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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产品简介

1.1产品概述

激光雪深传感器采用相位法激光测距原理，是一种数字化雪深测量仪器。设

备不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基于通用激光测距技术，通过温度补偿解决激光器的

温度稳定性，具有测量准确度高、稳定性好的特点。在大雪甚至暴雪时，依然可

以保持良好连续性的观测数据。设备可搭配我公司气象站类产品或者选择网络上

传选型，实时上传降雪量数据，观测人员可对雪深进行实时监测，为“自动雪深

观测”项目提供对比观测数据，观测结果客观化、观测资料连续化，减少观测人

员的工作量，进一步提高了观测质量和观测效率。产品广泛应用于气象站、监测、

道路交通安全监测，航空监测，农业生产监测等领域。

1.2功能特点

■ 设备可自动测量倾斜角度，安装时无需进行角度测量，方便快捷。

■ IP65防护等级设计，可长期工作于室外。

■ 自动加热功能，低于设置温度时，自动开启加热保证测量的稳定。

■ 通过 4G方式上传数据，可将数据实时上传至我司提供的免费云平台，可通

过网页端，本地端、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进行查看数据。

■ 可接免费的监控云平台

1.3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 参数

直流供电（默认） DC 10-30V

最大功耗 1W（加热时 3.8W）

工作温度 -40℃~+50℃，0%RH~95%RH(非结露)

分辨率 1mm

精度 ±1mm

量程 0.05 ~ 1.5m

数据上传时间 默认 30s/次，5s~65535s 可设

激光类型 635nm，﹤1mW

激光等级 Ⅱ级

单次测量时间 0.05 ~ 1s

光斑大小 点光斑 5mm@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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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光斑 3mmX150mm@10m

设备尺寸：

1.4产品选型

SN- 公司代号

3001- 1代外壳

LSD- 激光雪深传感器

4G 4G上传

1.5 设备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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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设备安装及使用

2.1设备安装说明

设备清单：

■激光雪深传感器设备 ×1

■产品资料（合格证、保修卡、说明书） ×1

■安装支架 ×1

■安装喉箍 ×1

■安装螺钉包 ×1

■吸盘天线（3m） ×1

■电源适配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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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激光雪深传感器调节与水平面夹角 45°~ 60°）

2.2设备使用

2.2.1接通电源

将天线拧至设备天线座处，电源适配器圆孔插头插入到设备的供电线圆孔内，再

接通电源。

2.2.2设备调零

使用支架以及立杆将激光雪深传感器安装并接好线后，应优先进行调零。长按设

备出线位置旁边的按钮进行调零，等待 3s后，听见滴的一声后松开，此时设备

会自动进行调零，调零成功设备发出“滴~”长响，调零失败设备发出“滴~ 滴

~”响声。

【注意】

1 调零后确保设备不会被移动，防止数据异常。若根据现场需要必须移动设备后，

需要重新调零。

2 调零时需要注意，雪深监测平面需要平整，防止有凹坑杂草等影响激光测量。

2.2.3查看数据

等待 1~3分钟后，在平台或数据接收处查看数值即可。（使用免费云平台）

节点一：积雪深度 单位：mm

若需要更改上传的目标地址以及端口等参数，需要使用手机 APP连接设备进行

更改。

2.2.4配置参数

1）下载配置工具，使用 QQ 扫描二维码（仅

限安卓手机），点击“客户端本地下载”，下载

完成后根据手机提示将 APP安装。

应用名称：多功能参数配置

=
2）打开已经安装好的 APP，选择“蓝牙配置”

后，点击“连接蓝牙设备”进入到扫描蓝牙设

备页面，选择对应的蓝牙名称（4GYM+地址码，
地址码已在设备标签给出），成功连接至设备

后进入到密码输入页面，在输入框中输入密码

（默认密码：12345678），然后点击确认进入

配置参数界面。

【注意】

如果设备未开启蓝牙功能，请先到设置中启用

蓝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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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下方功能栏中“参数配置”，进入到参

数配置页面。滑动字典列表，勾选想要读取的

字典，然后点击“召唤参数”，即可将设备内

的数据召唤上来。

4）点击需要修改的参数，在弹窗的文本框中输

入需要修改的内容，点击确认后，然后勾选上

需要下发的参数，点击“下载参数”，即可将

参数下发到设备。

2.2.5常用参数示意

GPRS目标端口：此字典为数据上传的端口。我司云平台监听端口为 8020。

GPRS目标地址 URL：此字典为数据上传的目标地址，一般为服务器的 IP地址

或者域名。

GPRS数据帧间隔（秒）：每帧数据上传的间隔，单位“秒”范围：1~65535S 默

认 30S

操作密码：设备连接 APP所需密码。填入数字密码，1~8位即可。默认：12345678
2.2.6实时数据

点击下方功能栏选择实时数据，然后点击“读

取实时数据”，等待读取成功后。即可看到设

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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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设备测试

由于设备只有在临近下雪或下雪时才会启动测量，因此在其他环境时可联系我司

技术人员协助将测量打开以助于设备调试。

【警告】“测量开启”仅可用于设备调试，不可长时间手动开启使用，测试完毕后务必断电重启使 设备恢

复正常使用状态。实际使用中设备会根据实际温度自动开启或关闭测量以达到延长传感器寿命目的。

第 3 章 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1、问：平台设备在线，查看数据为零？

答：①设备被重新调零。

②检查参数是否被修改导致上传错误数值。

③使用配置 App读取，实时数据一栏是否显示离线。

出现以上问题时可联系我司技术支持解决。

④被测环境此时的积雪深度为 0。

2、问：平台设备离线？

答：①检查云平台是否开错节点。

②检查 4G是否流量耗尽。

③检查设备是否没有工作。

3、问：配置软件使用失败？

答：①手机的蓝牙功能没有打开。

②手机没有成功连接设备。

第 4 章 注意事项

1)请勿将该设备应用于涉及人身安全的系统中。

2)请勿将设备安装在强对流空气环境下使用。

3)设备应避免接触有机溶剂（包括硅胶及其它胶粘剂）、涂料、药剂、油类及高

浓度气体。

4)设备不能长时间应用于含有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腐蚀性气体会损害传感器；

5)请勿将设备长时间放置于高浓度有机气体中，长期放置会导致传感器零点发生

漂移，恢复缓慢。

6)禁止长时间在高浓度碱性气体中存放和使用。

7)尽管本产品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但我们建议在使用前检查设备对目标气体的反

应，确保现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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