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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计划》高校转化项目登记表 

日期 ：  2013/3/31                                            编号：QT1312GC 

项目名称 多功能可视化纱线外观测试仪 
所
属
领
域 

□ 先进重大装备 □ 新材料 □ 新能源

□ 生物医药 □ 电子信息制造 □ 新能

源汽车 □ 海洋工程装备 □ 软件和信

息服务 □ 民用航空制造 ■其它 院校名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盖章） 

项目成熟度 
□已实现产业化，产品供不应求   □已实现小批量生产，产品有市场需求  
□已通过中试鉴定      ■处在中试阶段  

技术水平 ■ 国际领先  □ 国际先进   □ 国内先进   □一般水平 

推广范围 ■ 国际推广  □ 国内推广   □ 区域推广   □ 特定地区推广 

知识产权状态 
□ 授权国外有效发明专利       ■授权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 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其它知识产权 

项目获奖情况 2012年上海市工业博览会 
各类基金 

资助情况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基金 

是否具有以下

资料 

□ 项目可行性报告   □ 查新报告   □ 鉴定证书   □检测报告   □ 认定证书 

□ 用户意见 

课题组简介：（概述研发优势和成功案例等。） 

项目组负责人：辛斌杰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博士，东华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数字化纺织技术与功

能性纺织品。2007入选香港政府“内地优才计划”，2010年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12年校优秀

青年教师；入选 2012年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资助项目；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

目批准号：61271419），主持 2010 年上海市科委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批准号：10PJ1404600），主持上海

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和优秀青年教师项目各 1项，主持承担上海市纺织控股集团技术创新项目 1项。已

发表 SCI 论文 17篇，EI 论文 4篇，ISTP论文 5篇，中文核心 15 篇；已授权的美国专利有 3项,已公

开国家发明专利 13 项，授权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授权 1项；申请软件著作权 3 项，授权 1 项。

参编纺织类英文专著和教材 5 本；2008 获第 6 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国际发明金奖;2002 年获得陈维稷论

文奖、2001 年第六届亚洲纺织会议优秀论文奖等。 

项目简介：（项目背景、政策导向、应用领域和服务对象、项目进展情况、成熟程度以及项目预计产业

化周期、项目鉴定或产品检测报告的结论性表述。如是生物医药项目，写明是否具有临床批文和药证等

文件。） 

 

纱线质量直接关系着织物和服装的外观性能,物理性能和服用性能,在纺织生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纱线的细度，毛羽度和条干均匀度直接影响面料的外观，还影响强力，拉伸性，弹性，耐磨性等

物理机械性能。纱线的外观信息（粗细变化、椭圆度、直径不均率等）对全面评价纱线质量、指导制造

工艺、预测织物外观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项目从纱线质量测试的实际应用出发，提出了一个基于数字图象分析技术的纱线可视化外观的新

测试方法，可以实现对任意纱线体进行多角度几何结构和可视化颜色纹理外观的集成化测试，所得到的

测试数据集合既包括传统的细度，条干均匀度和毛羽指数，也包含纱线体的颜色，纱线的花型和纹理等

可视化外观特征数据。利用该系统对纱线体进行表征后，可直接利用得到的测试数据集合实现织物真实

外观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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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可视化纱线外观数字化分析测试系统的开发，能够实现对纱线的集成化可视化的表征，应用

范围十分广泛，适用于各种精梳，普梳，色纱，花式纱，竹节纱等产品。此测试设备不仅可以得到纱线

的细度，条干均匀度，毛羽指数等几何外观指标，还可以对纱线体的颜色和纤维排列产生的纹理效果进

行表征，是对纱线体的一次全方位集成化的测试。用途广泛，第一，可以利用此设备对纱线的质量进行

工艺控制，优化纺纱工艺，降低条干不匀率；第二，可以用于纱线细度和毛羽度的常规测量；第三，可

以用于对花式纱和竹节纱等特殊外观形态的纱线进行表征和测量；第四，可以对纱线体的颜色和纹理进

行测量，控制色纱的上染质量；第五，可以作为商业纱线产品质量评定仪器，在生产厂家的质检部门，

海关，商检机构使用；第六可以用于织物外观模拟软件的纱线数据来源，传统的织物外观的模拟均使用

理想的纱线模型，而此设备可以提供长片段纱线体的真实外观数据，在此数据驱动下得到的织物模拟外

观可得到更真实可靠的效果。 

目前项目的实验样机搭建已经完成，目前正处于系统优化阶段，可向市场推广。项目预计产业化周

期为三年：第一阶段为样机试制和小批量生产阶段，完善生产所必需的辅助、公用工程，购置部分所需

生产设备，进行调试，完成中试阶段的市场开发建设，小批生产项目产品。第二阶段为批量生产阶段，

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健全产品测试检测手段，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100%，批量生产项目产品。 

 

 

 

技术特点：（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可与国内或国际现有技术进行比较。） 

从产品性能来讲，开发的多功能可视化纱线外观数字化分析测试系统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市场

尚未出现同类产品；此外该仪器所处的产品领域属于成长时期，数字化纺织品外观的市场刚刚启动，市

场机会很多。 具体而言，本项目的技术特征和优势包括： 

1）多角度立体测量原理 

纱线体本质上为三维立体结构，从一个单一角度对纱线体进行投影得到的纱线体的宽度为纱线的

“伪细度”，因此科学严谨的测试方式为多角度立体测量，即在纱线体的不同投影方向上进行测试，得

到纱线体的一组有代表性的几何特征，从而真实再现纱线体的几何外观形态。 

2）可视化颜色纹理信息的表征 

纱线体的外观不仅包括几何外形结构，还包括纱线体内的纤维组分的颜色和纤维排列而产生的纹理效

果，这些外观信息对于织物的最终外观都有着很直接的影响作用。如果把这些信息忽略掉，只利用纱线

体的几何结构去进行织物外观的模拟和性能分析，显然是存在明显的缺陷。而我们提出的新的测试方法，

可以实现对纱线体的颜色纹理信息的可视化表征和描述，利用彩色CCD动态采集纱线体的表面图像，真

实表征纱线的几何特征和颜色纹理信息。这一功能的有效性可以在织物模拟效果中得到体现，为解决多

年来纱线到织物外观模拟存在的技术难点提供新思路。 

市场前景：（市场规模、市场占有率、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竞争等状况。） 

数字化织物外观测试设备与系统的开发是纺织机械和测试设备一个新兴产品应用领域，国内外在

此领域的研发和产业化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市场上相关产品的种类十分有限，功能也十分简单，尚未

形成大规模的产品系列来取代传统主观目测的测试方法，而市场由于对品质性能测试的要求在不断提

高，纺织加工领域也逐渐向全自动化全智能化全数字化的方向在发展，因此对于织物外观测试数字化设

备的需求是相当大的。  

国内外对织物外观数字化的研究和产品的开发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推动下开始出现，在19世纪80年

代的发展初期，日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曾出现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报道，也研制出了一些简单的实验室设备，

但未形成商业化的产品。就纺织机械产业而言，日欧美在第一代自动化纺织机械的产业化革命扮演了主

要的角色，德国意大利日本瑞士等纺织机械强国至今仍然主导全球的纺织机械产业，占据了世界市场的

很大份额。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纺织机械工业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全球的纺织机械产业的工业生产

总值在1000亿美元左右。欧洲以德国、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等国为主，英国、荷兰、西班牙等

国也有生产；亚洲以日本、中 国、印度、韩国及台湾地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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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纺织机械生产国家，中国可提供的产品最多样化，数量也最多，近年来中国进

口也在高速增长。具体而言，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纺织机械设备，例如高速验布机、高喷气织机，无梭

织机，针织圆机，袜机，棉花加工机械等，进口都出现增长态势。这意味着，中国纺织机械需求仍然强

劲。全球纺织品生产将重点转移到中国内陆，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中国将成为世界纺织机械最具潜力

的消费国家。2008年中国纺织机械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726.4亿元，同比增长4.9%，毛利润为40.7亿

元，同比增长9.6%。2009年1-8月，我国纺机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388.07亿元，同比增长2.21%；实现产

品销售收入387.42亿元，同比增长1.53％；实现利润总额13.85亿元，同比减 少1.47亿元；完成出口8.75

亿美元，同比增长31.42%。中国纺织机械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有了很大进步。但与世界先进技术相

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克服这些差距，中国纺机行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纺机基础件设

施，引进国外先进的纺机技术，差别化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出台相应政策支持纺机的发展，取得了很好

的成效。 据初步市场推测，有关数字化织物外观测试设备、系统和标准系列将在全球形成规模在80亿

美元左右的一个产品市场，其中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占据其中的30%，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等纺

织加工大省，主要应用对象为：纺织及服装工商业界、纤维加工企业、纱线加工企业、织布厂、服装厂、

洗水厂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海关和商检部门、公证行等。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规模化以上的纺

织企业近万家、从事商检和质量认证的机构有近千家、纺织类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有近百家，构成了一

个庞大的产业网络。 

国内外的客户群主要为：纺织及服装工商业界、纤维加工企业、纱线加工企业、织布厂、服装厂、

洗水厂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海关和商检部门、公证行等。  

从目前我国的规模化以上的纺织企业近万家、从事商检和质量认证的机构有近千家、纺织类的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有近百家的市场规模来看，市场容量将达到5-10万台，按照我国纺织机械占全球市场份

额的30%左右来估算，全球市场容量将达到20-30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纺织机械的消费大国,因此主要市场在中国（特别是产业分布密集的浙江

江苏山东等省份），在中国的规模化的纺织企业，商检和质量认证机构以及纺织类的高等院校。 

 

 

经济和社会性效益： 

1.该项目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 

2.对环保和能源要求，土地或厂房面积要求，所需职工人数； 

3.根据最低投资，预期投产后三年内能达到的年产值 、年销售值、年利润； 

4.投资回收期限（年）。 

  

1） 产业化最低投资金额为：1000万，包括研发投资，生产资料投资，流动资金等；开发的项目产品在

中试生产阶段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在生产效率、运行的稳定、可靠性方面还需投入一定的人力、财

力、物力，进行开发研究创新。同时本公司为新办企业，还需对产品的延伸进行开发，所需资金主

要靠自筹。前期的研发已投入一定的资金，进入中试阶段经估算，需要新增 300万元投入。若能获

得资金的支持，将有助于产品的发展和项目的顺利完成。申请的资金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改善检

测设备及辅助设备，以确保产品批量生产的顺利进行。 

2） 该设备为仪器开发和加工生产，对环保和能源的要求不高，进入产业化阶段后，需要一定面积的厂

房作为加工基地，面积在 1000平方米左右，所需职工人数估计为 20名左右，包括机械工程师，电

子工程师，销售和售后服务，行政管理人员等。 

3） 预期投产三年后，可达到年产值为 3000万，年销售值 2500万，年利润为 1500万。 

4） 投资回收期限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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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要求：1.合作方式、对合作方及合作价格的要求。 

 

产学院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和场地，学校提供技术和知识产权。合作方为从事纺织仪器设计，加

工，生产和销售相关产业的公司企事业单位。具有稳定的产品营销网络，最小投资额100万以上，企业

年销售额在3000千万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