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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学习已成为了当今教育领域的焦点。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课程,利用 AppInventor开发了机

织物组织移动绘图App,通过触摸方式绘制任意组织图,也可输入参数绘制指定组织图。实践表明,移动学习 App在机

织物组织与设计课程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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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学习通过将移动技术与教育领域相结合,加
上网络技术的辅助,实现了学习者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且学习者不受桌子、电脑等的限制[1]。移动学习越来

越被人们所普遍接受,相应的资源开发研究也在大范

围展开[2-4]。为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具体专业课

程,将课程延伸到课外以弥补传统课堂学习的缺陷,可
向学习者提供该课程的移动学习软件来辅助学习。

机织物组织与设计课程是纺织专业学生的一门重

要专业基础课程,在织物组织学习过程中学生经常会

用到意匠纸来进行绘图,限制了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

主动性。本项目通过 AppInventor编程实现了 An-
droid平台移动端织物组织学习软件,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并完成与同学、教师交互的功能,
一定程度提高了学习效果。同时该软件也适合于纺织

行业需要进行织物组织设计的人员使用。

1 机织物组织移动软件的开发

1.1 软件开发平台

软件开发选用AppInventor作为开发平台,不需

要Java编程基础抛弃复杂的程序代码,而使用乐高积

木式的拼接法来完成 Android程序[5],可给更多不会

计算机编程的纺织专业学生及企业员工提供更多的学

习机会。

1.2 软件功能及逻辑搭建

为便于广大织物组织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绘制组

织图或学习组织图绘制,软件功能分为两个模块。第

一,根据学生的需要输入经纬向组织循环,绘制意匠

格,学生通过手指触摸进行组织图的绘制;第二,各类

组织绘制学生通过输入各类组织的参数,由软件分步

绘制组织图,便于学生掌握组织图的绘制过程。两个

模块均具备一键分享功能,便于学生与老师或学生与

学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

1.2.1 触摸方式绘制组织图

(1)界面设计及操作 ①打开程序,程序界面分为

功能按钮区和绘图区,如图1(a)所示;②点击参数设置

按钮(黑色方框)处,参数设置文本框显示,在文本框分

别输入经纬向循环的数字,如图1(b)所示;③点击钢

笔按钮,参数设置区隐藏,并在绘图区绘制了Rj ×Rw

方格即为电子版的意匠纸,如图1(c)所示;④点击选色

按钮(黑框处),选择合适的颜色,触摸屏幕进行组织绘

画,如图1(d)所示为组织点绘图后的界面;⑤点击分享

按钮即可分享绘制好的组织图,如图1(e)为分享交互

功能。
(2)数学模型及逻辑设计 该部分程序的核心数

学模型有2个:①根据文本框输入数字绘制Rj ×Rw

方格图。设定坐标起点,分别沿着经向和纬向绘制Rj

+1和Rw +1根直线,直线的长度分别为Rw ×宽度和

Rj ×宽度,即每根经纱都和Rw 根纬纱交织,每根纬纱

也都和Rj 根经纱交织。图2所示为意匠方格的乐高式

逻辑模块。

② 在触屏位置将空白方格填充。读取屏幕触摸点

的坐标(x,y),分别对x(经向起点)/宽度及y(纬向

起点)/宽度进行“就低取整”操作,得到格子所在意匠

方格的“行列数”。再对该格子所在位置填充略小于格

子的方块。由于软件没有提供填充正方形的乐高模

块,因此这里填充的是长、宽均为(意匠格宽度-2)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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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直线。图3所示为根据触摸点填绘组织点的逻辑

模块。

功能区

绘图区 功能区

绘图区

功能区

绘 图
区

参数设置

(a)打开程序界面 (b)输入参数 (c)意匠格绘图完成

功能区

绘图区

功能区

绘图区
关闭关闭

(d)组织点绘图   (e)组织图分享

图1 手机版织物组织绘制软件的界面及使用

图2 意匠方格绘制的乐高式逻辑模块

图3 根据触摸点绘制组织点的逻辑模块

1.2.2 各类组织绘制

根据构成织物组织的交织规律、交叉数和飞数,可
将组织分为规则组织、准规则组织和非规则组织[6]。
该软件针对这几类组织对其进行了程序设计。规则组

织涵盖了大多数常用的组织,如平纹、斜纹、缎纹,以及

他们的一些衍生组织如加强、复合及角度斜纹和加强

缎纹等;其共同特点是在整个组织循环中都有固定的

交叉数、固定飞数、连续的经、纬浮长等。受篇幅所限

这里仅介绍规则组织的实现过程。
图4为规则组织App自动画图的界面效果,其绘

制流程为:
(1)输入组织分式和组织点飞数,对三原组织、加

强斜纹、角度斜纹、复合斜纹、部分加强缎纹等均属于

此类。为简化组织分式的输入,输入组织分式时直接

在“文本输入框”按分子分母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输

入。

图4 规则组织App界面效果

如
2 3 
 2 1

在文本输入框输入2231,其中缎纹不能

按组织分式输入,如8 
 3

纬面缎纹应该输入17,即一上

七下,表示每根纱线得到交织规律。
(2)判断组织分式中数的个数是否为偶数,即用文

本框输入数字的总个数除以2取余。如果余数等于0,
则执行组织循环数R 的计算 ——— 全局变量global
sum 为“分式输入框”中各数字之和;否则,弹出信息框

提示:“组织分式输入错误”。图5所示为组织分式输

入的逻辑模块。
然后,点击按钮在绘图区画意匠格,其实现方法同

图2。
(3)根据飞数Sj(Sw)求出标准的正飞数(即当飞

数小于0时,则加上R);图6所示globalss为飞数。
(4)组织绘制时取一个局部变量sum1,局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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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1为“分式输入框”中前N 个数字之和。局部变量

sum1一边取值一边画图,这样就可对组织分式逐个数

字分别绘制,如图7所示。

图5 组织分式输入逻辑模块

图6 标准正飞数运算

图7 规则组织分段绘图逻辑模块

如
2 3 
 2 1

,先把所有经纱的2上画完,再画2下,

然后分别是3上和1下。图7中N 表示分式输入框数

字的顺序,单数为分子,偶数为分母。如果N 除以2的

余数为0即纬组织点,设画笔的颜色为红色;相反,如
果N 除以2的余数不为0,则设画笔的颜色为黑色即

经组织点,如图7所示。其中具体绘图过程被“折叠”
未显示,展开后如图8所示为规则组织某一段经浮长

或纬浮长绘制过程。

图8 规则组织某一段经浮长或纬浮长绘制的过程

引入globalguocheng的目的在于简化乐高模块,
某则乐高模块堆砌太长不方便查看。图中变量ii表示

对某一段浮长线逐一绘图,取globalsum -(sum1-
1)是因为计算机默认的坐标是从上至下依次增大,从
左至右依次增大。

globalsum-(sum1-1)gl
ob
al
su
m

su
m
1

图9 globalsum-(sum1-1)图解

由图9可知,乐高模块中globalsum -(sum1-
1)是定位在每一段浮长线的最上面一格,然后连续绘

制ii个组织点。
验证globalguocheng <30,是判断在后面各列

中组织点是否超出当前循环,如果超出,则又从最下面

第一行开始绘制。

2 结语

移动学习在国内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就

目前移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将会启动更多

项目来对移动学习资源进行开发设计,移动学习将会扩

展到社会各行各业中。开发织物组织移动学习软件是

为了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具体专业课程,将课程延伸

到课外,以弥补传统课堂学习的缺陷。作为一种辅助学

习软件,在使用过程中既要了解组织的各项参数及其意

义,也要了解组织的经纬组织点交织规律及其排列顺

序,这在教学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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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方式,都对其尺寸变化率有重要影响,而现行的产品

标准只是对产品材质和类型进行区分,缺乏对检测方

式方法的考虑,因此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不高,难以为消

费者提供有效参考。因此,有必要对检测标准进行优

化,提高产品检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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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DimensionalChangeRateofKnittedApparelProductStandards
ZHANGYu-ting

(GuangzhouFiberProductTestingandResearchInstitute,Guangzhou511400,China)

  Abstract:Dimensionalstabilitytowashingisoneofthemostimportantfactorsinthewearabilityofknittedapparel.Twogroups
ofexperimentswereselected,agroupofexperimentwascarriedouttoexaminetheknittingfabricsofdifferentmaterialsandtypesby
relevantstandards,andtheothergroupofexperimentwasusedtoinvestigatetheinfluenceofdifferentdryingmethodsondimensional
stabilitytowashing.Theinfluencingfactorsofdimensionalchangerateinknittedapparelstandardswerediscussed.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andmeasureswere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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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MobileLearningSoftwareforWovenFabricTexture
GENGLiang1,SUNY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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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Mobilelearninghasbecomethefocusofeducationfield.Inordertohelpstudentslearnprofessionalcourses,mobile

drawingAppforwovenfabrictexturewasdevelopedbasedonAppInventor.TheAppcoulddrawanyfabrictexturechartbytouching
themobilescreens.Italsocoulddrawdraftbyinputtingparameters.ThepracticeshowedthatmobilelearningAppplayedanactive

roleintheteachingoftextureanddesignofwoven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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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DifferenceofTestingStandardsforTextilesColorFastnesstoLight
ZHANFHuan-huan,LIYing*,CHENLiang,ZHOU Wei,TANGYing
(ShanghaiInstituteofQualityInspectionandTechnicalResearch,Shanghai200040,China)

  Abstract:The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tandardsfortextilecolorfastnesstolightwereintroduced,andstandardmaterial,tes-

tingconditions(illuminant,temperatureandhumidity),specimenpreparation,testmethodsandgradingassessmentofdifferent

standardswerecompared.Thedevelopmenttrendofcolorfastnesstolightwaspros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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