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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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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构建卷烟制丝过程成品烟丝质量模拟预测模

型#方法!使用平均影响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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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丝加工过程工艺参数进行筛选"然后通过反向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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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神经系统构建起制丝关键工

艺参数和成品烟丝质量的模拟模型#结果!通过模拟数

据与实测数据比较"填充值的模拟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

6B#9Y

&整丝率的模拟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
"B9(Y

&碎丝

率的模拟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
&B66Y

#结论!该模型预

测值与实测值之间相对误差较小"精确性高"该模型适用

于卷烟制丝生产过程工艺参数仿真优化#

关键词!平均影响值&

VX

神经系统&填充值&整丝率&碎丝

率&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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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丝质量不仅影响感官质量%卷制质量#同时影响原

材料消耗$目前对于成品烟丝质量的研究#多从单个工序

出发#如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等-

#W6

.

$制丝是卷烟生产

过程中的关键工艺#其流程繁多#种类复杂#各种工序之间

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成品烟丝质量#只通过单个工序

的工艺参数的调整#对于成品烟丝质量的影响效果有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反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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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神经网络作为一种多层前馈的神经网络系统#能够根

据数据对非线性系统进行模拟预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

艺流程模型中#如*张德浩等-

'

.对破碎机主轴系统参数使

用
VX

神经网络建模#提升了主轴综合性能数指数,朱苏朋

等-

&

.使用
VX

神经网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常规
X1+

控制器

不易进行实时自适应参数调整等方面的缺陷,马帅帅等-

9

.

利用
VX

神经网络建立黄瓜硬度和失水率预测模型#可以

应用于黄瓜新鲜度的快速%准确检测,冯斌等-

(

.发现
VX

神

经网络模型能很好地用于核燃料组件格架的条带刚凸特

征的回弹量预测,邓羽翔等-

%

.通过建立烟叶醇化感官质量

的
VX

神经网络模型#为烟叶醇化质量评价和预测提供了

科学的实践方法和可靠的理论依据等$

在构建
VX

神经网络时#输入特征参量影响着模拟模

型精度和泛化能力#如果所有的特征参量参与神经网络

的构建#会增加网络的训练时间和复杂程度$在对神经

网络特征参量进行筛选时#平均影响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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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输入特征参量对于预测结

果的影响#可以用在
VX

神经系统中来增强输出结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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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提高模型精度$如*聂铭等-

$

.利用
-1̀

变量筛选出

烤烟评吸质量的影响因素#成功建立烟化学指标与烤烟

评吸质量间的可行性模型#任亚飞等-

#"

.对参考作物腾发

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克服了参考作物腾发量在传统

模型中模拟精度不高的缺点$

试验拟利用
-1̀

法对于制丝过程中的工艺参数进

行筛选#选择影响成品烟丝质量的关键工艺参数#再运用

-1̀:VX

神经网络#构建出制丝关键工序工艺参数和成品

烟丝质量间的模拟模型#以期能够利用该模型指导实际

生产$

#

!

材料与方法
#B#

!

试验材料

某牌号完整叶组配方原料*某卷烟厂$

#B!

!

设备与仪器

加料机*

H8#&#!

型#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滚筒式叶片回潮机*

a[66#6

型#昆明船舶设备集团

有限公司,

薄板式烘丝机*

H09#!.

型#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

公司,

加香机*

H8!6'V

型#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3!"6

型#美国
-FLL>FKIA>FPA

公司,

烟丝振动分选筛*

5[:!

型#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

草研究院,

红外水分仪*

1DMK<]<U(#"

型#美国
2+/IFC@DA>A

Q

=FE

公司,

填充值测定仪*

5G+&9"

型#德国西门子股份有限

公司$

#B6

!

测定方法

#B6B#

!

烟丝填充值
!

依据
5/

0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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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
!

烟丝

填充值的测定"规定进行取样%检测$

#B6B!

!

烟丝整丝率和碎丝率
!

依据三层筛分法#按照

5/

0

I#(%

/

!""6

!烟丝整丝率%碎丝率的测定方法"的规

定进行取样%测定$

#B'

!

数据采集

试验采集
!"!"

年
#

/

#!

月某卷烟厂制丝车间的生产

监测数据#选取同一牌号烟丝生产时的松散回潮回风温

度%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加料润叶回风温度%加料润叶

出口含水率%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

混丝加香出口含水率
(

个工艺参数#以及能反映成品烟

丝质量的填充值%整丝率%碎丝率
6

个关键质量指标$

#B&

!

数据处理

#B&B#

!

VX

神经网络模型
!

VX

神经网络全称为基于误差

反向算法的人工神经网络$

VX

神经网络通常由输入层#

隐含层和输出层
6

层网络组成#经典的
6

层结构的
VX

神

经网络如图
#

所示$给
VX

神经网络提供一组学习样本

后#输入信号通过隐含层作用于输出节点#经过非线性变

图
#

!

VX

神经网络结构

)=

Q

OKF#

!

VXDFOK<>DFL?AK7ELKOCLOKF

换#产生输出信号$计算输出层神经元的实际输出和期

望输出之间的误差#根据减小误差的方向#从输出层经各

隐含层向输入层之间#逐步修正各层之间的链接权值-

##

.

$

不断重复&正向计算输出#反向误差传播'的过程#当误差

降低到允许的范围后#完成网络的训练学习输出计算值$

在反向传播误差修正的过程中#神经网络对输入模式识

别的正确率也在不断上升$

!!

VX

神经网络需经过训练之后才能用于模拟预测#其

训练过程主要由以下步骤构成*

)

#

+

VX

神经网络的初始化$在
VX

神经网络初始化

过程中#设定神经网络的输入与输出参数#确定神经网络

的隐含层节点数%传递函数%训练函数和学习速率等结构

参数$

)

!

+隐含层的输出计算$需要根据隐含层节点数#隐

含层激励函数以及输入层和隐含层间的连接权值#隐含

层的阈值等对输入的数据进行处理#其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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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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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层节点数,

<

///隐含层激励函数,

b

'

.

///输入层与隐含层间的连接权值,

&

.

///隐含层的阈值,

%

.

///隐含层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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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层的输出计算$计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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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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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权值,

I

P

///阈值,

Q

P

///

VX

神经网络的预测输出$

)

'

+计算误差$根据网络预测输出与期望输出计算

网络预测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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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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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期望输出,

/

P

///网络预测误差$

)

&

+更新权值$由上述步骤的计算结果对于权值进

行更新#增加网络精度$

b

'

.

]

b

'

.

`

-

%

.

)

#

_

%

.

+

X

)

'

+

*

K

P

]

#

b

.

P

/

P

#

'

]

#

#

!

#5#

2

,

.

]

#

#

!

#5#

1

# )

'

+

b

.

P

]

b

.

P

`

-

.

.

/

P

#

.

]

#

#

!

#5#

1

,

P

]

#

#

!

#5#

K

#

)

&

+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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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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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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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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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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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断算法迭代是否结束$判断误差是否达到设

定精度要求#如达到要求#结束循环,如未达到精度要求#

则判断训练次数是否达到设定的最大训练次数#如达到

最大训练次数#结束循环,如果未达到最大训练次数#返

回)

!

+$

不断循环此过程#逐渐减少训练误差#直至训练误差

达到设定的精度要求或者训练次数达到最大次数#停止

训练$

#B&B!

!

平均影响值
!

平均影响值)

-1̀

+反映了在神经网

络中的参数权重的变化情况#能够用来评价各参数变量

的相关性$其绝对值大小能反映出参数对于输出结果的

影响能力的大小#正负则表示为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所以

可以使用平均影响值法对于变量进行筛选#选取影响程

度大的变量#从而减少构建模型的输入参数#增加模型的

训练精度$使用平均影响值法对于输入参数进行筛选#

其步骤*

)

#

+将
2

个输入参数共
K

个训练样本中的所有输入

参数用
F

进行标记#其所对应的输出参数用
"

进行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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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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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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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
VX

神经系统构建输入参数
F

和输出参数

"

的
VX

神经网络模拟模型$

)

6

+对
F

中的第
'

个输出参数进行数值变换#使其增

加和缩小
#"Y

$

J#'

]

X

##

5

X

#'

c

#"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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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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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Y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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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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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6 6

X

K#

5

X

K'

c

#"YX

K'

5

X

K2

0

1

2

3

$

)

#"

+

)

'

+将
F

#'

中的数据作为新的样本通过已构建的
VX

神经网络模拟模型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记为
"

)

#

+

'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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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D

)

#

+

#'

#

D

)

#

+

!'

#5#

D

)

#

+

K'

.

U

# )

##

+

"

)

!

+

'

]

-

D

)

!

+

#'

#

D

)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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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对
"

)

#

+

'

和
"

)

!

+

'

做差运算#其运算结果可以就表示

第
'

个输出参数如果进行变动对输出结果产生的影响变

化值
O

@

#

'

$

O

@

#

'

]

"

)

#

+

'

_

"

)

!

+

'

$ )

#6

+

)

9

+将
O

@

#

'

按照训练样本数进行平均#其值的大小即

为第
'

个参数的平均影响值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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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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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2

+$

)

#'

+

根据
-1̀

绝对值的大小对输入参数进行排序#其排

列顺序代表各输入参数对输出参数相关性的重要程度$

根据相关性的重要程度#剔除对输出结果影响较小的特

征参数#从而实现输入参数的筛选$

#B&B6

!

数据的归一化
!

由于试验中#各参数中含有不同

的物理量#并且数值差别很大#数据不具有可比性#影响

模型的收敛可靠性及收敛速度#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转换$文中使用差离标准化变换#使得所有参数的值在

-

"

#

#

.$转换函数*

-

&

]

-

_

-

;=D

-

;<b

_

-

;=D

# )

#&

+

式中*

-

&

///数据归一化后的值,

-

///变量的原始值,

-

;<b

///变量的最大值,

-

;=D

///变量的最小值$

!

!

结果与分析
!B#

!

-1̀

的筛选结果

通过
-1̀

方法对某卷烟厂某牌号烟丝的制丝车间

的生产监控数据进行分析#其中包括松散回潮回风温度%

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加料润叶回风温度%加料润叶出口

含水率%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以及混

丝加香出口含水率共
(

个工艺参数的
!%"

组指标数据#

最终得到上述
(

个工艺参数对于成品烟丝质量的相关性

的强弱程度#结果见表
#

$

!!

由表
#

可知#

(

个工艺参数的
-1̀

绝对值从大到小

排列顺序为*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

加料润叶出口含水率%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加料润叶回

风温度%松散回潮回风温度%混丝加香出口含水率$叶丝

干燥筒壁温度和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这两个参数的
-1̀

值在这
(

个参数绝对值中相对较大#表示其对成品烟丝

质量的影响程度较大#并且其
-1̀

值为正值#表示在一

#&!

"

À>B6(

"

2AB#!

卓
!

鸣等!基于
-1̀:VX

神经网络的成品烟丝质量预测模型构建



表
#

!

各工艺参数的平均影响值

I<U>F#

!

I@F;F<D=;

N

<CLJ<>OFAMF<C@

N

KACFEE

N

<K<;FLFK

工艺参数 平均影响值 影响排序 工艺参数 平均影响值 影响排序

松散回潮回风温度
W"B"!%! 9

叶丝干燥筒壁温度
6(B# #

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
W"B%"6 '

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
$B'$ !

加料润叶回风温度
"B"'!" &

混丝加香出口含水率
W"B"#(( (

加料润叶出口含水率
#B#" 6

定的范围内#随着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和叶丝干燥出口含

水率的正向或负向变化#成品烟丝的质量也会随之发生

正向或负向变化$在这
(

个工艺参数中#松散回潮回风

温度%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和混丝加香出口含水率的

-1̀

为负数#表示其对成品烟丝的影响为负相关#所以随

着松散回潮回风温度%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和混丝加香

出口含水率的正向或负向变化#会导致成品烟丝质量的

呈相反方向变化$

!!

相对于其他工艺参数#混丝加香出口含水率%松散回

潮回风温度%加料润叶回风温度的
-1̀

值较小#其对于

成品烟丝质量的影响可以忽略$为了提高
VX

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和泛化能力#在变量筛选时剔除这

6

个变量#将剩余变量即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叶丝干燥出

口含水率%加料润叶出口含水率和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

'

个工艺参数纳入预测模型输入参数$

!B!

!

VX

神经网络的构建

输出参数为成品烟丝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根

据
VX

神经网络的结构#构建的
VX

神经网络具有
'

个输

入节点和
6

个输出节点$

目前对于
VX

神经网络中隐含层节点的选取一般采

用经验公式-

#!

.

*

2

#

]

2

`槡 K

`

&

# )

#9

+

式中*

2

#

///隐含层节点数,

2

///输出节点,

K

///输入节点,

&

///-

#

#

#"

.的常数$

根据式)

#9

+#文中隐含层节点数在-

&

#

#'

.$表
!

为

输入节点为
'

#输出节点为
6

#隐含层节点数不同时#所构

建的
VX

神经网络的网络训练误差以及达到误差时的训

练次数$根据最小网络误差和最少训练次数为选择指

标#当隐含层节点数为
%

时#所构建的神经网络的网络误

差最小#达到误差时的训练次数最少#所以最终隐含层节

点数选择为
%

$

!!

文中所构建的神经网络#输入层到隐含层函数传递

采用正切
H

型传递函数
L<DE=

Q

)+函数*隐含层到输出层的

传递函数为线性传递函数
N

OKF>=D

)+函数,神经网络的训

练函数
LK<=D

Q

P

)+函数#学习函数
]F<KD

Q

P;

)+函数#学习

速率
"B"#

#训练误差小于
"B"!

$

!B6

!

神经网络模拟结果验证

构建神经系统网络模型#另外选取正常生产的
!"

批

同牌号的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加料

润叶出口含水率和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的监测数据#输

入模拟模型#进行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预测#并与实

际测定值进行对比#计算其相对误差$由于在模型模拟

时进行了数据的归一化#此时需要对数据进行反归一化#

最终得到的成品烟丝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预测值与

实测值的对比情况#结果见表
6

$

!!

从表
6

可以看出#填充值的模拟预测值与实测值的

相对误差最小为
"B!!Y

#最大为
(B%&Y

#平均相对误差为

6B#&Y

$整丝率的模拟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最小

为
"B"#Y

#最大为
#B%6Y

#平均相对误差为
"B9(Y

#碎丝

率的模拟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最小
"B6Y

#最大为

#"B!Y

#平均相对误差为
&B66Y

#所以运用
-1̀:VX

神经

系统对于成品烟丝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都有着很好

的模拟效果$从表
6

还可以看出#模拟模型的整丝率和

填充值的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较小#而碎丝率的

预测值和实测值的相对误差较大$其原因可能是相对于

整丝率和填充值#碎丝率的测量试验误差最大#导致
VX

神经系统构建模拟模型时#碎丝率的训练误差最大#所以

表
!

!

VX

网络训练误差均值

I<U>F!

!

IK<=D=D

Q

FKKAK;F<DAMVXDFOK<>DFL?AK7E

隐含层节点数 网络误差)

-H3

+ 达到误差时训练次数 隐含层节点数 网络误差)

-H3

+ 达到误差时训练次数

& !B#'&$"3W"' #!( #" #B('($"3W"' 6!

9 #B6!"("3W"' %9 ## #B"9&6"3W"' 6#

( !B&"9&"3W"' '! #! #B9!'&"3W"' 6"

% $B"%%'"3W"& !( #6 #B"!%%"3W"' 6'

$ $B$#%("3W"& !$ #' #B$#'#"3W"' 6!

$&!

开发应用
+3̀ 3]*X-32I , .XX]1/.I1*2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表
6

!

-1̀:VX

神经网络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对比

I<U>F6

!

/A;

N

<K=EADAM-1̀:VXDFOK<>DFL?AK7

N

KFP=CL=ADKFEO>LE?=L@KF<>KFEO>LE

序号

填充值

实测值0

)

C;

6

2

Q

W#

+

预测值0

)

C;

6

2

Q

W#

+

相对误

差0
Y

整丝率

实测值0
Y

预测值0
Y

相对误

差0
Y

碎丝率

实测值0
Y

预测值0
Y

相对误

差0
Y

# &B( &B(#% "B6! %"B' %#B'&6 #B6" #B' #B6(! #B$9

! &B' &B'## "B!! %"B6 %#B'#& #B6% #B' #B6#! 9B!(

6 'B% 'B&$9 'B!' ($B$ %"B&## "B(9 #B6 #B6"' "B!(

' 'B( 'B(#( "B6( %"B9 %#B&%' #B!! #B' #B6'" 'B!&

& 'B& 'B%6" (B6' %#B' %#B&%9 "B!! #B& #B'#% &B'&

9 &B9 &B%(% 'B$9 %6B! %#B9(( #B%6 #B! #B!$6 (B('

( 'B( 'B%#' !B'6 %"B( %"B&9& "B#9 #B' #B666 'B($

% &B' &B99' 'B$" %!B" %#B9%% "B6% #B! #B!9$ &B(#

$ 'B9 'B((% 6B%( %"B6 %"B('! "B&& #B' #B!&( #"B!'

#" &B( &B6'' 9B!6 %"B$ %"B9"6 "B69 #B& #B6&& $B9'

## 'B( 'B9&% "B%$ %!B" %#B&&9 "B&' #B6 #B66' !B&$

#! 'B9 'B9$$ !B#& %"B9 %"B('& "B#% #B' #B66& 'B96

#6 &B' &B&!! !B!( %#B' %#B&(' "B!# #B' #B69! !B('

#' &B& &B9(# 6B#! %#B! %#B&$6 "B'% #B! #B!$' (B%(

#& &B& &B(&# 'B&9 %#B6 %#B!%( "B"# #B6 #B6'' 6B6%

#9 &B% &B9&! !B&6 %"B9 %#B&99 #B#$ #B' #B6#' 9B#&

#( 'B% 'B(%# "B6$ %#B# %"B&%& "B96 #B6 #B6#' #B"6

#% 'B% 'B99% !B(6 %#B' %"B9(# "B%$ #B' #B!%% %B""

#$ &B( &B($9 #B9$ %"B$ %"B&%6 "B6$ #B& #B6&& $B99

!" 9B! &B(#! (B%& %#B' %"B$6' "B&( #B6 #B6&& 'B!!

平均相对误差0
Y 6B#& "B9( &B66

%%%%%%%%%%%%%%%%%%%%%%%%%%%%%%%%%%%%%%%%%%%%%

模拟结果中相对于实测值#碎丝率的偏离情况最为严重#

平均相对误差也最大$

-1̀:VX

神经系统通过对制丝工艺参数进行筛选#选

取松散回潮出口含水率%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加料润叶出

口含水率和叶丝干燥出口含水率
'

个关键工艺参数构建

的
VX

神经系统#对成品烟丝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的

模拟相对误差都比较小#有着实际的应用可能$而且#由

于神经网络的特点#随着获得数据的逐渐增多#所构成的

神经系统模拟更加精准#预测值和实测值的相对误差也

会进一步下降#预测值与实测值会更加接近$

!B'

!

-1̀:VX

模型与其他常见模型模拟结果对比

构建未经变量筛选的具有
(

个输入参数的传统
VX

神经 系 统 网 络 模 拟 模 型 和
3]-

)

FbLKF;F>F<KD=D

Q

;<C@=DF

+模拟模型#并分别计算其模拟结果与实测值的

相对误差#结果见表
'

$从表
'

可以看出#

-1̀:VX

模拟

模型%传统
VX

模拟模型%

3]-

模拟模型在填充值%整丝

率和碎丝率的模拟结果相对误差均小于
#!Y

#在成品烟

丝结构的预测上都有着良好的模拟结果$但
-1̀:VX

模

拟模型在成品烟丝的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的模拟预

测结果相较于未经变量筛选的传统
VX

神经系统网络模

拟模型以及
3]-

模拟模型#相对误差更小#结果更接近

实测数值$所以采用
-1̀:VX

神经网络对成品烟丝质量

进行模拟预测#模型精度更高$

6

!

结论
通过平均影响值法对某牌号卷烟成品烟丝制丝生产

过程工艺参数影响进行筛选#最终筛选出松散回潮出口

含水率%加料润叶出口含水率%叶丝干燥筒壁温度和叶丝

干燥出口含水率
'

个关键参数$以筛选到的关键工艺参

数为输入信号#以成品烟丝的填充值%整丝率和碎丝率为

输出信号#构建关键工艺参数与成品烟丝质量的
-1̀:VX

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试验结果表明#通过构建
-1̀:VX

神经系统网络模型#预测的填充值%整丝率%碎丝率平均

相对误差分别为
6B#&Y

#

"B9(Y

#

&B66Y

$因此#文中提出

的方法在精度上优于传统的
VX

神经系统网络模拟模型

以及
3]-

模拟模型#而且计算数据来源于卷烟工厂实际

检测数据#可直接指导实际生产$

但研究只选取单一牌号烟丝作为训练样本和测试样

本#未建立针对其他牌号烟丝的
-1̀:VX

神经系统网络

%&!

"

À>B6(

"

2AB#!

卓
!

鸣等!基于
-1̀:VX

神经网络的成品烟丝质量预测模型构建



表
'

!

神经网络预测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对比

I<U>F'

!

/A;

N

<K=EADAMDFOK<>DFL?AK7

N

KFP=CL=ADKFEO>LE?=L@KF<>KFEO>LE Y

样本

编号

填充值相对误差

-1̀:VX

模拟模型

VX

模拟模型

3]-

模拟模型

整丝率相对误差

-1̀:VX

模拟模型

VX

模拟模型

3]-

模拟模型

碎丝率相对误差

-1̀:VX

模拟模型

VX

模拟模型

3]-

模拟模型

# "B6! (B!6 6B66 #B6" #B'6 #B&( #B$9 9B(% &B%(

! "B!" &B"( !B&$ #B6% #B"& #B"! 9B!( "B%# (B%&

6 'B!& #9B&' 'B&% "B(9 #B!' "B%& "B!( 6B%( "B$(

' "B69 #&B"9 #%B(! #B!! #B$' #B&' 'B!& $B66 9B%(

& (B66 #(B'! #B(% "B!! "B"' "B'& &B'& $B"$ $B#'

9 'B$9 6B99 &B(# #B%6 #B96 #B(& (B(' &B69 'B!%

( !B'6 !B&( &B(' "B#9 "B&( "B&' 'B($ (B&# &B&(

% 'B%$ !B!" &B&9 "B6% "B(% "B&' &B(# "B$$ 'B6#

$ 6B%( #$B!! (B%" "B&& #B#6 "B%& #"B!' #(B"& #$B!%

#" 9B!& #9B(& %B9" "B69 "B&% "B%! $B9' $B"% #"B66

## "B%$ !"B#( #"B'6 "B&' "B&% "B&& !B&$ !B$& !B&%

#! !B#& #%B$6 !#B(' "B#% "B"# "B#' 'B96 #B$( 6B&%

#6 !B!9 #%B(9 !#B9( "B!# "B%9 "B&( !B(' "B6! &B&!

#' 6B## "B9$ 9B$# "B'% "B!6 "B6# (B%( $B6( 'B6%

#& 'B&9 #!B!" &B9' "B"# "B'# "B!' 6B6% (B&$ !B%'

#9 !B&& ##B!9 #6B!% #B#$ "B&! "B$( 9B#& 6B&! &B6$

#( "B'" 'B"' #B9( "B96 "B#" "B%( #B"6 !B&$ "B"%

#% !B(& #&B#$ "B%6 "B%$ !B## !B6( %B"" 9B6# $B6%

#$ #B9% #"B"" !B%# "B6$ #B&' "B&% $B99 &B6' (B6#

!" (B%( &B6' #&B9& "B&( "B66 "B!' 'B!! "B#( &B&%

平均相

对误差
6B#& ##B#! %B!& "B9( "B%& "B%' &B66 &B&" 9B"9

%%%%%%%%%%%%%%%%%%%%%%%%%%%%%%%%%%%%%%%%%%%%%%

模型#故此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烤烟评吸综合得分也是

评价烟丝的重要因素#因此下一步研究应当根据不同牌

号烟丝关键工艺参数#成品烟丝质量以及感官评吸综合

得分共同建立
-1̀:VX

神经系统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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