体结构 

 

6.1.1 系统的特点 

配棉技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以原棉管理为基础、配棉成本控制为核心、成纱质量预测为手

段，运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遵循配棉技术原则, 将棉纺学、运筹学、模糊数学、技术经

济学以及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定量化地描述了配棉的全过程，实现了 HVI 数据配棉的信息化、

智能化和规范化。  

  配棉技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是通过数据、模型和知识，以人机交互方式进行决策的

计算机应用系统。系统运用的主要方法如下： 

1.统计分析方法。 

包括考察变量之间关系强弱相关分析与判别分析,描述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分析。 

2.预测分析方法。 

主要有曲线拟合法、动态组合修正法。 

3.优化分析方法。 

主要为运筹学中的目标整数规划、隐含枚举法等。 

配棉技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采用以数据库、模型库、方法库为基本部件组成系统总体框架

结构，实现方法模型化、模型数据化、配棉智能化。基本过程是由方法模型化、模型数据化后

得到的数据与原始数据一起，组成配棉总体数据库,从而把模型库、方法库纳入数据库管理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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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系统的构成与体系结构 

系统的构成与体系结构如图 6－1所示。 

各子系统均有基础数据库或由基础数据库演变的复合数据库。 

 

图 6－1  配棉系统体系结构图 

 

系统包括六大功能： 

1.配棉类别数据库维护。 

2.原棉库存数据库维护。 

3.原棉品质综合评价与分类。 

4.成纱质量预测与管理。 

5.配棉优化与方案评价。 

6.配棉与质量历史资料。  

    以上六大功能中，原棉库存数据库和成纱质量数据库是基础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的核心

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分类、组织、编码、存储、检索和维护，其目的是从大量的、原始的

数据中抽取、推导出对配棉有价值的信息作为决策依据，不仅反映数据本身的内容，而且反映

数据之间的联系。   

 

6.2 数据库设计与维护 

 

6.2.1 配棉类别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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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棉类别的常规划分为特细号、细号、中号、粗号等，并规定用途、原棉主要品质指标和

用棉量定额，企业可根据市场的需求制订。 

表 6－1为某企业的配棉类别划分。 

 

表 6－1  配棉类别信息表  

 

 

6.2.2 原棉数据库维护 

 

本子系统是配棉的基础，功能如图 6－2。 

 
图 6－2  原棉数据库维护功能界面 

 

原棉数据库由原棉 HVI 指标、原棉数量（包数、吨数）、价格、每批原棉的平均包重、产

地与批号、入库时间等组成。为方便计算机管理，还应对每批原棉进行编号（编码）。 

原棉库存是动态管理，需要及时进行维护，以便与生产进行衔接。                            

本子系统是配棉的基础。为方便编辑，设计了 EXCEL 方式。表 6－2 为处理后的原棉检验

统计表（简表），按产地→厂内编号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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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原棉检验统计表（简表） 

序

号 

等级 

代号 
产地与批号 

厂内 

编号 

包

数 

 

库存 

（吨）

上半部

长  度

（mm）

 

整齐度

（％）

断裂比 

强  度 

（cN/tex）

马克 

隆值 

 

反射率

（％）

 

黄度 

（％）

1 328B1 新疆 651730 2001  68 15.89 28.31 84.00 27.44  3.61  82.80  8.30 

2 329B1 新疆 651737 2002  72 16.77 29.60 83.30 29.11  3.57  83.00  7.60 

3 328B2 新疆 651723 2003  82 18.71 28.68 82.00 28.13  4.80  83.00  9.70 

4 327B2 新疆 651721 2004  50 11.69 27.13 83.30 27.83  4.71  83.20  9.70 

5 328B2 新疆 651720 2005  55 12.55 28.58 83.30 27.44  4.83  83.20 10.00 

6 329B1 新疆 833806 2017  76 17.19 29.69 82.20 25.87  3.60  82.10  8.30 

7 328A 新疆 840464 2056  68 15.32 28.34 81.50 26.85  3.90  85.50  7.80 

8 327A 新疆 840463 2057  90 20.51 27.44 82.80 29.11  4.20  84.70  7.80 

9 327A 新疆 840462 2063  60 13.69 26.74 82.10 28.03  4.20  84.70  8.10 

10 228B2 新疆 651725 2070  77 17.56 27.96 83.80 28.32  4.60  85.00  7.70 

11 229B2 新疆 651721 2071  81 18.38 29.58 83.80 27.73  4.70  85.80  8.10 

12 229B2 新疆 651720 2072  93 21.25 29.72 83.80 28.42  4.80  85.30  8.30 

13 329B1 新疆 830510 2073  98 22.35 28.82 81.80 27.34  3.60  83.80  8.60 

14 329B1 新疆 907225 2074  42  9.50 29.35 81.60 29.01  3.50  84.50  8.10 

15 329B1 新疆 907006 2084  80 18.09 30.74 82.30 30.87  3.61  85.50  8.70 

16 329A 新疆 907069 2090  89 20.28 28.92 82.70 27.15  4.22  86.90  8.80 

17 237A 新疆 907049 5028 186 45.71 37.13 86.30 43.12  4.20  82.90  7.20 

18 237A 新疆 907136 5030 186 45.11 37.08 85.90 41.45  4.20  83.20  7.30 

19 137A 新疆 108902 5033  73 16.91 37.00 87.46 42.28  4.09  81.95  7.40 

20 329A 山东 237118 1021 164 13.94 29.20 82.80 28.64  4.17  80.00  8.50 

21 229A 山东 237156 1037  35  2.92 29.54 83.49 30.27  4.21  84.98  7.69 

22 228B1 山东 011101 1052 272 21.80 28.26 82.36 29.55  3.62  76.55  8.02 

23 428B2 山东 021102 1055 205 17.42 28.58 82.20 26.07  4.50  77.80  8.60 

24 329B1 山东 237157 1056 344 27.00 29.69 84.57 29.43  3.56  75.37  8.13 

25 228B1 山东 237136 1057 120  9.00 28.65 81.88 29.06  3.63  78.88  7.85 

26 329A 山东 011102 1058 500 42.50 29.11 83.00 30.38  4.07  80.70  8.50 

27 328A 山东 021103 1072 200 17.00 28.32 82.90 28.13  4.06  80.40  8.50 

28 428A 山东 021102 1073 200 45.00 27.58 80.06 27.25  4.10  78.31 10.11 

29 229B2 山东 090111 1075 332 27.26 29.66 82.91 27.33  4.51  76.12  7.93 

30 328C2 美棉 502600 9055  45 10.22 28.92 81.40 28.32  5.00  78.20  9.80 

31 328B2 美棉 701580 9056  43  9.76 28.37 83.50 27.73  4.29  80.90  9.20 

32 328A 美棉 702603 9057 136 30.87 28.41 82.70 27.44  4.07  79.00 10.00 

33 328C1 美棉 501122 9071  56 12.71 29.72 81.80 29.11  3.41  80.40  8.70 

34 328A 美棉 701491 9072  81 18.39 28.99 82.90 26.95  3.70  81.20  9.00 

35 328B1 美棉 720272 9073  38  8.63 28.50 80.20 28.22  3.61  87.00  9.60 

36 328B1 美棉 502086 9082  39  8.85 28.91 81.80 27.83  3.59  80.20  8.50 

  

原棉的各项测试数据是配棉的基础，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应对其进行审核。数据的审核

能够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时效性。 

由于原棉的各项测试数据均在一定范围之内，所以可通过单项数据排序查出某个异常数

据，另外原棉的各项测试数据之间存有相关关系，可通过相关分析查出某组异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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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原棉综合评判与分类 

本子系统的功能（图 6－3）是对原棉基础数据库进行再加工提炼，产生复合或综合信息。 

 
图 6－3  原棉综合评判与分类功能界面 

 

原棉综合评价运用模糊数学中的模糊分等和隶属度的概念,对原棉主要品质（上半部长

度、整齐度、断裂比强度、马克隆值）进行评价，计算技术品级。技术品级越小，说明原棉综

合品质越好。技术品级主要用于配棉（包括接批棉处理）和配棉方案质量评价。 

表 6－3是按第 3章表 3－9的分级特征值计算的技术品级，数据来源于表 6－2。 

按第 3 章表 3－9 的分级特征值，技术品级分 5 个等级（A 级～E 级），其区间范围为：A

级[≤1.50]；B 级[＞1.50；≤2.00]；C 级[＞2.00；≤3.00]；D 级[＞3.00；≤4.00]；E 级[＞

4.00]。   

表 6－3  原棉品质综合评价表 

序

号 
等级代号 产地与批号 

厂内 

编号 

技术 

品级 

上半部

长  度

（mm）

整齐度

（％） 

断  裂 

比强度 

（cN/tex） 

马克 

隆值 
色特征级 

1 237A 新疆 907049 5028 1.00 37.13 86.30 43.12 4.20 白棉 21 

2  329B1 新疆 907006 2084 3.11 30.74 82.30 30.87 3.61 白棉 11 

3 329A 新疆 907069 2090 3.28 28.92 82.70 27.15 4.22 白棉 11 

4  329B1 新疆 830510 2073 3.62 28.82 81.80 27.34 3.60 白棉 11 

5 229A 山东 237156 1037 2.90 29.54 83.49 30.27 4.21 白棉 11 

6  329B1 山东 237157 1056 3.10 29.69 84.57 29.43 3.56 白棉 41 

7 329A 山东 237118 1021 3.18 29.20 82.80 28.64 4.17 白棉 21 

8 428A 山东 021102 1073 3.61 27.58 80.06 27.25 4.10 淡黄 22 

9 328A 美棉 701491 9072 3.26 28.99 82.90 26.95 3.70 白棉 21 

10  328C1 美棉 501122 9071 3.93 29.72 81.80 29.11 3.41 白棉 21 

 

原棉入库时应分类仓储。传统的分类仓储方式是按照产地、商业品级、商业长度分组，往

往组合太多增加管理难度，为方便管理，应按照产地、技术品级、色特征级重新组合。 

根据表 6－2，按照产地、技术品级、色特征级组合的结果如表 6－4,分布示意图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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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图 6－4 可以看出，表 6－2中的 36 组原棉经分类后形成 12 大类。 

 

表 6－4  原棉组批统计表 

序号 原棉分类 批数 包数 库存吨数 比例（％） 

1 新疆 A 级 / 白棉 21 3 445 107.73 15.37 

2 新疆 D 级 / 白棉 11 14 1033 235.77 33.65 

3 新疆 D 级 / 白棉 21 2 148 33.96 4.85 

4 山东 C 级 / 白棉 11 1 35 2.92 0.42 

5 山东 C 级 / 白棉 21 1 500 42.5 6.07 

6 山东 D 级 / 白棉 21 2 364 30.94 4.42 

7 山东 D 级 / 白棉 31 2 325 26.42 3.77 

8 山东 D 级 / 白棉 41 3 948 76.06 10.85 

9 山东 D 级 / 淡黄 22 1 200 45 6.42 

10 美棉 D 级 / 白棉 11 1 38 8.63 1.23 

11 美棉 D 级 / 白棉 21 5 355 80.58 11.5 

12 美棉 E 级 / 白棉 21 1 45 10.22 1.46 

13 合计 36 4436 700.73 100 

 

 
图 6－4  原棉分类组批示意图 

 

该子系统提供了 USTER 2007 纤维质量（HVI、AFIS）查询功能（图 6－5），示例如表 6－5。  

 

图 6－5  USTER 2007 纤维质量查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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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USTER 2007 纤维质量（HVI） 
长度

（mm） 
质量指标 水平 5％ 水平 25％ 水平 50％ 水平 75％ 水平 95％ 

28 整齐度指数 UI 85.90 84.30 82.60 81.00  79.50 

28 短纤维指数 SFI 6.80 8.50 10.30 12.30  14.20 

28 束纤维强度 Strength 32.90 30.70 28.50 26.20  24.00 

28 马克隆值 Mic 3.39 3.79 4.18 4.57  4.96 

28 成熟度指数 Mat 0.92 0.90 0.88 0.85  0.83 

28 反射率 Rd 81.00 78.30 75.80 73.00  69.90 

28 黄度 +b 7.60 8.40 9.30 10.20  11.20 

28 杂质粒数 CNT 7.00 16.00 25.00 39.00  60.00 

28 杂质面积 Area 0.10 0.26 0.40 0.66  0.99 

28 纺纱一致性指数 SCI 149.00 0.00 131.00 0.00  114.00 

 

6.3 模型库、方法库管理与应用 

 

6.3.1 纱线质量预测与管理 

程序功能如图 6－6。 

 
图 6－6  纱线质量预测与管理功能界面 

 

成纱质量预测系统主要包括模型训练系统和成纱预测系统两部分。在训练之前，先建立原

棉技术品级与成纱质量指标的对应关系，模型训练是对保存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需要分析异

常数据，尽可能缩小误差；成纱预测是利用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和数据对配棉实施方案进行质量

预测。  

技术品级是原棉上半部长度、整齐度、断裂比强度和马克隆值的综合指标，与成纱质量有

密切关系，为此，在建立成纱质量预测模型之前，应对数据进行审核。 

成纱质量指标异常数据审核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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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B  ─ 第 i项原棉技术品级对 i项成纱质量指标的标准化比率；  

      ij  ─ 第 i项原棉技术品级； 

      ij  ─ 第 i项成纱质量指标。 

 

标准化比率是利用同度量因素反映质量指标差异程度的指数，指数基准为 1。 

表 6－6是按上式计算的示例；表 6－7是异常数据检验参考标准。 

 

表 6－6  技术品级成纱质量指标的标准化比率 

 

  

表 6－7  异常数据检验参考标准 

成纱质量指标 标准化比率 

条干 CV（％） ≥0.90 ；≤1.10 

断裂强度（cN/tex） ≥0.90 ；≤1.10 

细节-50％（个/千米） ≥0.85 ；≤1.15 

粗节+50％（个/千米） ≥0.85 ；≤1.15 

棉结+200％（个/千米） ≥0.80 ；≤1.20 

毛羽 3mm％（根/100m） ≥0.80 ；≤1.20 

 

运用标准化比率检验成纱质量指标后，便可建立成纱质量预测模型。为提高成纱质量预测

的精度,本系统从生产实际出发, 从多种函数类型中选优,建立组合动态预测模型。  

表 6－8 为 C14.8tex 原棉品质与成纱质量统计表，根据表 6－8计算出表 6－9原棉品质与

成纱质量偏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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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原棉品质与成纱质量统计表 

 
 

 表 6－9  原棉品质与成纱质量偏相关系数 

 

 

运行“查阅质量预测模型”模块，可显示各自的成纱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 

表 6－10 为 C14.8tex 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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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C14.8tex 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 

项目 函数类型 A B C R S K ZHD 

2
1 CXBXAY ++=  52.7499 -22.2134 3.3598 0.7862 0.3208 0.5783    

条干 )/(
2

XBAeY =  12.3746 0.0766   0.6714 0.3847  0.4217  -0.3394 
2

1 CXBXAY ++=  -14.0941 13.7054 -1.6540 0.5375 0.4776  0.5093    
强度 

)/(2 BAXXY +=  0.0455 0.0969   0.5276 0.4812  0.4907  -0.0186
)/(

1
XBAeY =  45.4141 -2.5566   0.4232 2.2346  0.5064    

细节 2
2 CXBXAY ++=  -16.7960 717.7627 -1.9094 0.4178 2.2323  0.4936  -0.2524 

2
1 CXBXAY ++=  468.1648 -146.5085 27.7123 0.6157 12.5584  0.5078    

粗节 )/(
2

XBAeY =  185.6208 0.1315   0.6062 12.6752  0.4922  -12.1587
2

1 CXBXAY ++=  -242.5129 390.0659 -45.1573 0.3386 38.6598  0.5179    
棉结 )/(

2
XBAeY =  809.4515 -1.2242   0.3267 38.8320  0.4822  36.3887

2
1 CXBXAY ++=  -60.3308 59.8887 -7.9516 0.3891 2.3836  0.6071    

毛羽 )/(
2

XBAeY =  72.2787 -0.0838   0.3130 2.4575  0.3929  1.1730

     注：R表示相关系数；S表示剩余偏差；K表示权系数；ZHD 表示校正值   

Y=Y1K1+Y2K2+ZHD 

 

成纱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是基于单种预测方法的局限性和近似性，通过对多种不同的

预测方法进行的非线性结合。该方法综合利用各种预测方法所提供的信息，以适当的权数得出

组合预测模型，使得组合预测模型更加有效地提高预测精度。 

不同的定量预测方法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相互

补充。由于每种预测方法对成纱质量指标描述角度不同，所以若认为某个单项预测误差较大，

就把该种预测方法弃之不用，这可能造成部分有用的信息丢失。为此，应综合考虑各单项预测

方法的特点，将不同的单项预测方法进行组合。这样，即使一个预测误差较大的预测方法，如

果它包含系统独立的信息，当它与一个预测误差较小的预测方法组合后，完全有可能增加系统

的预测性能。 

若只用一种预测方法进行预测，则这种预测方法的选择是否适当就显得很重要。如果选择

预测方法不当，就可能出现较大的预测偏差。在预测实践中，若把多种单项预测方法正确地结

合起来使用，则会使得组合预测结果对某单个较差的预测方法不太敏感。因此，组合预测一般

能提高预测的精确度和可靠度。 

成纱质量预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连贯性原则。预测对象（纱线条干、断裂强度等）在工艺、设备等环境条件下具有

的规律性，不仅在现在起作用，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作用，这种连贯性包括时间

的连贯性和预测系统结构的连贯性。 

    （2）相关类推原则。预测对象的发展变化与原棉品质存有密切相关关系。因此，类推原

则要求在建立适当的预测模型后，根据相关因素发展变化来类推预测对象的规律。 

（3）概率性原则。预测对象既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必然因素的影响。概率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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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利用统计方法可以获得预测对象的必然规律。 

成纱质量预测运用定量预测方法。定量预测方法就是利用预测对象的历史和现状的数据，

按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数学模型，从而计算出预测对象的预测值。定量预测方法的特点是： 

    （1）强调对事物发展的数量方面进行较为精确的预测，这主要通过历史统计数据建立相

应的数学模型，对事物发展作出数量上的预测。 

（2）强调对事物发展的历史统汁资料利用的重要性。  

（3）强调建立数学模型的重要性，且要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定量预测法中复杂的数学

模型的参数计算问题。 

创建成纱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的程序如图 6－7。 

 

从原棉与成纱质量历史数

据库中选择纱号类别

显示原棉与成纱质量数据

数据是否≥15组
NO

YES

模型存储以备配棉是调用

分别运用四种曲线类型

建立初始预测模型

退出

数据检验

自动剔除异常数据

对初始预测模型进行评价
自动优选二个模型建立动

态组合成纱质量预测模型

显示动态组合成纱质量预测模型
显示原棉指标与成纱质量指标的

偏相关系数阵

 
图 6－7  成纱质量动态组合预测模型创建流程图 

 

成纱质量预测是一种定量预测方法，主要是根据系统内部要素变化存在的因果关系，通过

识别影响系统发展的主要变量，建立它们的数学模型，然后根据系统自变量的变化预测系统因

变量。预测结果的可信度取决于模型对真实系统的拟合效果，它完全依赖于系统建模人员对系

统问题的认识水平和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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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是根据模型的预测结果，对模型的合理性、模型的计算精度和模

型的敏感性等进行分析和检验。为此，在进行成纱质量预测时，要特别注重对数据的分析，应

根据预测目标，尽可能地搜集系统本身的历史资料。利用模型得到的预测结果与系统发展的实

际结果未必相符，应对预测的结果应加以分析和评价，以确定系统模型的可信度。 

系统预测过程是一个系统资料、预测方法和预测分析有机结合的过程，资料是基础和出发

点，方法的应用是核心，分析则贯穿于系统预测的全过程。 

 

“纱线质量预测与管理”模块包括质量分析、质量标准等功能。 

1．质量分析 

①质量指标单项统计分析。对成纱质量主要考核指标如条干 CV、断裂强度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一段时期内各指标生产水平的平均值、均方差、离散系数、偏态、峰度等。 

②质量波动曲线分析。将一定时期内的成纱质量主要考核指标分别绘制质量分布曲线，并

与标准值比较，可以非常直观地了解各指标生产水平的波动情况及与标准值的偏离情况。 

对表 6－8中 C14.8tex 的成纱质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6－11 所示。 
  

表 6－11  C14.8tex  纱线质量指标分析 

项目 
条干 CV 

（％） 

断裂强度

（cN/tex）

棉结+200%

（个/千米）

细节-50% 

（个/千米） 

粗节+50% 

（个/千米） 

毛羽 3mm 

（根/100m）

平均值 16.28 14.14 591.77 22.57 292.67 50.87 

最小值 15.80 12.46 508.00 17.00 259.00 45.00 

最大值 17.61 14.92 659.00 26.00 319.00 54.00 

标准差 0.49  0.52  40.37  2.40  15.66  2.54 

离散系数 2.99  3.68   6.82 10.65   5.35   5.00 

偏态系数 1.28 -1.01  -0.49 -0.86    -0.32  -0.50 

峰度系数 0.64  1.41  -0.83 -0.18  -0.77 -0.84 

 

2．质量标准 

该模块收集了有关品种的最新国家质量标准和国际 USTER 水平（图 6－8），为质量分析提

供依据。其中，USTER 2007 纯棉纱线质量水平分 11 个类别（图 6－9），例如， 

14.8tex 普梳环锭机织筒纱如表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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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  纱线质量标准查询功能界面 

 

 

图 6－9  USTER 2007（纯棉）查询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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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14.8tex 普梳机织筒纱 
序号 质量指标 5% 25% 50% 75% 95% 

1 质量变异系数 CVm％ 14.63 15.87 17.10 19.94  19.94  

2 管间质量变异系数 CVmb％ 1.50 1.90 2.40 4.10  4.10  

3 毛羽值 H 4.93 5.39 5.81 7.07  7.07  

4 毛羽标准差 sH 1.44     ── 1.66     ── 1.93  

5 毛羽变异系数 CVHb 2.20 2.80 3.60 6.20  6.20  

6 直径变异系数 CVd 18.12     ── 19.38     ── 20.85  

7 纱线密度 D 0.49     ── 0.45     ── 0.40  

8 纱线圆整度 Snape 0.84     ── 0.82     ── 0.81  

9 千米-40％细节 339.10 488.30 718.90 1597.20  1597.20  

10 千米-50％细节 14.50 23.50 43.70 120.70  120.70  

11 千米+35％粗节 594.80 919.00 1296.70 2463.40  2463.40  

12 千米+50％粗节 137.70 205.50 317.30 705.00  705.00  

13 千米+140 棉结 816.00 1161.60 1609.00 2858.20  2858.20  

14 千米+200 棉结 210.70 295.40 433.20 812.50  812.50  

15 千米灰尘颗粒 Dust 215.76     ── 367.11     ── 562.82  

16 千米杂质颗粒 Trash 2.30     ── 5.00     ── 10.40  

17 断裂强力 FH 305.40     ── 258.30     ── 220.10  

18 断裂强度 RH 21.57 19.74 17.63 14.23  14.23  

19 断裂强度变异系数 CVRH 9.30 9.90 10.60 12.30  12.30  

20 断裂伸长率 εH 6.40 6.10 5.70 5.20  5.20  

21 伸长率变异系数 CVεH 6.80 7.60 8.40 9.80  9.80  

22 断裂功 WH 439.00     ── 359.00     ── 305.00  

23 断裂功变异系数 CVWH 12.80 14.30 16.00 19.50  19.50  

 

 

6.3.2 配棉优选与方案评价 

 

配棉优选是配棉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核心，子系统功能如图 6－10。 

 

图 6－10  配棉优选与方案评价功能界面 

 

主要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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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当前原料和生产情况, 确定品种有关参数及配棉目标值,运用目标整数规划和综合

预测分析方法,寻求本期配棉的多个可行方案。 

2.对全部可行方案进行技术经济评价,从中选优。 

3.处理接批棉，以保证连续化生产。 

4.自动计算出各断批点的混棉品质指标、百分比以及成纱质量预测分析值，以保证生产稳

定和配棉质量成本前后的相对一致，完成当期配棉（生产）进度。 

5.对配棉实施方案进行评价。  

 

6.3.2.1 自动输入上期混棉指标 

点击“输入上期混棉平均指标”，从历史数据库中选择，结果如图 6－11。  

 

图 6－11  上期混棉指标界面 

 

6.3.2.2 建立配棉初始方案库 

本例选择 C14.8tex（细绒）进行配棉。配棉队数 8队，棉台总容量为 48 包，棉纱日产量

5.2 吨。各队原棉的基本资料如表 6－13。 

 

表 6－13  配棉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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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混棉包数上下限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为避免方案过多，混棉包数的下限之和应小于混棉总包数 1～2 包；上限之和最好大于

混棉总包数 1～2包。 

2.当各队混棉包数的下限和上限相等时，只有一个方案。   

 

6.3.2.3 配棉技术经济效果评价 

经运算，本例中有 3个配棉可行方案，初步评价如表 6－14。 

对配棉可行方案进行评价时，重点在于质量与混棉成本的有机统一。从表 6－14 中可以看

出，方案一优于其他方案。 
表 6－14  配棉可行方案评价 

方案号 
技术

品级 

上半部 

长  度

（mm） 

整齐度

（％） 

断  裂 

比强度 

（cN/tex）

马克

隆值 
色特征级 

混棉价格 

（元/吨） 

成纱条 

干预测

CV（％） 

成纱断裂 

强度预测

（cN/tex）

1 3.29 29.12 82.42 27.92 3.78 白棉 11 13936 15.41 14.67 

2 3.30 29.09 82.37 27.86 3.78 白棉 11 13959 15.41 14.66 

3 3.31 29.05 82.32 27.80 3.79 白棉 11 13981 15.41 11.65 

 

运算过程如图 6－12。   

 
图 6－12  配棉初始方案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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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处理接批棉形成配棉方案 

从多个配棉方案中选择一个实施方案，若有断批棉，显示断批棉和接批棉信息。本例选择

方案一，首次断批棉和接批棉的信息如图 6－13。  

 
图 6－13  选择接批棉流程图 

 

当全部接批棉结束后，形成配棉方案，如表 6－15。 

本方案混棉队数为 8队，2次接批，形成 3个断批点。  

 

表 6－15  配棉成份分类排队表（简表） 

 

  

6.3.2.5 配棉实施方案质量评价  

配棉方案质量评价支持系统包含数据库（原始数据库、评价库）、问题库、模型库、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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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具体评价问题为导向，以功能（评价模型）为支撑，以用户为主体的人机综合评价系统。 

在纺纱生产过程中，均匀混合是稳定成纱质量的前提，因此，评价配棉方案时，要特别注

意各断批点之间原棉品质的混合指标波动不能太大。 

配棉方案质量评价指标主要有：变异系数、偏态与峰度，特别是技术品级的变异系数、偏

态与峰度。通过评价指标选取，评价模型选择，参数确定，人机交互和输出方式的选择，形成

具体的评价问题，每次定义的评价将作为评价知识存放在系统中。 

由表 6－15 得到配棉方案质量评价指标如表 6－16 所示。 

 
表 6－16  配棉实施方案评价 

评价指标 断批点 
技术 

品级 

上半部 

长  度 

（％） 

 

整齐度

（％） 

断  裂 

比强度

（cN/tex） 

马克隆值 

断批 0 CV% 5.76 1.73 0.87 4.74 7.48 

断批 1 CV% 5.41 1.67 0.80 4.81 7.04 
变异系数

CV（％） 
断批 2 CV% 5.30 1.85 0.95 4.61 6.64 

断批 0 偏态 -1.02 -0.42 0.09 0.09 0.68 

断批 1 偏态 -0.83 -0.28 -0.01 0.14 0.66 
偏态 

系数 
断批 2 偏态 -0.80 0.18 0.04 0.57 0.73 

断批 0 峰度 0.78 -1.34 -1.55 -1.06 -1.39 

断批 1 峰度 0.38 -1.25 -1.58 -1.00 -1.35 
峰度 

系数 
断批 2 峰度 0.52 -1.48 -1.03 -0.42 -1.29 

 

技术品级是上半部长度、断裂比强度、整齐度、马克隆值的综合指标。技术品级的变异系

数、偏态系数与峰度系数的特征与判断原则见表 6－17。 

 
表 6－17  变异系数、偏态系数与峰度系数的检验参考标准 

评价指标 判断原则  

变异系数 CV（％） 

＜5，优 

≥5；＜10，良  

≥10；＜15，一般 

超过 15 时应重新设计配棉方案 

偏态系数 

＞0，右偏分布 

＜0，左偏分布 

＝0，正态分布 

峰度系数 

＞0，尖峰分布 

＜0，平峰分布 

＝0，正态分布 

   

对配棉方案质量的评价同时还要考虑主体成份因素。主体成份重点控制原棉产地、技术品

级和色特征级，主体原棉在配棉成分中应占 80％左右。由于原棉的性质是很复杂的，若难以

用一种性质接近的原棉为主体时，可以采用某项性质以某几批原棉为主体，但要注意同一性质

不要出现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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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的主体成份分析见表 6－18。 

 
表 6－18  配棉方案主体成份分析 

序号 产地 

产地 

比例 

（％） 

技术品级

等级 

技术品级

等级比例

（％） 

色特征级 

色特征级 

比例 

（％） 

1 山东 14.40 B 级  7.20 白棉 11 57.14 

2 新疆 85.60 C 级 92.80 白棉 21 42.86 

 

确定配棉实施方案的过程见图 6－14。 

  

从配棉初始方案库中

选择拟实施方案

显示断批棉基本信息

是否满足配棉天数

（15天）
NO

方案是否可行

YES

形成配棉实施方案

计算各断批点之间的

混棉和质量成本指标

显示各断批点的混棉

和质量成本指标

对配棉方案进行评价：

技术品级CV%；主要指标的

偏态和峰度分布

YES

NO

 

图 6－14  配棉实施方案流程图 

 

6.4 配棉与质量历史资料 

 

该子程序存储原棉检验统计历史资料、原棉与成纱质量历史资料、实施方案统计历史资料，

程序功能如图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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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配棉与质量历史资料功能界面 

配棉的全过程产生大量的不同类型的数据，按主体分类，有三个数据仓库：原棉检验统计

历史资料、原棉与成纱质量历史资料、实施方案统计历史资料。这三个数据仓库的基本特性是：

面向主题性、数据的集成性、数据的时变性。 

    1.面向主题性 

    表示数据仓库中的所有数据都是围绕着配棉这一主题组织展开的。从信息管理的角度看，

主题就是在管理层次上对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按照具体的管理对象进行综合、归类所形成的分析

对象。而从数据组织的角度看，主题就是数据集合，这些数据集合对分析对象做了完整的、一

致的描述，三个数据仓库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  

    2．数据集成性 

    数据仓库的集成性就是指根据决策分析的要求，将分散于各处的源数据进行抽取、筛选、

清理、综台等工作，最终集成到数据仓库中。     

    3．数据的时变性 

数据仓库的时变性，就是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原棉与成纱质量数据仓

库必须不断地将新的数据追加到数据仓库中去，以满足决策分析的需要。 

    数据仓库数据的时变性，不仅反映在数据的追加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数据的删除上。尽管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可以长期保留，但是在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存储期限还是有限的，一般保留 3

年，在超过限期以后，也需要删除。 

    数据仓库中数据的时变还表现在概括数据的变化上。数据仓库中的概括数据是与时间有关

的，概括数据需要按照时间进行综合，按照时间进行抽取。因此，在数据仓库中的概括数据必

须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重新进行概括处理。  

数据仓库组织的根本目的在于对决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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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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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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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纺织史料】 

  

青岛同兴纱厂 

  青岛“同兴纱厂”（青岛第八棉纺织厂前身），是由日本同兴纺绩株式会社于 1935 年 7 月

创建的。当时名称为“同兴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工厂”,总厂设在上海杨树浦路。                     

    1934 年，上海“同兴纱厂”日本商人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派员来青岛勘查并选定面临胶

州湾，旁依胶济铁路，海陆交通方便的沧口沔沧路（现青岛市李沧区沔阳路 1号）作为同兴纺

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场厂址。1935 年 7 月 18 日破土动工,次年 10 月 3 日开工投产。工厂占地面

积 35 万平方米。经理为日本商人鸟羽智加造,厂长为三岛祯三郎,共有日本职员 50 名,中国工

人 2000 名。计有纱锭 27720 枚,丰田织布机 1162 台。年产棉纱为 1.5 万件,棉布 58 万匹,商标

为“喜鹊”及“阳鹤”牌号。生产棉纱均自用，棉布销往华北各地。  

   1937 年 12 月 18 日，同兴纱厂同其他日商在青纱厂均被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炸毁。日军第

二次侵占青岛后，日商又于 1938 年 4 月重修同兴纱厂,1939 年 2 月开工生产 ，其时纺锭达到

38248 枚，丰田织布机 700 台，线锭 5040 枚。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青岛保安队、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经济部先后派员接管同兴

纱厂。1946 年 1 月，“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接管该厂，并将厂名改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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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第九纺织厂”，简称中纺九厂。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派员接管中纺九厂。此时，工厂拥有纱锭 50788

枚，布机 812 台。1951 年 1 月 1 日，工厂更名为“国营青岛第八棉纺厂” 。 

                                    

 

青岛印染厂 

青岛印染厂是青岛市第一个印染企业，其前身是由日本商人铃木格三郎于 1917 年 3 月创

办的“铃木丝厂”（又称青岛丝厂）。厂址位于奉天路 80 号（现辽宁路 80 号）。建厂初期，拥

有缫丝机 200 余台，工人为 300 人，专门进行缫丝加工，产品销往美欧。 

1919 年 6 月，“铃木丝厂”转由“东亚蚕丝组合”经营。1920 年，“东亚蚕丝组合”解散

后，重由铃木格三郎接管，并招股扩大为“日华蚕丝株式会社”。1923 年，又在张店建立了青

岛铃木丝厂张店分厂。 

1935 年 5 月，为加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铃木丝厂将制丝设备转往周村、张店两地，并

购进印染设备，改称“瑞丰染厂”，专门从事印染业。 

1937 年抗战爆发，该厂被国民党军队部分烧毁。同年冬日本再次入侵青岛后，日本商人

重加修建，在扩充原有印染项目外，又添设了丝织厂、黑铅厂、荣泰铁厂、五福工厂、酒精厂

等。1938 年 7 月，瑞丰染厂改由增资扩股的“日华兴业株式会社”管辖。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将该厂改为染供军用布匹的生产

厂。但由于战事加剧、胶济铁路运输吃紧、染料和原料的缺乏以及工人的怠工反抗，及至日本

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前，该厂已濒于停闭状态。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该厂由国民党经济部鲁、豫、晋特派员办公处接收。1946 年 2 月，

移交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并更名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第一染织厂”。4 月 26

日又改名为“中纺青岛第一印染厂”。当时有主机、辅机设备 91 台，工人 407 人，产品以漂白

细布和硫化元、士林蓝、海昌蓝各色印花细纺哔叽为主，号称华北“首席”印染厂。同年 9月

底，原日商经营的一工业制药厂并入该厂，主要生产浆纱膏、土耳其红油、肥皂等，后划归中

纺公司青岛第一化工厂。 

青岛解放后的 1951 年 1 月 25 日，该厂改称国营青岛印染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