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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台灣整體紡織業產值在2016年達到新台幣2723.8億元，預估2017年台灣紡纖業全年

產值可成長0.4%達新台幣4,000 億元，是台灣第四大創匯產業。然而，在近幾年快時尚

品牌的衝擊之下，如何控制製造成本，在試產、投產不同規格的新品過程中，不用花費

過多成本在試驗新產品的製程設定上，以維持一定的利潤水準，為業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紡織品最基本的原料即為紗，是由纖維聚合而成，將天然纖維或人造纖維紡造成線或棉

紗的過程稱為紡紗；織布則是以不同方式將紗集合成簇，進而成布的過程。紡織常見的

瑕疵有以下幾種：條斑，觀察經向或緯向出現連續性或週期性的斑紋；斑點，織物表面

出現異物纏繞或異常凸出；以及破洞、汙染、變色等外觀可辨瑕疵。上述瑕疵肇因可能

為織造因或紗線因，織造因來自機台停止運轉或其中機械擦傷、機械生鏽產生之銹水污

染、轉速落差或是捲取張力不夠圓滑，甚至是製造過程中將不同批次的紗線混為一批或

是織造斷紗斷頭等因素；紗線因則可能源於原料紗線本身之光澤、顏色以及上蠟程度的

差異，或是批次管理的因素。  

如能考量製程特性，蒐集近幾年製造過程與成品檢驗資料，進一步透過統計製程控

制，統計機器學習等方法，探討生產過程中不同機台組合以及各個機台本身各因子的參

數水平設計等對瑕疵率的影響，找出那些造成瑕疵的關鍵機台組合，以及各個機台的重

要因子及其最佳參數組合，並且建立機台重要因子和品質的關聯模型，以便能夠實現以

控制瑕疵率為目標的生產策略模型及預測特定參數組合下的瑕疵率，最終降低瑕疵率。

目前梭織製程的紗因與織因的品質關聯性是憑資深人員的經驗累積，或者以試誤法來建

立製程因子與品質的關聯性。因此業界需要以數據分析的觀點探討梭織製程的紗因與織

因的品質關聯性，以預測規格不確定或多樣不同規格的製造條件下，品質與控制瑕疵率

的操作模型，使得在投產新規格的原料之前，可以透過關聯分析模型預測品質；未來應

用在評估設定參數時，可以最佳化參數組態來降低機台發生異常的可能性以減少瑕疵。 

 

二、 計畫目標 

本研究計畫目標為透過統計製程控制，統計機器學習等方法，以數據分析的觀點探討梭

織製程的紗因與織因的品質關聯性，以預測規格不確定或多樣不同規格的製造條件下，



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使得在投產新規格的原料之前，可以透過關聯分析模型

預測品質，擬達成下列目標： 

1. 運用機台組合分析方法，分析影響成品品質的關鍵機台組合，釐清優良的機台組合

及關鍵之製程因子，以降低生產過程的瑕疵率。 

2. 運用統計方法，分析關鍵之製程因子，並建立梭織製程參數與品質關聯。 

3. 經由梭織製程的瑕疵肇因智慧分析，發展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以降低成

品的瑕疵率，並有效協助新規格原料的生產計劃。 

 

三、 計畫範圍 

梭織製程的瑕疵肇因智慧分析技術研究分為下列兩項工作： 

1. 機台共通性分析(Tool Commonality Analysis)：梭織製程機台組合與品質關聯性分

析 

織布過程包含四大主要工段：整經、漿紗、併經以及織造，完成所有階段後進行

驗布，再進行後續出貨前工作。各個不同的成品在驗布前經過整經機、漿紗機、

併經機以及織造機的過程中，會經過不同的機台組合，而這些不同的機台組合會

造成成品的品質各異。本項工作將通過分析不同成品所經過的機台組合的不同，

找出整經機、漿紗機、併經機以及織造機這四種機台中，哪些機台的組合會產生

比較好的布匹品質，哪些會產生較差的品質。並且透過不同的統計檢定方法，如：

T檢驗(T Test)，分析機台與瑕疵間是否有顯著關聯，再利用多重比較測定(Multiple 

Comparison Analysis Testing)，如杜奇法(Tukey-Kramer)，驗證不同機台與瑕疵間的

差異性。以此原則進行機台共通性分析，找出機台與瑕疵間的關聯性，進而控制

瑕疵率。 

2. 製程參數分析：梭織製程機台參數分析方法 

瑕疵肇因不只來自原料和不同的機台組合，也可能源於各個機台本身的因子參數

設定或者機械原因。若能以回歸分析，類神經網路分析，lasso等資料分析方法找

出重要的因子，然後通過實驗設計(Design Experiment)等統計過程控制方法找出重

要因子的參數水平設計，就能設計出重要機台因子的最佳參數水平組合，為以品

質為導向的設計提供參考，有效控制成品的瑕疵率。 

 



四、 預期成果 

1. 運用機台組合分析方法，分析影響成品品質的關鍵機台組合，釐清優良的機台

組合，關鍵之製程因子。 

2. 運用統計方法，釐清關鍵之製程因子，並分析梭織製程參數與品質關聯。 

3. 藉由梭織製程的瑕疵肇因智慧分析，發展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以降

低成品的瑕疵率，有效協助新規格原料的生產計劃。 

      

五、 執行方式 

1. 107年06月30日前： 

運用機台組合分析方法，完成影響成品品質的關鍵機台組合分析，並釐清關鍵之製程

因子，及分析梭織製程參數與品質關聯作為期中報告。 

2. 107年11月30日前： 

藉由梭織製程的瑕疵肇因智慧分析，發展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根據產線資

料加以驗證，修改模型等作為期末報告。 

3. 分工方式 

合作研究單位應負責以下事項：  

(1)  負責梭織製程成品品質的關鍵機台組合分析、釐清關鍵之製程因子，並分析

梭織製程參數與品質關聯。 

(2)  協同至少一家織布廠商進行梭織製程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之驗

證。   

4. 於計畫執行期間，不定期與本單位就計畫內容及研究範圍交換意見，並至少每月

舉辦討論會議一次。 

 

 

六、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15 日 

總經費：新台幣陸拾萬元整 

     



七、 驗收標準 

以數據分析的觀點探討梭織製程的紗因與織因的品質關聯性，以預測規格不確定或多

樣不同規格的製造條件下，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使得在投產新規格的原料

之前，可以透過關聯分析模型預測品質。 

1. 107年06月30日前： 

(1) 運用機台組合分析方法，完成影響成品品質的關鍵機台組合分析。 

(2) 運用統計方法，釐清關鍵之製程因子，並分析梭織製程參數與品質關聯。 

(3) 期中報告納入上述(1)及(2)成果之完整方法說明。 

2. 107年11月30日前： 

(1) 完成品質與控制瑕疵率的操作模型。 

(2) 完成期末報告，說明數據分析方法原理及成果展示，並納入前項成果之完整方

法說明。 

 

八、 技術能力需求 

(1) 具備生產作業管理分析經驗。 

(2) 熟悉如何運用統計分析方法及其背後的理論，並且能正確解讀分析結果。 

(3) 熟悉檢驗製程參數與品質間關聯之研究技術。 

(4) 對梭織過程，機台參數與紗因、織因因果關係具有經驗及相關知識。 

     

附件1：契約書格式 

1-1：計畫書格式 

1-2：經費動支報表 

1-3：成果報告撰寫須知 

1-4：報告格式 

1-5：論文格式 

1-6：保密聲明書 

1-7：委託匯款同意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