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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ＰＳＯ ＳＶＲ的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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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３０）

摘要：为快速、准确地对生产过程中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进行预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原料利用率，以植物纤维

地膜中试平台为依托，基于粒子群算法（ＰＳＯ）优化支持向量机回归（ＳＶＲ）模型，结合正交试验设计 Ｌ２５（５
６
）方法，

以纤维打浆度、施胶剂添加量、湿强剂添加量、地膜定量、混合比作为模型输入参数，以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为输

出进行模拟预测，并将模拟结果与 ＳＶＲ、ＢＰ、ＲＢＦ智能算法模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ＰＳＯ ＳＶＲ模型能够较

好地表达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与模型参数间的非线性关系，并能根据输入参数快速准确地对植物纤维地膜抗张

强度进行预测，测试集样本中预测值与实际值间均方误差、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为 ０１１７Ｎ２、０９１５、０３４２Ｎ；与

其他智能算法（ＳＶＲ、ＢＰ、ＲＢＦ）相比，ＰＳＯ ＳＶＲ算法模型具有更高的适用性与稳定性。研究结果可为生产过程中

不同抄造工艺参数下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的在线监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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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农作物秸秆是巨大的可再生天然高分子材

料
［１－２］

，以其为原料制造可降解植物纤维地膜是一

种理想的利用方式
［３－４］

。在植物纤维地膜的实际生

产过程中，为满足不同农艺要求需根据不同抄造工

艺参数对其进行加工。然而多数企业对纤维地膜抄

造工艺参数的控制存在较大的偏差，且没有抗张强

度在线监测仪表，均需进行破坏性检测，这不仅提高

了生产成本，还造成了秸秆原料的浪费
［５－６］

。因此

在生产过程中根据不同抄造工艺参数建立快速、准

确、高效的预测模型是十分必要的
［７－８］

。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进行

了研究。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ＰＡＧＥ［９］通过理论分
析探究了影响抗张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

Ｐａｇｅ理论模型。ＡＸＥＬＳＳＯＮ［１０］对 Ｐａｇｅ模型部分参
数进行了改进分析，使得模型在理论上可进行较好

的预测，但模型参数较多，实际预测精度低，实用性

不高。在工艺研究方面，文献［１１－１３］分别以水稻
秸秆、大豆秸秆、玉米秸秆为原料对可降解植物纤维

地膜进行试制，从工艺角度分析并确定了影响地膜

抗张强度的主要因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相关学者利用软件仿真及智能算法模型对抗张

强度进行模拟分析，李远华等
［１４］
以影响纸张抗张强

度的６个生产过程变量为指标，建立了基于偏最小
二乘法的抗张强度预测模型。陶劲松等

［５］
从纸张

预测模型实际相关性差、预测精度低等方面出发，采

用 ＰＬＳ和 ＳＶＭ对纸张抗张强度进行建模，但模型统
计方法对数据的选取依赖性较强，模型误差有待改

进。卢桂馥等
［１５］
基于支持向量机回归提出了织物

剪切性能预测的新方法。ＮＡＶＩＴＡ等［１６］
利用神经

网络较高的鲁棒性和非线性拟合能力对生产过程中

纸张的抗张强度建立模型，但预测时需要大量数据

支持，且容易陷入局部极小值。

本文利用正交试验设计方法 Ｌ２５（５
６
），以纤维打

浆度、地膜定量、施胶剂添加量、湿强剂添加量和混

合比为模型输入参数，基于粒子群算法 支持向量机

回归预测模型（ＰＳＯ ＳＶＲ）对植物纤维地膜干抗张
强度进行预测研究，以期为实际生产过程中植物纤

维地膜抗张强度的在线监控提供参考依据。

１　试验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设备
试验材料：东农 ４２５水稻秸秆（东北农业大学

试验基地）；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板；施胶剂、湿强

剂（济南合顺化工有限公司）
［１７］
。

试验仪器：ＺＴ４ ００型瓦利打浆机，陕西中通试
验装备有限公司；ＺＪＧ １００型肖伯氏打浆度测试
仪，长春市月明小型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ＺＣＸ Ａ
纸页成型器，长春市月明小型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

ＦＢ １型分析筛；ＪＡ５００３Ｂ型电子天平，上海精科天
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称量范围：０～５００ｇ，读数精
度：１ｍｇ；ＺＵＳ ４型纸张厚度测定仪（长春市月明小
型试验机有限责任公司），测量范围：０～４ｍｍ，精
度：００１ｍｍ；ＷＤＷ ５型微机电子式万能实验机，
济南德瑞克仪器有限公司，有效测力范围：０～５００Ｎ；
ＷＧＬ ４５Ｂ型电热鼓风干燥箱，天津泰斯特仪器有
限公司，控温范围：１～３００℃。
１２　工艺流程

制备水稻秸秆纤维→打浆及浆料配制→抄造膜
片→干燥→成型［１７－１８］

。

（１）水稻秸秆纤维制备：水稻秸秆经自制 Ｄ２００
型秸秆纤维制取机加工成纤维原料，自然晾干后经

ＦＢ １型分析筛筛分，保留 ０～１０ｍｍ纤维用于
打浆。

（２）打浆：按照 ＧＢ／Ｔ２４３２５—２００９利用 ＺＴ４
００瓦利打浆机将水稻秸秆纤维打浆到表 １所示相
应的打浆度。未漂硫酸盐针叶木浆板按照 ＧＢ／Ｔ
２４３２５—２００９标准打浆至 ３５°ＳＲ，以备配浆使用。

表 １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水平

试验因素

打浆度／

°ＳＲ

混合比／

％

定量／

（ｇ·ｍ－２）

湿强剂添

加量／％

施胶剂添

加量／％

１ ３０ ６０ ５０ ０５０ ０４

２ ３５ ７０ ６０ ０７５ ０５

３ ４０ ８０ ７０ １００ ０６

４ ４５ ９０ ８０ １２５ ０７

５ 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５０ ０８

　　（３）浆料配制：两种浆料按照试验方案（表 １）
中比例混合，待浆料充分融合后加入施胶剂，充分搅

拌后，加入湿强剂，混合均匀，以备抄膜。施胶剂可

充分填充在植物纤维之间，改进了纤维地膜对液体

渗透的抵抗能力，使强度得以改善。湿强剂加入后，

湿强剂分子部分附着于纤维表面，部分沉积于纤维

之间，当植物纤维地膜干燥时，湿强剂分子相互交联

成网状结构，同时对施胶剂起到了助留作用，可大幅

度提高地膜强度。

（４）抄造膜片：按照 ＧＢ／Ｔ２４３２４—２００９将配好
的浆料压榨、干燥后，完成膜片制造，测得不同定量

植物纤维地膜厚度分布范围为（００９±００２）ｍｍ。
（５）抗张强度测定：纤维地膜抗张强度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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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４５３—２００２《纸和纸板抗张强度的测定方法
（恒速加荷法）》测定，拉伸速率设定为１００ｍｍ／ｍｉｎ，如
图１所示。

图 １　抗张强度测定试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Ｔｅｎｓｉ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ｉｃｅ
　
１３　试验方法

基于前期相关试验研究成果
［１９］
，选取纤维打浆

度、混合比（水稻秸秆纤维干物质占总干物质质量

分数）、定量（地膜每平方米的质量，ｇ／ｍ２）、施胶剂
添加量（施胶剂占总浆量干物质的质量分数）、湿强

剂添加量（湿强剂占总浆量干物质的质量分数）为

试验因素，按照正交试验表 Ｌ２５（５
６
）进行试验，试验

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２　预测模型构建

由于植物纤维地膜不同抄造工艺参数和性能指

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导致难以用通用的数学模型描

述，因此需建立适用于小样本数据的高精度植物纤

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模型。支持向量机回归是一种

针对小样本数据具有良好学习和泛化能力的智能算

法
［２０］
。近年来，支持向量机回归取得了长足的发

展，已成功地用来解决模型预测、基因分类和文本识

别等问题
［２１－２４］

。故本文利用粒子群算法优化支持

向量机回归模型预测不同抄造工艺参数下植物纤维

地膜的抗张强度。

２１　ＳＶＲ预测模型构建
ＳＶＲ算法通过引入不敏感函数 ε，寻找一个最

优分类面使得训练样本离最优分类面的误差最小。

训练样本集假定为｛（ｘｉ，ｙｉ），ｉ＝１，２，…，ｌ｝，其中输

入值 ｘｉ（ｘｉ∈Ｒ
ｎ
）是第 ｉ个训练样本的输入列向量，

ｙｉ（ｙｉ∈Ｒ
ｎ
）为对应的目标值，ｌ为样本数。不敏感损

失函数为

ε（ｆ（ｘｉ）－ｙｉ）＝
０ （｜ｆ（ｘｉ）－ｙｉ｜≤ε）

｜ｆ（ｘｉ）－ｙｉ｜－ε （｜ｆ（ｘｉ）－ｙｉ｜＞ε{ ）

（１）
式中　ｆ（ｘ）———估计函数
用以控制模型拟合精度，过大会导致预测模型过于

简单，过小则会导致模型过于复杂，不便推广。

估计函数为

ｆ（ｘ）＝ｗ（ｘ）＋ｂ （２）
式中　ｗ———超平面的法向向量

（ｘ）———非线性映射函数
ｂ———偏置量

根据结构风险最小化准则，目标函数方程引入

松弛因子 ξ≥０，ξ≥０，最优化问题表示为

[ｍｉｎ １
２‖

ｗ‖２＋ｃ∑
ｌ

ｉ＝１
（ξｉ＋ξ


ｉ ]）

ｓ．ｔ．

ｙｉ－ｗ（ｘｉ）－ｂ≤ε＋ξｉ

－ｙｉ＋ｗ（ｘｉ）＋ｂ≤ε＋ξ

ｉ

ξｉ≥０

ξｉ ≥



























０

（３）

式中　ｃ———惩罚系数，用于控制超出误差范围的样
本惩罚程度

引入Ｌａｇｒａｎｇｅ函数，并将函数转换为对偶形式，
最优化问题表示为

[ｍａｘ －１
２∑

ｌ

ｉ＝１
∑
ｌ

ｊ＝１
（αｉ－α


ｉ）（αｊ－α


ｊ）Ｋ（ｘｉ，ｘｊ）－

　　ε∑
ｌ

ｉ＝１
（αｉ＋α


ｉ）＋∑

ｌ

ｉ＝１
ｙｉ（αｉ－α


ｉ ]）

ｓ．ｔ．
∑
ｌ

ｉ＝１
（αｉ－α


ｉ）＝０

０≤αｉ≤ｃ

０≤αｉ≤



























ｃ

（４）
式中　αｉ、α


ｉ———拉格朗日乘子

求解可得最优解为 α＝（α１，α２，…，αｌ），α
 ＝

（α１，α

２，…，α


ｌ），则有

ｗ ＝∑
ｌ

ｉ＝１
（αｉ－α


ｉ）（ｘｉ） （５）

ｂ ＝ １
Ｎ {
ｎｓｖ
∑
０＜αｉ

[
＜ｃ

ｙｉ－∑
ｘｉ∈ＳＶ

（αｉ－α

ｉ）Ｋ（ｘｉ，ｘｊ）－ ]ε ＋

∑
０＜αｉ

[
＜ｃ
ｙｉ－∑

ｘｉ∈ＳＶ
（αｊ－α


ｊ）Ｋ（ｘｉ，ｘｊ）＋ ] }ε （６）

式中　Ｎｎｓｖ———支持向量个数
于是，回归函数为

ｆ（ｘ）＝ｗ（ｘ）＋ｂ＝∑
ｌ

ｉ＝１
（αｉ－α


ｉ）Ｋ（ｘｉ，ｘｊ）＋ｂ



（７）
采用 ＲＢＦ核函数的 ＳＶＲ模型为

Ｋ（ｘ，ｘ′）＝ｅｘｐ（ｇ‖ｘ－ｘ′‖２
） （８）

式中　ｇ———宽度系数
２２　ＰＳＯ算法参数寻优

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的拟合精度和适用性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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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不敏感损失系数 ε、惩罚系数 ｃ、宽度系数 ｇ
３个参数的选取，如模型参数选取不当，会导致模型
运行时间较长，预测精度较低

［２５－２８］
。为保证模型预

测的准确性，寻求一个精确、快速、稳定算法来实现

对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３个重要参数选取则尤为重
要。粒子群算法是一种基于群体智能的优化算法，

基于种群的并行进行全局搜索，相比其他智能算法

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针对高维度问题的处理更具

优势
［２９－３０］

。因此，本文基于粒子群算法结合植物纤

维地膜抗张强度性能指标，优选出适应支持向量机

回归模型参数。

ＰＳＯ算法首先在一个Ｄ维的目标搜索空间中初始
化粒子，并且每个粒子都代表极值问题的一个潜在最

优解，用速度、位置和适应度３项指标来表示该粒子的
特征，群体中第ｉ个粒子在搜索空间中位置表示为Ｘｉ＝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Ｄ），其移动速度可表示为 Ｖｉ＝（ｖｉ１，ｖｉ２，
…，ｖｉＤ），搜索过程中个体最优解记为Ｐｉ＝（ｐｉ１，ｐｉ２，…，
ｐｉＤ），全局最优解记为Ｐｇ＝（ｐｇ１，ｐｇ２，…，ｐｇＤ）。每次迭
代过程中，粒子通过个体极值和群体极值来更新当前

速度和位置，迭代公式为

　Ｖｋ＋１ｉ ＝σＶｋｉ＋ｃ１ｒ１（Ｐ
ｋ
ｉ－Ｘ

ｋ
ｉ）＋ｃ２ｒ２（Ｐ

ｋ
ｇ－Ｘ

ｋ
ｉ） （９）

Ｘｋ＋１ｉ ＝Ｘｋｉ＋Ｖ
ｋ＋１
ｉ （１０）

式中　ｋ———前迭代次数　　σ———权重因子
ｃ１、ｃ２———学习因子
ｒ１、ｒ２——— ［０，１］之间的随机数

ＳＶＲ模型中的３个自由参数 ε、ｃ、ｇ决定了模型
的复杂程度和泛化能力。基于 ε、ｃ、ｇ３个参数，选
取交叉过程中最低的均方差作为适应度函数 ｆ（ｉ）。

图 ２　ＰＳＯ ＳＶＲ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ＰＳＯ ＳＶＲ

基于粒子群算法优化支持向量机回归模型参数

寻优流程如图２所示。

２３　模型精度评价
为更好地对模型预测精度进行评价，引入均方

误差、决定系数和均方根误差来评价模型预测精度。

均方误差越小，说明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间差值越

小，预测精度越高。决定系数表示预测值与实际值

关系密切程度，决定系数越大，则表明预测值越能真

实地反映实际值。均方根误差评价模型预测值与实

际值间变化程度。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正交试验结果
为降低试验带来的随机误差，各试验样本组在

相同指标条件下对地膜样片进行抄造，取１０次抗张
强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 ２　正交试验安排与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ｔｅｓｔ

编号

试验因素

打浆度／

°ＳＲ

混合

比／％

定量／

（ｇ·ｍ－２）

湿强剂添

加量／％

施胶剂添

加量／％

抗张强

度／Ｎ

１ ３０ ６０ ５０ ０５０ ０４ ２１０

２ ３０ ７０ ６０ ０７５ ０５ ２０４

３ ３０ ８０ ７０ １００ ０６ ３０７

４ ３０ ９０ ８０ １２５ ０７ ３６８

５ ３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５０ ０８ ４０２

６ ３５ ６０ ６０ １００ ０７ ２３２

７ ３５ ７０ ７０ １２５ ０８ ３９０

８ ３５ ８０ ８０ １５０ ０４ ３５９

９ ３５ ９０ ９０ ０５０ ０５ ３１３

１０ ３５ １００ ５０ ０７５ ０６ １８９

１１ ４０ ６０ ７０ １５０ ０５ ２９８

１２ ４０ ７０ ８０ ０５０ ０６ ３８７

１３ ４０ ８０ ９０ ０７５ ０７ ４１７

１４ ４０ ９０ ５０ １００ ０８ ２１７

１５ ４０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５ ０４ ２２３

１６ ４５ ６０ ８０ ０７５ ０８ ３５４

１７ ４５ ７０ ９０ １００ ０４ ４１９

１８ ４５ ８０ ５０ １２５ ０５ １７８

１９ ４５ ９０ ６０ １５０ ０６ ２５４

２０ ４５ １００ ７０ ０５０ ０７ ２３４

２１ ５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５ ０６ ４８４

２２ ５０ ７０ ５０ １５０ ０７ ２１３

２３ ５０ ８０ ６０ ０５０ ０８ ２３４

２４ ５０ ９０ ７０ ０７５ ０４ ３２３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０５ ３４５

３２　算法参数设计
基于表２正交试验数据，随机选取试验数据的

７０％作为样本集，剩余 ３０％作为测试集。在 ＰＳＯ
ＳＶＲ预测模型中，ＳＶＲ初始化参数取值范围设定
为：ｃ∈［００１，１００］，ｇ∈［００１，１０］，ε∈［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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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Ｏ参数设定为粒子群种群个数 １０个，最大进化
数 ２００代，学习因子 ｃ１＝１５，ｃ２＝１７，惯性权重
ｗ＝１。经过 ２００次进化计算，ＰＳＯ ＳＶＲ回归预测
模型得到最佳适应度的稳定迭代值，此时最优化

参数 ｃ＝６５３８３，ｇ＝００１，ε＝０１１０９２。ＰＳＯ ＳＶＲ
进化代数曲线如图 ３所示，模型经 １７次迭代后趋
于收敛，适应度趋于稳定，可以看出ＰＳＯ算法优化

图 ３　ＰＳＯ ＳＶＲ进化曲线

Ｆｉｇ．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ＳＯ ＳＶＲ
　

ＳＶＲ参数收敛速度快且稳定，适用于 ＳＶＲ参数
寻优。

３３　结果分析
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样本集预测值与实际值

比较分析如图４ａ所示。通过对样本集１８组数据分
析可知，实测值与预测值间差值较小，均方误差为

００１４Ｎ２；预测值回归方程与实际值拟合紧密，决定
系数为 ０９５；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间差值程度较
小，预测精度较高，均方根误差为 ０１２Ｎ。测试集
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分析如图 ４ｂ所示。对测试集
７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其均方误差为 ０１１７Ｎ２，决
定系数为 ０９１５，均方根误差为０３４２Ｎ。分析结果
表明，以纤维打浆度、地膜定量、施胶剂添加量、湿强

剂添加量和混合比作为模型输入参数，经 ＰＳＯ
ＳＶＲ预测模拟，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值与实
际值间差值小，模型预测精度高，可较好地反映抗张

强度真实状况，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图 ４　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３４　不同模型预测效果对比
为检测 ＰＳＯ ＳＶＲ回归预测模型是否比其他智

能算法在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方面具有优越

性及适用性，分别采用 ＳＶＲ算法、ＢＰ神经网络及
ＲＢＦ神经网络对表２试验数据进行模拟预测。以测
试集均方误差、决定系数、均方根误差作为模型间评

价指标，不同模型预测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 ３　不同模型预测结果对比

Ｔａｂ．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

算法类型 均方误差／Ｎ２ 决定系数 均方根误差／Ｎ

ＰＳＯ ＳＶＲ ０１１７ ０９１５ ０３４２

ＳＶＲ ０２１３ ０７５６ ０４６２

ＲＢＦ ０３７８ ０７８１ ０６１５

ＢＰ ０１２５ ０７１７ ０３５４

　　从表３可以看出，相比较其他 ３种智能算法，

ＰＳＯ ＳＶＲ预测模型均方误差为 ０１１７Ｎ２，决定系

数为 ０９１５，均方根误差为 ０３４２Ｎ，均优于其他 ３
种智能算法。对比 ＳＶＲ、ＲＢＦ、ＢＰ算法模型分析可

知，ＢＰ神经网络在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精度

上优于 ＲＢＦ神经网络，由于 ＢＰ神经网络具有良好

的函数逼近能力，可通过机器学习逼近任意线性、非

线性函数，从而获得高拟合精度。但 ＢＰ神经网络

易陷入局部最优问题，以至收敛速度较慢，如为了达

到一定的模型精度，则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用于训

练，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ＲＢＦ算法

模型在预测精度上略优于 ＳＶＲ算法，具有良好的泛

化能力，并有很快的学习收敛速度，可以通过任意精

度逼近任意非线性函数，具有全局逼近能力，从根本

上解决了 ＢＰ神经网络的局部最优问题，但 ＲＢＦ算

法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推理过程和推理依据，当数

据不充分时，算法无法进行工作，造成预测精度较

低。由此可见，针对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度，ＰＳＯ

ＳＶＲ预测模型综合能力强、预测精度高，优于 ＳＶＲ、

ＲＢＦ、ＢＰ算法。

３５　模型稳定性检验及预测系统建立
为进一步验证模型稳定性，分别对 ＰＳＯ ＳＶ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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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Ｒ、ＲＢＦ、ＢＰ预测模型进行 １０次 １０折交叉验证。
即将数据集分成１０份，轮流将其中９份作为训练数
据，１份作为测试数据，进行验证。选取 １０次 １０折
交叉验证预测集样本均方误差均值、标准差和变异

系数为评价指标，对模型稳定性进行描述，模型比较

验证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 ５　算法模型比较验证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ｄｅｌｓ
　

从图５可以直观看出 ＲＢＦ、ＢＰ智能算法在植物
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方面表现不佳，ＳＶＲ智能算
法略优于 ＲＢＦ、ＢＰ智能算法。ＰＳＯ ＳＶＲ模型表现
最优。１０次 １０折交叉验证后，测试集样本均方
　　

误差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为 ００６５Ｎ２、００３３、
０５。可见 ＰＳＯ通过对 ＳＶＲ模型参数 ε、ｃ、ｇ的优化
选择，使得模型稳定方面与原始模型及其他算法相

比均有显著提高，有力地证明了模型在可降解植物

纤维地膜抗张强度预测方面的可操作性。

４　结论

（１）基于粒子群算法（ＰＳＯ）优化支持向量机回
归（ＳＶＲ）模型，结合正交试验设计 Ｌ２５（５

６
）方法，根

据生产过程中不同抄造工艺参数，构建了植物纤维

地膜抗张强度预测模型，测试集样本均方误差、决定

系数、均方根误差可达到０１１７Ｎ２、０９１５、０３４２Ｎ。
（２）ＰＳＯ算法针对 ＳＶＲ核参数进行自动优化

选择，可提高模型预测精度。与智能算法 ＳＶＲ、
ＲＢＦ、ＢＰ相比，ＰＳＯ ＳＶＲ针对植物纤维地膜抗张
强度性能预测方面具有更高的泛化性、稳定性和

推广性。

（３）ＰＳＯ ＳＶＲ模型可为植物纤维地膜抗张强
度预测提供参考依据，为进一步实现植物纤维地膜

抗张强度在线监控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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