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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ATCC 22 标准图级

在织物拒水性能等级评定中袁
传统的评定方法是主观评级法袁即
评定者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袁通过

肉眼来对比试验样品和标准样品

照片而得结论袁这种方法受评定者

心理状态和生理状况影响较大袁结
果容易产生偏差遥 除此之外袁织物

的拒水性能还可用吸湿称重法以

及近几年出现的计算机图像处理

法来评价遥
本文以针织面料为研究对象袁

探讨了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与主观

评级法和吸湿称重法之间的关系袁
目的旨在为针织物拒水性能的评

级提供参考遥
员 试验

员援员 材料

共选取 圆远 块常见针织面料作

为试验对象袁其规格如表 员所示遥
员援圆 方法

将每块面料剪成 员愿 cm伊员愿 糟皂

的正方形袁贴上标签袁做上记号遥 用

与面料颜色对比差异大的荧光笔

渊深色面料用白色笔袁 浅色面料用

黑色笔冤 在面料中间画出直径 员缘
糟皂 的圆袁 此圆形的面积应与喷淋

装置的圆台大小一致袁这样便于接

下来数据计算遥
用 再郧愿员猿 沾水性试验仪按照

国家标准 郧月/栽 源苑源缘要员怨怨苑 叶纺织

织物 表面湿性测定 沾水试验曳在
标准大气环境中进行试验袁试验后

的试样分别用主观评级法尧吸湿称

重法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法进行评

级遥
员援猿 主观评级法

用 粤粤栽悦悦 圆圆 标准对试验后

的试样进行等级评定袁粤粤栽悦悦 圆圆
标准分为 园耀缘 级袁共 远 个级别袁园 级

最差袁缘级最好遥 具体如图 员 所示遥
员援源 吸湿称重法

测试试验前试样的质量 M1 和

试验后试样的质量 M2袁 按照式渊1冤
计算吸湿率袁以吸湿率的高低评价

织物的拒水性能遥
吸湿率=渊M2原M1冤/M1伊100% 渊1冤

员援缘 计算机图像处理法

员援缘援员 湿润面积比

在规定时间内试验袁然后统一

焦距和拍摄距离对试验后的试样进

行拍照袁 将拍好的照片信息输入计

算机袁用 粤怎贼燥悦粤阅 软件中的求面积

功能求试样在所画直径 员缘 cm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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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原料 组织
横密/

咱纵行窑渊10 cm冤-1暂
纵密/

咱横列窑渊10 cm冤-1暂 克质量/渊g窑m-2冤 厚度/mm
1 棉 衬垫 86 125 254 0.72
2 棉 纬平 93 138 230 0.61
3 棉 纬平 102 146 174 0.52
4 涤 纬平 82 130 169 0.55
5 涤 纬平 76 110 241 0.66
6 棉 纬平 92 138 271 0.79
7 棉锦 纬平 95 125 295 0.62
8 涤 纬平 108 138 285 0.75
9 毛棉 衬垫 98 136 291 0.84
10 棉 罗纹 92 131 209 0.72
11 棉 纬平 89 110 225 0.50
12 棉 纬平 102 138 203 0.59
13 棉 纬平 86 125 240 0.84
14 麻 纬平 93 138 110 0.69
15 锦棉 纬平 110 146 140 0.53
16 涤 纬平 96 130 115 0.52
17 棉麻 纬平 88 110 185 0.44
18 涤 纬平 92 138 165 0.43
19 锦 罗纹 86 125 189 0.58
20 涤棉 纬平 63 88 115 0.62
21 棉 纬平 103 146 135 0.52
22 棉 纬平 82 130 185 0.64
23 棉 纬平 88 110 165 0.43
24 毛棉 罗纹 92 138 262 0.68
25 棉 纬平 76 110 180 0.52
26 棉 纬平 89 125 150 0.44

表 1 26 块针织面料规格

形范围内的湿润面积袁并按式渊圆冤计
算出湿润面积比袁 以湿润面积比的

大小来评价织物的拒水性能遥
湿润面积比=

图像中的湿润面积
图像中所画圆形面积

伊100% 渊2冤
员援缘援圆 客观评级

将标准样照图 1 所示图像分

别扫描尧输入计算机袁用 粤怎贼燥悦粤阅
求出标准样照中每个等级的湿润

面积比曰然后计算出相邻两等级湿

润面积比的中间值袁以计算 0 级和

1 级之间的中间值 x为例袁则
95.2-x95.2 = x-62.762.7 渊3冤

解得 x=75.6曰同理袁可算出 1 级和 2

级之间的中间值为 49.6袁则规定润

湿区域范围﹥ 75.6豫为 0 级 袁在
49.6豫耀75.62豫之间的为 1级袁以此

类推袁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最后对 员援圆 中试验后的试样按

式渊圆冤计算湿润面积比袁并根据表 圆
中的湿润区域范围及其相对应的

等级进行客观等级评价遥
圆 结果与讨论

圆援员 评级结果

分别使用主观评级法尧吸湿称

重法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法对织物

的拒水性能进行评级袁对比结果如

表 猿 所示遥
圆援圆 评级方法之间的关系

圆援圆援员 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与主观

评级法的关系

将表 猿 中各织物拒水性能的

主观评级结果与由计算机图像处

理法中求得的湿润面积比之间进

行曲线拟合袁结果如图 圆 所示遥
从图 圆 可看出袁湿润面积比与

主观评级结果之间呈线性关系院
y越原圆员援猿猿x垣怨员援缘猿猿袁 其中 y 是湿润

面积比袁x 是主观评级结果袁砸圆越
园援怨员愿袁这说明湿润面积比与主观评

级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袁
即湿润面积比越大袁主观评级结果

将越小遥
另外袁将表 猿 中各织物拒水性

能的主观评级结果与由计算机图

像处理法得到的客观评级结果进

行曲线拟合袁结果如图 猿 所示遥
由于大多数试样拒水性能的

主尧客观评级结果都为 园 级袁所以

坐标渊园袁园冤重合了多个点遥 由图 猿
可看出袁 拟合曲线符合 y越园援怨员缘x原
园援园员源袁其中 y 是主观评级结果袁x是
客观评级袁且 砸圆越园援怨缘园袁这说明主尧
客观评级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的正

相关性遥
圆援圆援圆 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与吸湿

称重法的关系

将表 猿 中各织物由计算机图

像处理法得到的湿润面积比与吸

湿称重法得到的吸湿率进行曲线

拟合袁结果如图 源 所示遥
从图 源可看出袁湿润面积比与吸

湿率之间的关系符合院y越原园援园园怨圆x圆垣
员援怨源远 愿x原远援愿源苑 猿袁其中 y 是湿润面

等级/级 湿润面积/
mm2

湿润面积

比/%
湿润区域

范围/%
0 16 800 95.2 跃75.6
1 11 070 62.7 49.6耀75.6
2 7 236 41.0 22.8耀49.6
3 2 794 15.8 5.3耀22.8
4 558 3.2 0.4耀5.3
5 34 2.0 约0.4

表 2 标准样照各等级图湿润面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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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织物拒水性能评级结果对比

积比 袁x 是吸湿率 袁 但由于 砸圆 越
园援远怨3袁这表明湿润面积比与吸湿率

不呈高度相关性遥 从图 源中也可看

出袁偏离趋势线的点较多袁这是因

为吸湿率反映的是织物吸收的水

分与织物质量的比曰而湿润面积比

反映的是织物表面的沾湿情况袁当
织物本身吸湿能力较强而表面又

不容易沾湿时袁 两者的偏差会较

大遥
圆援猿 评级方法总结

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中的客观

评级结果以及湿润面积比结果与

主观评级结果之间的线性相关性

均较好袁而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中的

湿润面积比结果与吸湿称重法得

到的吸湿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差遥 这

猿 种方法中的 源 个评价指标的优缺

点可总结如下院
葬援 主观评级

优点院评价方法简单袁试验后

能根据标准样照马上得出结果遥
缺点院易受主观及外界因素如

评价者的主观感觉尧光线尧试样表

面状况尧颜色等影响曰且评价等级

只有 6个袁不够精细袁当试样介于 2
个等级之间时袁评判者难以确定到

底属于哪一等级遥
遭援 吸湿率

优点院较方便袁能得出一个精

确数值袁不受织物颜色等因素的影

响遥
缺点院反映的是织物的吸湿能

力而不是织物表面的湿润情况遥
c援 湿润面积比

优点院结果客观尧精确袁有一个

具体的数值来反映织物表面的湿润

情况遥
缺点院图像处理过程繁琐遥
d援 客观评级

优点院不受主观因素影响遥
缺点院需用各种计算机软件处

理图片袁过程较繁琐袁且易受织物

颜色的影响遥
总体来说袁计算机图像处理法

中的湿润面积比这一评价指标具

有其他 猿 个指标更大的优势袁如果

能克服图像处理繁琐这一缺点袁将
会有更好的应用前景遥
猿 结论

文中提出了用计算机图像处

理法测试织物拒水性能的 2 个评

价指标要要要湿润面积比和客观评

级袁 通过 圆远 块常见针织试样的拒

水性试验袁研究了这 2 个评价指标

与主观评级法和吸湿称重法所得

结果的关系遥 得到以下结论院
葬援 计算机图像处理法中的客

观评级结果及湿润面积比与主观

评级法的结果之间相关性较好袁但
与吸湿称重法所得的吸湿率之间

的相关性较差曰
遭援 源 个评价指标各有优缺

点院主观评级法方便快捷袁但易受

主观及外界因素影响曰吸湿称重法

所得结果精确袁但不能反映织物表

面的湿润情况曰计算机图像处理法

中的客观评级法不受主观因素影

响袁湿润面积比能精确反映织物表

面沾湿情况袁但这 2 个指标的图片

处理过程较繁琐袁且前者的结果易

受织物颜色的影响曰
糟援 相比较而言袁 计算机图像

处理法中的湿润面积比这一评价

指标具有较大优势袁研究开发织物

湿润面积比的计算机自动识别系

统可以使织物拒水性的评价更加

客观尧精确尧快速遥

收稿日期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 圆园 日

编号
主观评

级/级
吸湿率/

%
湿润面

积比/%
客观评

级/级 编号
主观评

级/级
吸湿率/

%
湿润面

积比/%
客观评

级/级
1 3 49.2 5.7 3 14 0 80.3 90.7 0
2 0 100.6 100.0 0 15 0 71.9 100.0 0
3 0 44.4 89.4 0 16 5 2.0 0.0 5
4 3 26.1 28.9 2 17 2 33.2 65.4 1
5 0 126.3 79.7 0 18 2 28.2 41.2 2
6 0 88.5 91.3 0 19 2 58.4 35.8 2
7 0 64.1 85.3 0 20 0 104.5 100.0 0
8 0 73.7 92.1 0 21 0 62.6 91.6 0
9 3 26.2 40.8 2 22 1 48.8 72.7 1
10 1 62.6 66.1 1 23 0 49.5 89.2 0
11 2 31.9 48.0 2 24 1 45.7 60.4 1
12 0 115.1 100.0 0 25 0 89.0 100.0 0
13 3 20.1 21.5 3 26 3 15.5 22.7 3

图 3 主尧客观评级结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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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湿润面积比与吸湿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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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湿润面积比与主观评级结果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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