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320888334.1

(22)申请日 2023.04.18

(73)专利权人 安阳市农业科学院

地址 455100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文明大

道东段833号

(72)发明人 韩勇　张凡　杨春玲　董军红　

薛鑫　侯军红　贠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 41129

专利代理师 尹周

(51)Int.Cl.

G01B 5/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包

括硬质的主撑片、垂直连接在所述主撑片第一长

边上的侧撑片和固定连接在所述主撑片第二长

边上的卷片，所述卷片透明或半透明且可卷曲；

所述主撑片的前表面下沿固定设置有托座，所述

托座的中央设置有入位孔；所述侧撑片的外表面

固定设置有滑杆，所述滑杆上滑动连接有指示

棒，所述滑杆的一侧设置具有刻度的标尺，所述

指示棒的远离所述滑杆的一端伸出在所述主撑

片的前方；实用新型采用先用指示棒标记穗高的

位置再起身读数的方式进行小麦穗长数据的获

得，可以极大的减少田间工作者的弯腰时长，增

加田间工作在田间测穗长时的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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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硬质的主撑片(2)、垂直连接在所述主撑

片(2)第一长边上的侧撑片(1)和固定连接在所述主撑片(2)第二长边上的卷片(3)，所述卷

片(3)透明或半透明且可卷曲；所述主撑片(2)的前表面下沿固定设置有托座(6)，所述托座

(6)的中央设置有允许小麦茎秆从侧面进入所述托座(6)的入位孔(7)；所述侧撑片(1)的外

表面固定设置有滑杆(12)，所述滑杆(12)上滑动连接有指示棒(14)，所述滑杆(12)的一侧

设置具有刻度的标尺(10)，所述指示棒(14)的远离所述滑杆(12)的一端伸出在所述主撑片

(2)的前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入位孔(7)设置在靠近

所述卷片(3)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片(3)远离所述主撑

片(2)的一端边沿固定有硬质的定型边条(4)。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卷片(3)上还固定有若

干与所述定型边条(4)平行的定型条(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撑片(1)远离所述主

撑片(2)的一端设置有活边部(18)，所述滑杆(12)固定在所述活边部(18)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述活边部(18)的宽度小于所

述主撑片(2)的宽度的一半，所述活边部(18)透明。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撑片(2)的后表面固

定有可供手掌伸入的手带(19)。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撑片(1)的外侧突出

固定有侧撑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托座(6)的上表面低于

所述卷片(3)的下沿，所述卷片(3)在卷曲时可以沿所述托座(6)的上表面滑移。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侧撑片(1)

上间隔固定有多根滑杆(12)，每个所述滑杆(12)上均滑动连接有指示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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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小麦育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小麦穗长是指主穗基部节至顶端(不含芒)的长度，同时在测量时以10穗平均穗来

统计。小麦不同品种之间的穗长差异很大，是识别不同品种小麦的主要性状之一。一般穗长

的品种的小麦穗粒数更多，而穗粒数是小麦产量的构成因素之一。在小麦品种选育的日常

工作之一就是需要到试验田中去查看小麦的长势，进行小麦株高、穗长、穗数等的测量和记

录。目前在进行小麦穗长的测量工作时，通常使用普通的硬质的米尺进行测量，通常测量人

员长时间弯腰，将米尺与小麦穗对齐进行测量，对于存在弯曲的麦穗，还需要将麦穗伸直后

进行测量，需要测量人员长时间弯腰小心操作对麦穗伸直，测量起来对体力和精力的耗费

较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减少测量人员弯腰时间且

能够在测量时将弯曲的小麦穗伸直以保证测量准确的田间麦穗测长装置。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包括硬质的主撑片、垂直连接在所述主撑片第一长边上

的侧撑片和固定连接在所述主撑片第二长边上的卷片，所述卷片透明或半透明且可卷曲；

所述主撑片的前表面下沿固定设置有托座，所述托座的中央设置有允许小麦茎秆从侧面进

入所述托座的入位孔；所述侧撑片的外表面固定设置有滑杆，所述滑杆上滑动连接有指示

棒，所述滑杆的一侧设置具有刻度的标尺，所述指示棒的远离所述滑杆的一端伸出在所述

主撑片的前方。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入位孔设置在靠近所述卷片的位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卷片远离所述主撑片的一端边沿固定有硬质的定型边条。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卷片上还固定有若干与所述定型边条平行的定型条。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侧撑片远离所述主撑片的一端设置有活边部，所述滑杆固定在所

述活边部上。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活边部的宽度小于所述主撑片的宽度的一半，所述活边部透明。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主撑片的后表面固定有可供手掌伸入的手带。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侧撑片的外侧突出固定有侧撑部。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托座的上表面低于所述卷片的下沿，所述卷片在卷曲时可以沿所

述托座的上表面滑移。

[0014] 进一步的，所述侧撑片上间隔固定有多根滑杆，每个所述滑杆上均滑动连接有指

示棒。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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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本实用新型相比于传统采用直尺的需要长时间弯腰读数的田间测小麦穗长的方

式，本实用新型采用先用指示棒标记穗高的位置再起身读数的方式进行小麦穗长数据的获

得，可以极大的减少田间工作者的弯腰时长，增加田间工作在田间测穗长时的舒适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另一视角的展开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活边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附加滑杆的位置示意图。

[0022] 图中，1‑侧撑片、2‑主撑片、3‑卷片、4‑定型边条、5‑定型条、6‑托座、7‑入位孔、8‑

第一侧撑部、9‑第二侧撑部、10‑标尺、11‑固定座、12‑滑杆、13‑滑座、14‑指示棒、15‑副指示

头、16‑附加滑杆、17‑附加指示棒、18‑活边部、19‑手带。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4]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田间麦穗测长装置，包括硬质的主撑片2、垂直连接在所述

主撑片2第一长边上的侧撑片1和固定连接在所述主撑片2第二长边上的卷片3，所述卷片3

透明或半透明且可卷曲，所述卷片3用于在测量时用手卷起压在麦穗上，将弯曲的麦穗压

直，同时卷片3还能防止麦芒扎手；卷片3可以采用透明或半透明的有少许厚度且不易褶皱

的薄塑料板，如商品纸盒包装上为了露出内部的商品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薄板，也可以采用

透明帘类型的卷片3，如用透明塑料条制成的类似寿司帘的帘状物；所述主撑片2的前表面

下沿固定设置有托座6，所述托座6的中央设置有允许小麦茎秆从侧面进入所述托座6的入

位孔7，入位孔7的开口呈外粗内细的形状，内部最细的宽度与小麦茎秆的直径相适应，约为

3‑5mm；所述侧撑片1的外表面通过设置在滑杆12两端的固定座11固定设置有滑杆12，所述

滑杆12上滑动装配有滑座13，所述滑座13仅在手指的拨动下才能转动或移动，所述滑座13

的一侧固定有指示棒14，所述指示棒14可以是中间弯折的，以确保所述指示棒14的远离所

述滑杆12的一端伸出在所述主撑片2的前方，指示棒14用于在田间测量时用拇指或另一只

手拨动到与小麦穗最高处对齐的位置来标记麦穗长度；所述滑杆12的一侧设置具有刻度的

标尺10，所述标尺10以滑座13的上表面为零点；所述滑座13周面固定设置有副指示头15，在

所述指示棒14指向麦穗的时候，所述副指示头15指向标尺10上的刻度，以便于工作人员根

据副指示头15的指向快速的读数；

[0025] 在使用时，受到入位孔7的限制，小麦穗整体的卡在所述托座6上，以图2中画出的

方向为例，定位后的麦穗的后侧面抵在主撑片2前侧面上，麦穗的右边抵在侧撑片1上，麦穗

的前侧面和左侧面被测量人员通过除拇指外的四根手指卷起的卷片3围起来并稍微压紧从

而将麦穗伸直，之后用户拨动指示棒14将穗长的位置标记，如果手指遮挡了麦穗的高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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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应的手指伸开，将麦穗的高点位置让位出来即可；前面所描述的使用过程工作人员通

常是站在小麦田间弯腰进行小麦穗的伸直和指示棒14的位置标记的，待腰直起来后，再仔

细读标尺10上的刻度进行穗长的记录，相比于传统采用直尺的需要长时间弯腰读数的田间

测小麦穗长的方式，本实用新型采用先标记位置再起身读数的方式进行小麦穗长数据的获

得，可以极大的减少田间工作者的弯腰时长。

[0026] 为了便于用户使用，防止本装置在使用时脱手，如图3、图5所示，所述主撑片2的后

表面固定有可供手掌伸入的手带19，手带19的两端分别固定在所述主撑片2的上下两端，手

带19的中部可供手掌穿入，手带19优选的具有弹性如使用弹性带，以便于不同的使用者套

在手上使用。

[0027] 进一步的，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入位孔7设置在靠近所述卷片3的位置，小麦穗的

宽度一般在1.0‑2.5cm，入位孔7偏向卷片3设置确保，卷片3在被手指控制卷起麦穗的时候

能够挤压到麦穗的侧面；还可以根据不同品种的小麦定制托座6或入位孔7的位置，确保入

位孔7在合适的位置，确保在田间测量麦穗的时候不会对麦穗的基部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

[0028] 进一步的，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卷片3远离所述主撑片2的一端边沿固定有硬质

的定型边条4，所述定型边条4固定所述卷片3的边沿以将所述卷片3的边沿始终维持在展开

状态。

[0029] 进一步的，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卷片3上还固定有若干与所述定型边条4平行的

定型条5，所述定型条5固定所述卷片3中间部分的形状，防止卷片3中部褶皱卷曲。

[0030] 进一步的，如图1至图4所示，所述侧撑片1的外侧突出固定有侧撑部；侧撑部用户

在用户使用时抵在用户的虎口以及手掌内，侧撑部具有一定的宽度，从而使得摁在虎口上

时更加的舒适；所述侧撑部可以由间隔固定在所述侧撑片1上的第一侧撑部8和第二侧撑部

9组成，所述侧撑部也可以是有半圆筒形的侧撑部组成；本产品设计有右手使用型和左手使

用型，针对惯用手为右手用户设计右手使用型，此时所述侧撑片1位于所述主撑片2的右侧

边，所述侧撑部固定在所述侧撑片1的右侧，侧撑部在使用时刚好卡入用户右手的户口位置

进行定位，然后用户的指由展开状态卷起，同时调整麦穗的位置至刚好将麦穗的基部卡在

托座6上，随后手指卷起用卷片3包裹着麦穗将其伸直，然后对比着小麦穗的最高处用拇指

在滑杆12上拨动指示棒14的位置，此时指示棒14指示的即为麦穗的高度；之后工作人员保

持指示棒14的位置不动并松开麦穗，从标尺10上读出麦穗的高度；实际田间操作时，在卷片

3卷起伸直麦穗以及定位指示棒14的时候工作人员可能是弯腰状态，上述动作熟练后这一

连串的动作可以很快的完成，在读数以及记录麦穗高度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可以伸直腰部

了。

[0031] 进一步的，如图1至图5所示，所述托座6的上表面低于所述卷片3的下沿，所述卷片

3在卷曲时可以沿所述托座6的上表面滑移，定位卷片3的下边沿，确保卷片3被卷曲时尽可

能的保持水平方向上的卷曲。

[0032] 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如图4所示，所述侧撑片1包括垂直在所述主撑片2侧边上

的侧主片和设置在侧主片上远离所述主撑片2一端的活边部18，所述活边部18垂直固定于

所述侧主片的边沿上或所述活边部18转动连接在所述侧主片的边沿上且可转动至与所述

侧主片呈90°的位置，所述滑杆12通过固定座11固定在所述活边部18上；在使用时，活动边

是位于了待测量小麦穗的前方，因此，此时，指示棒14不再需要制作为L形，为直线型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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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所述活边部18的宽度小于所述主撑片2的宽度的一半，至少确保有部分麦穗能够通过卷

片3观察到，所述活边部18也可以设置为透明，更便于观察麦穗最高点的位置。

[0033] 在一个改进的实施例中，如图5所示，所述侧撑片1上间隔的通过多个固定座11固

定有多根滑杆12，每个所述滑杆12上均滑动连接有指示棒14；为了表示区分，在图5中用附

加滑杆16和附加指示棒17表示第二根滑杆12和滑动安装在第二根滑杆12上的指示棒14，附

加指示棒17与指示棒14错位布置，以避免活动时发生运动干涉；指示棒14和附加指示棒17

分别标记两个麦穗的位置，之后工作人员可以起身后一次获得两个穗高的数据；还可以再

通过合理的指示棒14的设计来增加指示棒14的数量。

[0034]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

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

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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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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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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