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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在计量装置中，减少从关闭供给门至进行计

量为止的待机时间，提高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

计量装置具备：贮存槽，其用于贮存计量对象物，

在该贮存槽的下部形成有开口；供给门，其用于

开闭开口；以及计量槽，妻设置于比贮存槽靠下

方的位置，用于贮存从贮存槽经由开口供给的计

量对象物，该计量槽支承于测力传感器。供给门

的开闭动作时的供给门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设

定为至少在开口的正下方的区域内位于计量槽

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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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具备：

贮存槽，其用于贮存计量对象物，在该贮存槽的下部形成有开口；

供给门，其用于开闭所述开口；以及

计量槽，其设置于比所述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用于贮存从所述贮存槽经由所述开口

供给的所述计量对象物，该计量槽支承于测力传感器，

所述供给门的开闭动作时的该供给门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设定为：至少在所述开口的

正下方的区域内位于所述计量槽的内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口配置于所述计量槽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具备间隙形成单元，其用于当在从所述贮存槽向所述计量槽供给所述计量对象物后，

在关闭了所述供给门时，在该供给门与贮存于所述计量槽的所述计量对象物之间形成间

隙。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间隙形成单元是在所述供给门的所述下表面的该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

前端侧设置为从所述下表面向下方突出的突出部。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供给门构成为以支点为中心进行枢转，

所述供给门的所述下表面的沿着枢转方向的纵剖面为圆弧形状，

所述圆弧形状设定为所述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半径大于后侧的半径。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移动轨迹设定为该移动轨迹的所述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端部位

于比所述贮存槽的外缘部靠内侧的位置。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的任一项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具备：

传感器，其能够检测规定量以上的所述计量对象物是否贮存于所述贮存槽内；和

控制部，其控制所述计量装置的动作，

所述控制部当在所述贮存槽贮存有所述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时，以打开所述供给

门并从所述贮存槽向所述计量槽供给所述计量对象物的方式控制所述计量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部当在所述贮存槽未贮存有所述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的情况下，以在待

机至贮存有所述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之后，打开所述供给门并从所述贮存槽向所述计

量槽供给所述计量对象物的第一动作模式控制所述计量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控制部当在所述贮存槽未贮存有所述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的情况下，以不待

机至贮存有所述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而打开所述供给门并从所述贮存槽向所述计量

槽供给所述计量对象物的第二动作模式控制所述计量装置，

在以所述第一动作模式控制所述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所述供给门到开始计量为

止的时间设定为：比在以所述第二动作模式控制所述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所述供给

门到开始计量为止的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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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种计量装置，其特征在于，具备：

贮存槽，其用于贮存计量对象物，在该贮存槽的下部形成有开口；

供给门，其用于开闭所述开口；以及

计量槽，其设置于比所述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用于贮存从所述贮存槽经由所述开口

供给的所述计量对象物，该计量槽支承于测力传感器，

所述计量装置构成为：在所述供给门打开的状态下并且所述贮存槽内的所述计量对象

物与贮存于所述计量槽内的所述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所述供给门，之后进行所

述测力传感器的计量。

11.一种门，用于供计量装置使用，其特征在于，具备：

门主体；和

突出部，其从所述门主体的一个面突出。

12.一种门，用于供计量装置使用，其特征在于，

具备具有所述圆弧形状的纵剖面的面，

所述圆弧形状设定为沿着该圆弧形状的一侧的半径大于另一侧的半径。

13.一种计量装置的工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具备以下工序：

准备计量装置的工序，该计量装置具备：在下部形成有开口的贮存槽、用于开闭所述开

口的供给门、以及设置于比所述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并支承于测力传感器的计量槽；

第一工序，打开所述供给门，将贮存于所述贮存槽的计量对象物经由所述开口向所述

计量槽供给；

第二工序，在所述第一工序后，在所述贮存槽内的所述计量对象物与贮存于所述计量

槽内的所述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所述供给门；以及

第三工序，在所述第二工序后，由所述测力传感器对所述计量槽内的所述计量对象物

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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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装置、门以及计量装置的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计量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公知有将贮存于贮存槽的计量对象物(例如，谷类)向配置于其下方的计量

槽供给，通过测力传感器进行计量的计量装置(例如，下述专利文献1～3)。在这种计量装置

中，贮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在打开配置于贮存槽的下部的供给门时因重力而落下，由此供

给至计量槽。

[0003] 专利文献1：日本特公平7-113568号公报

[0004]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2004-271350号公报

[0005] 专利文献3：日本专利第3913156号公报

[0006] 在这样的计量装置中，因计量对象物落在计量槽内时的冲击而产生振动。该振动

导致计量精度的降低，因此通常在待机至振动停止后进行测力传感器的计量。然而，若该待

机时间变长，则计量的一个周期所需的时间变长，其结果，导致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例如，

单位时间的处理量)降低。据此，期望减少待机时间，而提高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上述的课题的至少一部分所作出的，例如能够作为以下的方式

来实现。

[0008]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式提供一种计量装置。该计量装置具备：贮存槽，其用于贮存

计量对象物，在该贮存槽的下部形成有开口；供给门，其用于开闭开口；以及计量槽，妻设置

于比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用于贮存从贮存槽经由开口供给的计量对象物，该计量槽支承

于测力传感器。供给门的开闭动作时的供给门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设定为：至少在开口的

正下方的区域内位于计量槽的内部。

[0009] 根据该计量装置，在供给门打开的状态下，并且在贮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与贮存

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供给门，之后进行测力传感器的计量，由此能

够抑制在供给门的闭动作时，计量对象物被供给门带出而向计量槽的外部飞散，并且减少

从供给门的闭动作到测力传感器的计量为止的待机时间。具体而言，在贮存槽内的计量对

象物与贮存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供给门，因此在供给门的闭动作

前，借助贮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的重量按压计量槽。其结果，能够使在从贮存槽向计量槽供

给计量对象物时产生的计量槽的振动提早结束。因此，能够减少从关闭供给门到进行计量

为止的待机时间，从而提高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

[0010] 根据本发明的第二方式，在第一方式的基础上，开口配置于计量槽的内部。根据该

方式，能够进一步抑制在供给门的闭动作时，计量对象物被供给门带出而向计量槽的外部

飞散。

[0011] 根据本发明的第三方式，在第一方式或第二方式的基础上，计量装置具备间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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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元，该间隙形成单元用于当在从贮存槽向计量槽供给计量对象物后，在关闭了供给门

时，在供给门与贮存于计量槽的计量对象物之间形成间隙。根据该方式，在由测力传感器进

行计量时，供给门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不接触，因此能够提高计量精度。

[0012] 根据本发明的第四方式，在第三方式的基础上，间隙形成单元是在供给门的下表

面的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端侧设置为从下表面向下方突出的突出部。根据该方

式，在供给门进行闭动作时，由突出部带出计量对象物，因此能够在供给门与贮存于计量槽

的计量对象物之间形成相当于突出部的高度的间隙。因此能够容易地形成上述间隙。

[0013] 根据本发明的第五方式，在第一方式或第二方式的基础上，供给门构成为以支点

为中心进行枢转。供给门的下表面的沿着枢转方向的纵剖面为圆弧形状。圆弧形状设定为

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半径大于后侧的半径。根据该方式，在供给门进行闭

动作时，由供给门的行进方向前侧的部分带出计量对象物，因而形成与半径的差对应的间

隙。因此，能够容易地形成上述间隙。而且仅通过研究供给门的形状便能够形成间隙，因此

无需用于形成间隙的特殊的装置、构造，能够减少部件件数。

[0014] 根据本发明的第六方式，在第一～第五的任一方式的基础上，上述移动轨迹设定

为移动轨迹的供给门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端部位于比贮存槽的外缘部靠内侧的

位置。根据该方式，能够进一步抑制在供给门的闭动作时计量对象物被供给门带出而向计

量槽的外部飞散。另外，在将第六方式应用于第三～第五方式的情况下，能够抑制被供给门

带出的计量对象物在贮存槽的外缘部附近堆积成山，且该山的一部分崩塌而侵入上述间隙

内而填满间隙。

[0015] 根据本发明的第七方式，在第一～第六的任一方式的基础上，测定装置具备：传感

器，其能够检测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是否贮存于贮存槽内；和控制部，其控制计量装置

的动作。控制部当在贮存槽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时，以打开供给门并从贮存槽

向计量槽供给计量对象物的方式控制计量装置。根据该方式，能够在通过传感器确认到贮

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与贮存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成为连续的状态所需的足够量的计

量对象物贮存于贮存槽后，进行供给门的闭动作。因此，能够可靠地实施在第一方式中意图

的控制。

[0016] 根据本发明的第八方式，在第七方式的基础上，控制部当在贮存槽未贮存有规定

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的情况下，以在待机至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之后，打开供

给门并从贮存槽向计量槽供给计量对象物的第一动作模式控制计量装置。根据该方式，能

够可靠地实施在第一方式中意图的控制。

[0017] 根据本发明的第九方式，在第七方式的基础上，控制部当在贮存槽未贮存有规定

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的情况下，以不待机至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而打开供给

门并从贮存槽向计量槽供给计量对象物的第二动作模式控制计量装置。在以第一动作模式

控制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供给门到开始计量为止的时间设定为：比在以第二动作模

式控制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供给门到开始计量为止的时间短。根据该方式，在计量对

象物向贮存槽的供给量较少的情况下，作为第二动作模式，能够在贮存于贮存槽内的计量

对象物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成为连续的状态前，进行供给门的闭动作。因此不用过度

地长时间待机至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其结果，能够提高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

另外，在以第二动作模式控制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供给门到开始计量为止的时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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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第一动作模式控制计量装置的情况下从关闭供给门到开始计量为止的时间长，因此能

够充分地确保振动结束的时间。

[0018] 根据本发明的第十方式提供一种计量装置。该计量装置具备：贮存槽，其用于贮存

计量对象物，在该贮存槽的下部形成有开口；供给门，其用于开闭开口；以及计量槽，其设置

于比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用于贮存从贮存槽经由开口供给的计量对象物，该计量槽支承

于测力传感器。计量装置构成为：在供给门打开的状态下并且贮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与贮

存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供给门，之后进行测力传感器的计量。根据

该计量装置，能够与第一实施方式同样，减少从关闭供给门到进行计量为止的待机时间，从

而提高计量装置的处理能力。也能够将第二～第九的任一方式应用于第十方式。

[0019] 根据本发明的第十一方式提供一种用于供计量装置使用的门。该门具备门主体、

和从门主体的一个面突出的突出部。根据该门，起到与第四方式相同的效果。

[0020] 根据本发明的第十二方式提供一种用于供计量装置使用的门。该门具备具有圆弧

形状的纵剖面的面。圆弧形状设定为沿着圆弧形状的一侧的半径大于另一侧的半径。根据

该门，起到与第五方式相同的效果。

[0021] 根据本发明的第十三方式提供一种计量装置的工作方法。该方法具备以下工序：

准备计量装置的工序，该计量装置具备：在下部形成有开口的贮存槽、用于开闭开口的供给

门、以及设置于比贮存槽靠下方的位置并支承于测力传感器的计量槽；第一工序，打开供给

门，将贮存于贮存槽的计量对象物经由开口向计量槽供给；第二工序，在第一工序后，在贮

存槽内的计量对象物与贮存于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连续的状态下关闭供给门；以及第三

工序，在第二工序后，由测力传感器对计量槽内的计量对象物进行计量。根据该方式，能够

与第一实施方式同样，减少从关闭供给门至进行计量的待机时间，从而提高计量装置的处

理能力。也能够将第二～第九的任一方式应用于第十三方式。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表示作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的简略结构的剖视图。

[0023] 图2是表示计量装置的动作的示意图。

[0024] 图3是表示计量装置的动作的示意图。

[0025] 图4是表示计量装置的动作的示意图。

[0026] 图5是表示计量装置的动作的示意图。

[0027] 图6是表示计量装置的第一动作模式的流程的流程图。

[0028] 图7是表示计量装置的第二动作模式的流程的流程图。

[0029] 图8是表示第二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的供给门的形状的侧视图。

[0030] 图9是表示第三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的简略结构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20的简略结构的剖视图。在本实施

方式中，计量装置20是测定谷类的重量的装置。但是计量装置20能够供用于计量任意的粒

状或者粉状的物质而使用。如图所示，计量装置20具备贮存槽30、供给门40、计量槽50、测力

传感器52、传感器70以及控制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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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贮存槽30在其上部连接于供给生产线(未图示)。计量对象物90从该供给生产线连

续或者断续地向贮存槽30供给，并在贮存槽30内暂时贮存。贮存槽30的容量设定为充分大

于后述的计量槽50的容量(例如，1.5倍以上)。在贮存槽30的下部形成有开口31。贮存槽30

在开口31的附近形成为横剖面朝向开口31逐渐变小。在开口31的附近设置有用于开闭开口

31的供给门40。在本实施方式中，供给门40构成为以支点为中心进行枢转。供给门40借助任

意的促动器(例如，气缸)进行工作。另外，供给门40在沿着其枢转方向的纵剖面观察时具有

圆弧形状的下表面。在供给门40的下表面以从该下表面向下方突出的方式设置有突出部

41。突出部41设置于供给门40的下表面的供给门40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端侧(在本实

施方式中为行进方向前端部)。关于该突出部41的作用详见后述。在本实施方式中，供给门

40在沿着其枢转方向的纵剖面观察时，除了设置有突出部41的位置之外，具有恒定的半径。

[0033] 计量槽50的上方敞开，计量槽50设置于比贮存槽30靠下方的位置。在铅垂方向观

察时，贮存槽30配置于计量槽50的大致中央。计量槽50暂时贮存从贮存槽30经由开口31断

续地供给的计量对象物90。开口31配置于计量槽50的内部。该计量槽50由测力传感器52支

承。测力传感器52安装于具有充分的刚性的主体框架55。在本实施方式中，计量槽50被测力

传感器52一点支承。但是计量槽50也可以在二点以上被支承。

[0034] 在计量槽50的下部形成有排出口51。另外，在排出口51的附近设置有用于开闭排

出口51的排出门60。贮存于计量槽50的计量对象物90在由测力传感器52计量后，向后级的

设备(例如，贮存槽、输送机等)排出。

[0035] 传感器70配置于贮存槽30的上部。传感器70是用于检测在贮存槽30是否贮存有规

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90的物位传感器。控制部80具备CPU以及存储器，通过执行储存于存

储器的程序，由此控制计量装置20的动作整体。

[0036] 在该计量装置20中，供给门40的开闭动作时的供给门40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设定

为：至少在开口31的正下方的区域内位于计量槽50的内部。在图1中，作为供给门40的下表

面的轨迹而示出形成于供给门40的突出部41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35。

[0037] 以下，对计量装置20的计量动作进行说明。图2～图5是表示计量装置20的动作的

示意图。在图2～图5中，排出门60省略图示。在使用计量装置20进行计量的情况下，首先，如

图2所示，在供给门40位于闭位置的状态下，在贮存槽30贮存计量对象物90。接下来，如图3

所示，控制部80使供给门40向箭头A1的方向枢转而打开供给门40。由此，贮存槽30内的计量

对象物90如箭头A2所示，因重力而落在计量槽50内。此时，计量对象物90与计量槽50的底面

碰撞，因此计量槽50如箭头A3所示振动。计量装置20具有使该振动提早结束的功能。

[0038] 图4示出计量对象物90从贮存槽30向计量槽50的供给结束后的状态。从计量槽50

的底面到贮存槽30的下端为止贮存有计量对象物90，由此计量对象物90从贮存槽30朝向计

量槽50的流动停止。供给门40保持于开位置。如上所述，贮存槽30的容量大于计量槽50的容

量，因此即便在向贮存槽30断续地供给计量对象物90的情况下，在贮存槽30内也残留有较

多的计量对象物90。在向贮存槽30连续地供给计量对象物90的情况下，会残留更多的计量

对象物90。在该状态下，在贮存槽30的开口31的正下方的区域，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

成为与贮存于计量槽50内的计量对象物90连续的状态。以下，也将该状态称为连续状态。另

一方面，如上述的那样，贮存槽30在铅垂方向观察时配置于计量槽50的大致中央，因此在计

量槽50的外缘部形成有未填充计量对象物90的空间。特别是在本实施方式中，如上述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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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贮存槽30形成为剖面朝向开口31逐渐变小，因此计量对象物90难以储存于计量槽50的

外缘部。因此未填充计量对象物90的空间形成得比较大。

[0039] 在图4所示的状态下，借助残留于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的重量，将计量槽50

朝向下方按压。由此图3中箭头A3所示的振动提早结束。

[0040] 在待机至振动结束后，如图5所示，控制部80使供给门40向箭头A5的方向枢转而关

闭供给门40。此时，计量对象物90的表面被突出部41朝向供给门40的行进方向前方带出。其

结果，在供给门40与贮存于计量槽50的计量对象物90之间形成有间隙53。因此在测力传感

器52进行计量时，供给门40与计量槽50内的计量对象物90不接触，因此能够提高计量精度。

[0041] 另外，移动轨迹35设定为该移动轨迹35的供给门40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

端部位于比计量槽50的外缘部54靠内侧的位置。因此，能够在供给门40的闭动作时，进一步

抑制计量对象物90被供给门40带出并向计量槽50的外部飞散。另外，能够抑制被供给门40

带出的计量对象物90在计量槽50的外缘部54附近堆积成山，从而该山的一部分崩塌并侵入

间隙53内而填满间隙53。

[0042] 这样，若供给门40的闭动作结束，则如图4中说明的那样振动提早结束，因此能够

以较短的待机时间、或者无待机期间地，开始测力传感器52的计量。因此计量的一个周期的

时间缩短相当于待机时间缩短的时间，从而能够提高计量装置20的处理能力。

[0043] 在上述的计量装置20中，控制部80也可以如以下说明的那样，选择第一动作模式

以及第二动作模式中的任一动作模式来控制计量装置20。

[0044] 图6是表示第一动作模式的流程的流程图。第一动作模式在供给门40关闭的状态

下开始。若第一动作模式开始，则如图所示，控制部80首先判断在贮存槽30是否贮存有规定

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90(步骤S110)。该判断使用传感器70的检测结果进行。规定量预先设

定为在打开供给门40时能够实现图4中说明的连续状态。

[0045] 判断的结果，在计量对象物90未贮存规定量以上的情况下，控制部80待机至计量

对象物90贮存规定量以上(步骤S110：否)。另一方面，在计量对象物90贮存规定量以上的情

况下(步骤S110：是)，如图3所示，控制部80打开供给门40，将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向

计量槽50供给(步骤S120)。接下来，控制部80在计量对象物90的供给结束后，即，在如图4所

示成为连续状态后，如图5所示，关闭供给门40(步骤S130)。计量对象物90的供给结束的判

断，例如也可以根据是否经过了规定的待机时间来进行。规定的待机时间根据计量对象物

90的特性而通过实验或者经验预先设定。或者，也可以在计量槽50内设置有用于判断计量

槽50内的计量对象物90是否到达贮存槽30的下端的物位传感器。

[0046] 接下来，若供给门40关闭，则控制部80待机时间T1(步骤S140)。该时间T1考虑在连

续状态下进行供给门40的闭动作的上述的效果，设定得比现有技术的短。根据计量对象物

90的特性以及计量装置20的规格，该时间T1也可以为零。即，也可以省略待机。

[0047] 若待机时间T1，则控制部80通过测力传感器52进行计量(步骤S150)。若计量结束，

则控制部80打开排出门60，排出计量槽50内的计量对象物90(步骤S160)。然后，若排出结

束，则控制部80关闭排出门60(步骤S170)。这样，第一动作模式的一个周期的计量动作结

束。该周期反复实施。根据该第一动作模式，能够可靠地执行在连续状态下关闭供给门40的

动作。

[0048] 图7是表示第二动作模式的流程的流程图。在图7中，对与第一动作模式相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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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标注与图6相同的附图标记。以下，主要说明与第一动作模式不同的点，对于未特别说明

的点与第一动作模式相同。对于第一动作模式而言，若开始第二动作模式，则如图示那样，

控制部80首先判断是否在贮存槽30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90(步骤S110)。

[0049] 判断的结果，在计量对象物90贮存有规定量以上的情况下(步骤S110：是)，控制部

80执行步骤S120～S170，使计量的一个周期结束。另一方面，在计量对象物90未贮存规定量

以上的情况下(步骤S110：否)，控制部80打开供给门40，将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向计

量槽50供给(步骤S220)。然后，若计量对象物90的供给结束，则控制部80关闭供给门40(步

骤S230)。在该情况下，贮存于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的量较少，因此在贮存槽30内的

计量对象物90与贮存于计量槽50内的计量对象物90不连续的状态下(以下，也称为非连续

状态)，关闭供给门40。另外，直至计量对象物90的供给的结束为止的时间被设定为比步骤

S130短。

[0050] 接下来，若关闭供给门40，则控制部80待机时间T2(步骤S240)。时间T2设定为比时

间T1长。即，在此贮存于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的量较少，因此在非连续状态下供给门

40关闭。因此，直至振动结束为止的待机时间(时间T2)设定为比时间T1长。若待机时间T2，

则控制部80执行步骤S150～S170，结束计量的一个周期。根据该第二动作模式，在贮存槽30

内的计量对象物90的贮存量较多的情况下，在连续状态下关闭供给门40，由此能够缩短待

机时间。另外，在贮存槽30内的计量对象物90的贮存量较少的情况下，不会过度地长时间待

机至规定量以上的计量对象物90贮存于贮存槽30内。因此，能够提高计量装置20的处理能

力。上述的结构在如本实施方式那样使计量槽50被测力传感器52一点支承的情况下，即、在

振动难以结束的结构的情况下特别有利。换言之，根据上述的结构，能够兼顾计量槽50的简

单的支承构造和计量装置20的处理能力的提高。

[0051] 上述的第一动作模式以及第二动作模式，也可以由控制部80基于经由计量装置20

具备的用户界面输入的用户指示进行选择。或者，第一动作模式以及第二动作模式也可以

由控制部80根据向贮存槽30供给的计量对象物90的供给量而自动地进行选择。例如，控制

部80也可以使用传感器70监视计量对象物90向贮存槽30的贮存状况，也可以在确保上述规

定量以上的贮存量的时间在规定期间内占规定比例以上的情况下，选择第一动作模式，在

除此以外的情况下选择第二动作模式。

[0052] 图8是表示本发明的第二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的供给门340的形状的侧视图。供给

门340与第一实施方式同样，构成为以支点343为中心进行枢转。供给门340在沿着其枢转方

向的纵剖面观察时，具有圆弧形状的下表面。在本实施方式中，该纵剖面的圆弧形状的半径

R沿着周向不恒定。具体而言，供给门340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方的端部341的半径R1，

比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后方的端部342的半径R2大。另外，从端部341至端部342，半径R沿着

周向从半径R1至半径R2逐渐变小。因此，从支点343观察时，端部341的移动轨迹335位于比

端部342的移动轨迹336靠径向外侧的位置。

[0053] 因此，通过供给门340的闭动作，在供给门340与计量对象物90之间形成有间隙

353。根据该结构，仅研究供给门340的形状，便能够形成间隙353。因此，无需用于形成间隙

的特殊的装置、构造，能够减少部件件数。该效果不局限于图8例示的形状，在设定为供给门

340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半径大于后侧的半径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详细而言，在

供给门340位于闭位置的情况下，在开口31的正下方的区域的供给门340的半径小于比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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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靠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侧的半径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上述效果。

[0054] 图9是表示本发明的第三实施方式的计量装置420的简略结构的剖视图。以下，对

于计量装置420主要说明与第一实施例不同的点，未特别说明的点与第一实施方式相同。计

量装置420具备：贮存槽430、供给门440、计量槽450以及测力传感器52。供给门440在本实施

方式中为滑动式，如箭头A6所示沿水平方向移动，由此开闭贮存槽430的开口431。在供给门

440的闭动作时的行进方向前端，形成有在供给门440的闭动作时在移动轨迹435上移动的

突出部441。突出部441在关闭供给门440时，在供给门440与贮存于计量槽450内的计量对象

物90之间形成间隙453。根据该结构，也起到与第一实施方式同样的效果。另外，在计量槽

450作为选项设置有飞散防止壁456，用于防止被供给门440带出的计量对象物90向计量槽

50的外部飞散。

[0055] 以上，对本发明的几个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上述的发明的实施方式是为了使

本发明的理解变得容易，并非对本发明进行限定。本发明不脱离其主旨，能够变更、改进，并

且在本发明中包含其均等物。另外，在能够解决上述的课题的至少一部分的范围内，或者在

起到效果的至少一部分的范围内，能够进行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记载的各构成要素的组

合或者省略。

[0056] 例如，作为用于形成间隙53、453的间隙形成单元，也能够代替突出部41、441而使

用任意的单元。例如，间隙形成单元也可以是在关闭供给门40、440后，沿着供给门40、440的

下表面吹入空气的单元。或者，间隙形成单元也可以是在关闭供给门40、440后，使贮存槽

30、430向上方移动的促动器。

[0057] 另外，开口31、431也可以配置于计量槽50、450的外部(即上方)。当然，供给门40、

340、440的下表面的移动轨迹也可以位于计量槽50、450的外部(即上方)。在该情况下，也可

以由飞散防止壁456防止计量对象物90向计量槽50的外部飞散。

[0058] 附图标记说明：20、420…计量装置；30、430…贮存槽；31、431…开口；35、335、336、

435…移动轨迹；40、340、440…供给门；41、441…突出部；50、450…计量槽；51…排出口；

52…测力传感器；53、353、453…间隙；54…外缘部；55…主体框架；60…排出门；70…传感

器；80…控制部；90…计量对象物；341、342…端部；343…支点；456…飞散防止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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