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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用新型属于大气降水中降雪量观测领

域，具体地说是一种降雪量测量装置，降雪量测

量装置包括降雪采集装置和雪量收集装置，降雪

采集装置在户外放置，地插支架固定下座筒和储

雪筒，储雪筒能实现分离雨和雪、截留降雪、直读

积雪深度；雪量收集装置放在室内，测雪量时将

储雪筒放置到漏斗上，盖上储雪筒上盖，后续在

雨量杯直读雪量。本实用新型测量简单、操作便

捷，只需把储雪筒从户外拿到室内，就可实现积

雪深度和降雪量的便捷读取。本实用新型主要为

铁条、不锈钢和塑料材质，制造成本低，下座筒和

储雪筒上盖保证了雪量的精度，特别适用于降雪

量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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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放置在户外的降雪采集装置及放置在室内

的雪量收集装置，其中降雪采集装置包括储雪筒(1)、下座筒(5)及地插支架，所述地插支架

插入土地中，所述地插支架上设有支撑面(9)，所述支撑面(9)位于地插支架所插土地的地

表平面(10)上方，所述下座筒(5)放置在地插支架上的支撑面(9)上，所述储雪筒(1)放置在

下座筒(5)上，所述储雪筒(1)底面为网状结构，且与所述下座筒(5)的底面留有间距；所述

雪量收集装置包括漏斗(11)、漏斗支架及雨量杯(15)，所述漏斗(11)放置在漏斗支架上，所

述雨量杯(15)位于漏斗(11)的下方，装有雪的所述储雪筒(1)在测雪量时放置到漏斗(11)

上，待雪化的水流入所述雨量杯(15)内，通过读取所述雨量杯(15)上的读数即为测量的雪

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座筒(5)的底面上开设

有用于将先雨后雪的雨水排出的排水孔(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雪量收集装置还包括储雪

筒上盖(16)，放置到所述漏斗(11)上的储雪筒(1)上盖有储雪筒上盖(1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地插支架包括圆形圈A(7)

及多根支撑条A(8)，所述圆形圈A(7)为上下两个，通过各所述支撑条A(8)相连，所述支撑面

(9)位于上下两个圆形圈A(7)之间，并分别与各所述支撑条A(8)固接；位于下方的所述圆形

圈A(7)贴于所插土地的地表平面(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面(9)与上下两个圆

形圈A(7)相互平行，且平行于所述地表平面(10)；各所述支撑条A(8)相互平行，且垂直于所

述地表平面(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雪筒(1)的筒壁内表面

沿高度方向设有刻度(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座筒(5)轴向截面的上

沿(4)至筒身为斜面，即所述下座筒(5)的上沿(4)的直径大于筒身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斗支架包括圆形圈B

(13)及多根支撑条B(14)，所述圆形圈B(13)为上下两个，通过各所述支撑条B(14)相连，所

述漏斗(11)放置在位于上方的圆形圈B(13)上，位于下方的所述圆形圈B(13)置于室内的基

础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降雪量测量装置，其特征在于：上下两个所述圆形圈B(13)相

互平行，且平行于所放置的室内基础；各所述支撑条B(14)相互平行，且垂直于所放置的室

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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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雪量测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大气降水中降雪量观测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降雪量测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气象领域，“降雪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降落的雪融化成水在水平面积累的深

度，以毫米为单位。“积雪深度”，即积雪面到地面的垂直深度，以厘米为单位。降雪是大气的

固态降水形式，和降雨一起称为降水，是全年降水量测量中的重要部分。一般来说，仅少数

气象部门安装有降雪量的自动实时观测装置，但因其价格昂贵，目前在科研和水文等部门

还是以人工测降雪量为主。另外，多数气象监测站点已配有降雨自动测量装置，但无降雪量

测量装置，因此将雨量筒作为降雪采集器。但人工测量时，雨量筒作为降雪采集器还存在一

些缺点和不足。首先，受温度影响，会出现先降雨后降雪的情况，造成雨量筒中是雨雪混合

物，无法精确测量降雪量。其次，人工测积雪深度需用直尺放入雪中，测降雪量时需找容器

再将融化水倒入量筒等步骤较多，操作繁琐、不直观。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降雪量测量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降雪量测

量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包括放置在户外的降雪采集装置及放置在室内的雪量收集装置，其中

降雪采集装置包括储雪筒、下座筒及地插支架，所述地插支架插入土地中，所述地插支架上

设有支撑面，所述支撑面位于地插支架所插土地的地表平面上方，所述下座筒放置在地插

支架上的支撑面上，所述储雪筒放置在下座筒上，所述储雪筒底面为网状结构，且与所述下

座筒的底面留有间距；所述雪量收集装置包括漏斗、漏斗支架及雨量杯，所述漏斗放置在漏

斗支架上，所述雨量杯位于漏斗的下方，装有雪的所述储雪筒在测雪量时放置到漏斗上，待

雪化的水流入所述雨量杯内，通过读取所述雨量杯上的读数即为测量的雪量。

[0006] 其中：所述下座筒的底面上开设有用于将先雨后雪的雨水排出的排水孔。

[0007] 所述雪量收集装置还包括储雪筒上盖，放置到所述漏斗上的储雪筒上盖有储雪筒

上盖。

[0008] 所述地插支架包括圆形圈A及多根支撑条A，所述圆形圈A为上下两个，通过各所述

支撑条A相连，所述支撑面位于上下两个圆形圈A之间，并分别与各所述支撑条A固接；位于

下方的所述圆形圈A贴于所插土地的地表平面。

[0009] 所述支撑面与上下两个圆形圈A相互平行，且平行于所述地表平面；各所述支撑条

A相互平行，且垂直于所述地表平面。

[0010] 所述储雪筒的筒壁内表面沿高度方向设有刻度。

[0011] 所述下座筒轴向截面的上沿至筒身为斜面，即所述下座筒的上沿的直径大于筒身

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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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漏斗支架包括圆形圈B及多根支撑条B，所述圆形圈B为上下两个，通过各所述

支撑条B相连，所述漏斗放置在位于上方的圆形圈B上，位于下方的所述圆形圈B置于室内的

基础上。

[0013] 上下两个所述圆形圈B相互平行，且平行于所放置的室内基础；各所述支撑条B相

互平行，且垂直于所放置的室内基础。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与积极效果为：

[0015] 1 .本实用新型的储雪筒利用不锈钢网不但实现雨和雪分离，更能截留降雪；内壁

标尺可直读积雪深度；雪量收集装置将实现雪量收集时无蒸发，并通过雨量杯直读降雪量；

定时测量时，只需将储雪筒从降雪采集装置上拿出，放到室内的雪量收集装置上，不需其他

操作即可实现积雪深度和降雪量的便捷读取。

[0016] 2.本实用新型解决了降雪量测量时雨雪混合不精确、人工测量降雪量步骤较多的

问题，实现了降雪量装置成本低、测量准确、便捷，特别适用于降雪量的测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降雪采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雪量收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为储雪筒，2为刻度，3为不锈钢网，4为上沿，5为下座筒，6为排水孔，7为圆

形圈A，8为支撑条A，9为支撑面，10为地表平面，11为漏斗，12为漏斗立壁，13为圆形圈B，14

为支撑条B，15为雨量杯，16为储雪筒上盖。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述。

[0021] 本实用新型包括降雪采集装置及雪量收集装置，降雪采集装置放置在户外，雪量

收集装置放置在室内。

[0022]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降雪采集装置包括储雪筒1、下座筒5及地插支架，地插

支架插入土地中，地插支架上设有支撑面9，支撑面9位于地插支架所插土地的地表平面10

上方，下座筒5放置在地插支架上的支撑面9上，储雪筒1放置在下座筒5上，储雪筒1底面为

网状结构，且与下座筒5的底面留有间距。

[0023] 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雪量收集装置包括漏斗11、漏斗支架、雨量杯15及储雪

筒上盖16，漏斗11放置在漏斗支架上，雨量杯15位于漏斗11的下方，装有雪的储雪筒1在测

雪量时放置到漏斗11上，直读储雪筒1内壁刻度2所测的积雪深度后，盖上储雪筒上盖16，待

雪化的水流入雨量杯15内，通过读取雨量杯15上的读数即为测量的雪量。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地插支架包括圆形圈A7及多根支撑条A8，圆形圈A7为相互

平行的上下两个，通过各支撑条A8相连，支撑面9位于上下两个圆形圈A7之间，支撑面9与上

下两个圆形圈A7相互平行，且平行于地表平面10，支撑面9分别与各支撑条A8固接；各支撑

条A8相互平行，且垂直于地表平面10。位于下方的圆形圈A7贴于所插土地的地表平面10。本

实施例的地插支架主体由厚2mm、宽2cm的扁铁条制作，支撑面9由2mm直径的圆铁条制作；地

插支架表面做防锈处理；支撑面9呈三角形，支撑条A8为三根，三角形支撑面9的三个顶点分

别与三根支撑条A8固接。圆形圈A7内径为22cm，支撑条A8的长度为60cm。支撑条A8从下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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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15cm、30cm和60cm处固定下方圆形圈A7、支撑面9和上方圆形圈A7。三根支撑条A8等

距固定到上下两个圆形圈A7上，支撑面9的三根铁条长度为19.5cm，固定到支撑条A8上。地

插支架对储雪筒1起到固定的作用。

[0025]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下座筒5整体为1mm厚度的不锈钢，筒身高为15cm，直径为

19cm，筒底面设有用于将先雨后雪的雨水排出的排水孔6，本实施例的筒底面设有五个直径

为3mm的排水孔6。下座筒5轴向截面的上沿4至筒身为斜面，即下座筒5的上沿4的直径大于

筒身的直径。本实施例上沿4的内径为21cm，至筒身为2cm斜面。下座筒5配合储雪筒1使用，

防止由于风等原因造成储雪筒1底面雪的流失，更能将先雨后雪的雨量排出，只留下雪。

[002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储雪筒1整体为1mm厚度的不锈钢，筒身高为41cm，内径为

20cm，筒底面为不锈钢网3，不锈钢网3为孔1.3mm的16目。储雪筒1的筒壁内表面沿高度方向

设有刻度2，范围为0～40cm。储雪筒1放置到下座筒5的上沿4下方斜面上。储雪筒1具有直读

积雪深度、储雪不存雨的特点。

[0027]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漏斗支架包括圆形圈B13及多根支撑条B14，圆形圈B13为

上下两个，通过各支撑条B14相连，漏斗11放置在位于上方的圆形圈B13上，位于下方的圆形

圈B13置于室内的基础(如室内地面或工作台)上。上下两个圆形圈B13相互平行，且平行于

所放置的室内基础；各支撑条B14相互平行，且垂直于所放置的室内基础。本实施例的漏斗

支架主体由厚2mm、宽2cm的扁铁条制作，表面做防锈处理。圆形圈B13内径为20cm，支撑条

B14为三根，每根支撑条B14的长度均为35cm。三根支撑条14在下方圆形圈B13和上方圆形圈

B13之间，等距固定到两个圆形圈B13上。漏斗支架稳定放置漏斗11用。

[0028]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漏斗11为塑料材质，漏斗上口内径为21cm，下口内径为

2cm，总高度为9cm，漏斗立壁12的高度为3cm。漏斗11放置到漏斗支架上，测雪量时将储雪筒

1放到漏斗11上。

[0029]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雨量杯15为塑料材质，高为28cm，内径为6.5cm。雨量杯15

的外壁有刻度，测定雨量范围为0～25mm，可直读雨量，测量直观便捷。

[0030]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雪量收集装置还包括储雪筒上盖16，放置到漏斗11上的储

雪筒1上盖有储雪筒上盖16。本实施例的储雪筒上盖16为塑料材质，储雪筒上盖16的内径为

21cm，高度为2cm。测雪量时将储雪筒上盖16盖到储雪筒1上，可以防止室温下水分的蒸发，

保证测量精度。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

[0031] 降雪采集装置在户外放置，先将地插支架插入土地中，直到地插支架的下方圆形

圈A7贴于地表平面10，再将下座筒5经地插支架的上方圆形圈A7放置到三角形的支撑面9

上，随后将储雪筒1放置到下座筒5上。雪量收集装置放在室内，测雪量时将储雪筒1放置到

漏斗11上，直读储雪筒1内壁刻度2所测的积雪深度后，盖上储雪筒上盖16，待雪化的水会自

动流入直读式的雨量杯15中，直接读取雪量读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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