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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依据GB/T1.1—2020给出的规则编写。 

本文件由盘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由盘锦市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心、辽宁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盘锦市粮库有限责任公司、盘锦

鼎翔米业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附：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和联系

电话，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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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锦粳稻保质储存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盘锦粳稻保质储存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储存技术选用及应用工艺、空调器配置

与安装要求、储藏期间的粮情检测与品质质量检验和出仓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盘锦市区域范围内粮食加工和收储企业在粮仓中散装粳稻的储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350 稻谷 

    GB 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 17440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0080-2001 空调用通风机安全要求 

GB/T 20569 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GB/T 21015稻谷干燥技术规范 

GB/T 22497粮油储藏 熏蒸剂使用准则 

GB/T 26882 粮食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GB/T 29374 粮食储藏 谷物冷却机应用技术规程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 50176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LS/T 1207 粮食仓库机电设备安装技术规程 

    DB21/T 3130 储粮仓房内部环流通风技术规程 

    DB21/T 3329 粳稻保质储存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1350、GB/T 1789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粳稻 Japonica Paddy 

    粳型非糯性稻谷的果实，籽粒一般呈椭圆形，米质粘性较大胀性较小。 

3.2 保质储存 Storge for quality preservation 

    以延缓粳稻品质劣变为主要目的，对储存的粳稻采取适时通风和低温储藏为主的技术措施，并辅助

采取定期检测粮情和储存品质常规管理措施的储存方法。 

 

4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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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储粮仓房要求 

4.1.1仓房的围护结构应完整、坚固，能够安全承载粮堆垂直压力和侧压力及风载、雪载等荷载，具有

良好的防水、防渗、防潮、密闭、隔热性能。 

4.1.2 仓盖和仓墙应具有完好的隔热层、防水层或防潮层，外表面宜刷涂浅色或高反射率的防水材料。 

4.1.3 仓房的隔热性能应符合 GB 50176 的有关要求，仓盖的传热系数应在 0.35W/m
2·K～0.40W/m

2·K

之间，仓墙的传热系数应在 0.53W/m
2·K～0.70W/m

2·K 之间。传热系数达不到以上要求时，应在仓

盖内表面喷涂发泡聚氨酯等隔热材料或在仓内加设隔热吊顶，在仓墙内表面增铺板状隔热材料及保护

层。 

4.1.4仓内地坪应铺设防渗、防潮层，整体完好、平整、无裂缝。 

4.1.5 门窗、通风口开闭结构严紧，并具有隔热、密闭、防雨雪、防雀、防虫和防鼠措施。 

4.1.6 粮仓应满足气密性要求，即仓压由 500Pa 降至 250Pa 的压力半衰期：平房仓≥40s，筒仓、浅圆

仓≥60s。 

4.2 配套设施设备要求 

4.2.1粮库应配备干燥、清理、输送、计量、通风、制冷、熏蒸、消防、扦样、质量检验等设备设施。 

4.2.2储粮仓房应配备机械通风系统、粮情测控系统、空调设备及送风系统。 

4.2.3 根据所处的储粮生态条件和过夏期间环境气候特点、仓房类型和采用储藏技术的需要，可选配谷

物冷却机，高大平房仓、浅圆仓和立筒仓等大型粮仓应配备深层扦样设备。 

4.2.4储粮仓房应按照 GB 17440的规定配备除尘、防爆设备。 

4.3 粳稻入仓要求 

4.3.1 入仓作业准备 

4.3.1.1 粮食入仓前，要检查仓房，确认仓房无破损、渗漏、返潮等现象，门窗和照明灯等能正常使用。

4.3.1.2 要清洁仓房，有活虫时进行空仓杀虫，采用国家允许使用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处理，制定空仓杀

虫方案，经批准后实施，做好隔离工作。空仓杀虫药剂及用量见附表 1。 

4.3.1.3 要清洁和调试设备，确保作业期间输送清理和仓储工艺等设备正常运行。 

4.3.2 质量和品质要求 

4.3.2.1水分含量应控制在 14.5%～15.0%之间。水分含量超过 15.0%的粳稻入仓前须干燥处理至上述要

求以内。采用粮食干燥机进行干燥应按照 GB/T 21015规定执行。 

4.3.2.2 出糙率和整精米率应符合 GB 1350规定的三等及以上等级要求，杂质、黄粒米和谷外糙米含量

及互混率均应符合 GB 1350规定。 

4.3.2.3 储存品质指标应符合 GB/T 20569中“宜存”的有关规定。 

4.3.2.4 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2715的规定。 

4.3.2.5入仓粳稻应为为无虫粮或基本无虫粮。对已出现发热、霉变及生虫情况或存在类似隐患的粳稻

不得直接入仓储存，须先单独堆存并经过降温、降水、灭霉或杀虫等对应方法处理至正常粮情后方可入

仓。 

4.3.3 入仓作业要求 

4.3.3.1 入仓作业流程主要包括质检扦样、检斤称重、布设通风地上笼（横向通风无需布设）、卸粮清

杂、质量抽检、输送入仓。 

4.3.3.2 入仓过程中，提高机械化进仓水平，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自动分级和防止测温电缆移位；做好防

虫、防鼠、防雀工作，加强对全流程的除尘防尘工作，保护环境。 

4.3.3.3 入满粮后，应进行平整粮堆粮面、铺设粮面走道板、布置粮情测控系统、通风均温均湿、防虫

防霉等作业。 

4.4 储存期管理要求 

4.4.1 环境巡查与鼠雀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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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环境巡查。应检查库区内有无残粮、垃圾、污水、杂草等，并及时清理干净；检查仓顶、仓壁、

门窗、挡水墙等是否完好，特别是在大风、雨雪等恶劣条件下，及时检查仓房设施、通风设备、挡鼠板、

防雀防虫网等，确保各项设施性状完好、使用正常。 

4.4.1.2 防鼠措施。清洁并保持库区环境卫生；硬化仓库四周地坪，封堵鼠洞；密实仓库（囤基）地坪、

墙角、檐口孔洞缝隙；在仓门处安装防鼠板。 

4.4.1.3 防雀措施。仓门悬挂防雀帘；在仓窗、排风扇口、环流风机罩、简易仓囤檐口及顶部通风口等

位置安装防雀网；所有穿墙管道、配电间电缆管两端应密实处理；配电箱门要密实无缝隙，进线孔封堵。 

4.4.2 粮情检查与分析 

4.4.2.1 粮情检查分析报告。保管员应认真执行粮情检查制度，每天做好工作日志，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仓储负责人应每周对粮情进行全面检查，做好记录，每半个月形成粮情报告，及时上报；主要负

责人应每季度对粮情进行全面检查或重点抽查，召开粮情总结分析会，形成粮库安全储粮报告。发现

安全储粮问题和隐患，应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4.4.2.2人工入仓日常粮情检查。人员入仓前，应确认安全，特别是气体浓度安全后方可进仓。进仓后，

检查粮食色泽气味；观察仓内有无虫茧网、鼠雀迹；检查仓温仓湿、粮温粮湿；检查粮堆是否有结露、

板结、发热、霉变等现象。根据人员入仓检查粮情的情况，采用粮食水分快速检测仪（器）或抽样送检，

检测问题部位粮食水分，进一步分析粮情风险。按 GB/T  29890的方法取样，筛检害虫，并鉴定害虫种

类，测算虫口密度、确定虫粮等级。 

4.4.2.3计算机检测粮情。采用计算机测温的，传感器布置应标准规范，系统工作正常。应检测“三温

两湿”，粮温检测周期见表 1。应将检测结果记入粮情（粮温）报表（格式参见附录 B），并至少保留一

个储藏周期。  
表 1 粮温检测周期建议 

储粮情况 检测周期（粮温低于 15℃） 检测周期（粮温高于 15℃） 

安全水分粮、基本无虫粮 15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7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半安全水分粮、一般虫粮 10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5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危险水分粮 5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每天至少检测 1 次 

危险虫粮处理后的 3 个月内 7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新收获粮食入仓后 3 个月内 适当增加检测次数 

 

5 储存技术选用及应用工艺 

 

5.1 适时通风储藏 

5.1.1 通风目的、方式及工艺 

5.1.1.1 粳稻入仓后，应利用外界低温环境，于夜间和早晨开启仓窗或轴流风机进行排热换气。 

5.1.1.2 在秋季，当粮堆平均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8℃时，应利用轴流风机或在仓底通风口安装离心风机

进行机械通风降温。 

5.1.1.3 在冬季，充分利用自然低温，分 2~3个阶段进行机械通风降温，将粮堆平均温度降至-5℃～0℃。 

5.1.1.4  在春夏气温上升季节，适时开启仓窗或仓墙上轴流风机进行排热换气通风，及时排除仓内积

热，降低仓温和表层粮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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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5 在夏季高温季节，密切注意粮情的变化。若出现粮堆内积热、局部高温等异常情况或存在类似

隐患时，应采用单管或多管通风机及时进行局部通风降温处理；若粮温出现明显回升时，应利用空调等

机械制冷设备进行控温或补冷，必要时利用谷物冷却机进行全仓冷却通风降温。 

5.1.1.6 再次进入秋冬季后，当粮堆平均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8℃时，宜利用轴流风机采取低风量缓速通

风方式分阶段通风降温，将粮堆平均温度降至-5℃～0℃。 

5.1.2 通风操作与管理 

5.1.2.1 进行机械通风降温操作时，应按照 LS/T 1202 的规定执行。 

5.1.2.2 在机械通风前，应按照 LS/T 1202的有关方法判断允许通风的条件，正确选择通风时机进行有

效通风，同时避免因有害通风造成通风过程中水分减量和通风后产生粮堆内局部结露、仓顶和仓墙结霜

的现象。 

5.1.2.3 在机械通风前后和过程中，应按照 LS/T 1202 的有关要求做好通风前的准备、过程中的检查和

结束后的管理。 

5.2 低温储藏 

5.2.1 低温储藏方式及工艺 

5.2.1.1 在秋冬季节，当环境温度较低、自然冷源充足时，应采取自然通风、自然冷却、机械通风或转

仓冷却等方式，将粮堆平均温度逐步降至-5℃～0℃，进入自然低温储藏状态。 

5.2.1.2 在春季气温回升前，利用隔热材料封堵门窗孔洞，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对低温储藏状态粮堆的影

响。 

5.2.1.3 在春夏气温上升季节，应在夜间和早晨适时开启轴流风机进行排热换气，及时排除仓内积热，

延缓低温储藏状态粮堆的温度回升。 

5.2.1.4 在夏季高温季节，可应用空调等机械制冷设备产生人工冷源、或利用内环流通风系统缓慢释放

粮堆“冷心”部位冷源对仓内空间进行冷却降温，必要时可利用谷物冷却机进行整仓冷却通风降温。始

终将仓温和粮堆最高温度控制在 20℃以下，粮堆平均温度控制在 15℃以下，确保粳稻低温储藏安全过

夏。 

5.2.2低温储藏操作与管理 

5.2.2.1 应根据具体粮情、仓房隔热性能、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合理制定详细的低温储藏技术应用实

施方案。 

5.2.2.2 采取机楲通风降温进行自然低温储藏时，应按照 LS/T 1202 中机械通风降温的有关规定执行。 

5.2.2.3 采用隔热材料封堵门窗孔洞时，所选材料的导热系数应在 0.024W/m·K～0.14W/m·K 之间，且

其本身不易燃烧、吸湿、霉烂、虫蛀、无毒、价廉、施工方便。 

5.2.2.4 采用空调控制仓温时，应在仓温高于 21℃时启动空调，当仓温低于 19℃时关闭空调。 

5.2.2.5 采用内环流通风系统控制仓温和均衡粮温时，应在仓温或最高粮温高于 20℃时启动环流风机，

当仓温或最高粮温低于 18℃时关闭环流风机。具体操作按照 DB21/T 3130 中有关规定执行。 

5.2.2.6采用谷物冷却机进行整仓降温时，当粮堆平均温度超过 15℃时开始冷却通风，当粮堆平均粮温

降至 15℃以下且最高粮温不高于 20℃时停止冷却通风。具体操作按照 GB/T 29374中有关规定执行。 

5.2.2.7在低温储藏期间，应定期检查粮情，及时掌握温度回升情况。应减少人员进仓次数，需要进仓

时应选择低温时段，快进快出。 

 

6 空调器配置与安装要求 

 

6.1 空调器布置要求 

6.1.1平房仓跨度大于 18m时，要在仓房双侧布置空调器；跨度不大于 18m时可以单侧布置。为降低电

耗，单侧布置时应布置于仓房背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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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平房仓的空调器应安装在仓房墙壁上。当布置在仓房一侧时，相邻空调器室内机间距应不大于 20 

m，靠近山墙的室内机距离山墙应不大于 10 m；布置在仓房两侧时，至少其中一侧要满足上述间距要求，

其余室内机安装位置均布，宜采用对向交错布置。 

6.2 空调器配置数量 

不同仓型不同尺寸仓房推荐配置空调器数量见表 2。 

表 2 不同仓型不同尺寸仓房推荐配置空调器数量表 

仓型 仓房尺寸 推荐空调器数量（台） 

平房仓（宽度≤21m） 

仓房长度＞60m ≥7 

40m﹤仓房长度≤60 m ≥5 

20 m﹤仓房长度≤40 m ≥3 

仓房长度≤20 m ≥1 

浅圆仓、立筒仓 

仓房直径≥40m ≥7 

34m≤仓房直径﹤40 m ≥6 

28 m≤仓房直径﹤34m ≥5 

23 m≤仓房直径﹤28m  ≥4 

12 m﹤仓房直径﹤23m ≥2  

仓房直径≤12 m ≥1 

注：平房仓宽度比21m每增加5m，推荐的空调器数量应比表中推荐数量增加1台。 

6.3 空调选购原则 

6.3.1满足单台空调器制冷量要求。 

6.3.2选择与当地气温符合的空调器类型。如果室外机安装在仓顶，应选择适合高温气候的空调器类型。 

6.3.3 在此基础上还应优先选择： 

6.3.3.1分体、空冷式空调器； 

6.3.3.2循环风量或送风量较大的空调器； 

6.3.3.3冷风湿度较大或湿度可调的空调器； 

6.3.3.4节能型空调器； 

6.3.3.5可实现仓外或远程监测、控制的空调器； 

6.3.3.6具有防腐、防尘功能室内机的空调器； 

6.3.3.7不易燃、不宜爆制冷剂的空调器； 

6.3.3.8非铜、铜合金材质蒸发器的空调器。 

6.4 安装要求 

6.4.1空调器的安装和调试应由专业安装人员完成。 

6.4.2每个仓房的空调器都要配置仓外配电箱，箱内配置与空调器功率匹配的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

并根据需要配置电表。空调器仓内电源线的敷设要符合 LS1207 5.4 要求，电源线及电器配线的线径应

与空调器功率匹配。空调器的电源插座应安装在粉尘防爆箱内。 

6.4.3 分体挂壁式空调器室内机下沿距离装粮线 1.2m～1.6 m，上沿距离仓顶不小于 0.3m。室外机下沿

距离地面大于 2.5m，安装应优先选择阴凉位置，位于仓顶和阳面的室外机宜设置遮阳设施。室内机与

室外机高度差在 5 m以内，连接管长度在 10 m 以内。 

6.4.4空调器室内机排水管要连接紧密、安装固定和排水通畅，并且采取适当的防老化措施，长度应满

足排水到散水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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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排水管穿墙孔位置要低于室内机下沿，宜采用一次成型钻头向外倾斜开孔，内高外低；管、线应

采用穿墙管保护，并做好防雨、防漏水、防漏电措施；穿墙孔洞要采用防火泥等材料密封良好。 

6.4.6 空调器室内机下方应设置防漏水槽和排水管，排水管应紧密连接，排水通畅。 

6.4.7空调器室内机四周应设置双道塑封槽等密封措施。 

6.4.8 空调器安装及调试还应符合 GB 10080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6.5 操作与管理要求 

6.5.1 运行前的准备 

6.5.1.1检查粮情并正确处理。若发生储粮害虫，应先熏蒸杀虫；若存在局部高温点，且因局部水分、

杂质过高引起，应采用翻倒粮面或局部通风等方法处理。 

6.5.1.2采用隔热材料封堵仓房门窗、轴流风机和通风口等孔洞，并用塑料薄膜等材料密闭。 

6.5.1.3 清理空调器附近灰尘、杂物。拆除空调器室内机的密封薄膜，清理表面和内部灰尘。 

6.5.1.4 试运行空调器，如有故障应进行维修或更换。 

6. 5.2 运行模式要求 

6.5.2.1密闭仓房后，开启空调器，设定好温度和自动制冷运行模式，控制仓温及表层粮温的升高。如

果室内机冷风的送风角度可调，应水平送风。 

6.5.2.2为降低空调器运行能耗，应综合考虑储粮质量、表层粮温和当地气温情况，合理确定控温目标；

空调器运行期间，应减少仓房门窗的开启次数和时间，减少仓内照明和其它用电设备的使用。 

6.5.2.3 当采用轴流风机通风排热，并能够将仓温控制在目标温度时，应优先选择。 

6.5.2.4在能够实现控温目标的前提下，宜安装时控开关，选择夜间电价低、空调器制冷效率高的时段

自动运行，以降低运行成本。 

6.6.2.5秋冬季节采用降温通风技术蓄冷，春季采用隔热技术保冷，尽量缩短夏季空调器运行时间。 

6.5.3 运行技术参数要求 

6.5.3.1 当春末夏初仓内空间温度高于粮食的控温目标时，应密闭仓房并进行空调器控温储粮，空调器

设定温度宜设定为 20℃～23℃之间。综合环境温度、粮温、电耗、粮食水分、仓房隔热气密性能及粮

面隔热压盖等因素，可适当调整空调器的设定温度。但空调器的设定温度不宜低于 18℃或高于 25℃。 

6.5.3.2 因客观原因导致空调器停止运行，使仓内空间温度或粮堆表层温度超过控温目标 8℃以上，再

次开启时应分阶段降温，降温幅度建议设定为 4℃～5℃，降温期间应由专人观察降温情况，发现粮面

结露或空调器表面滴水，应调升空调器的设定温度，降低阶段降温幅度。在确定空间温度、湿度和表层

粮温不再降低后，再进行下一阶段降温。 

6.5.3.3尽量避免为了节省用电而人为等到粮堆表层粮温高于控温目标后，再使用空调器降温。 

6.5.3.4空调器运行期间，如果粮温快速升高，当上层粮食温度普遍高于 25℃时，应暂时停止空调器控

温作业，改用谷物冷却机或移动式大功率风管送风式空调器，进行上行式冷却通风，通风作业应符合

GB/T 29374规定。 

6.5.3.5 当秋末冬初气温低于空调器设定温度时，应停止空调器控温储粮作业，改用轴流风机通风排热

等方式控制粮温升高。 

6.5. 4 作业管理要求 

6.5.4.1粮情检查要求 

空调器运行期间，应按 GB/T 29890规定，定期检查、分析粮情，检测粮食的温度、水分、害虫及

仓内空间温湿度；检查粮堆表层特别是粮面压盖物下、局部高温点、空调器出风口附近等部位是否结露。

按照 GB 5491的规定扦样，按照 GB 5009.3、 GB/T 20569 的规定检验粮食水分及品质指标。在粮堆高

温区、水分偏高区、通风死角区、杂质聚集区等特殊部位，应适当增加检查点数量。 

6.5.4.2 设备检查要求 

定期检查空调器室内机和室外机的运行情况。检查室内机冷风温度及冷风风量；箱体外表面有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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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室内机是否漏水；检查室内机的进、出风口及过滤网是否被灰尘堵塞；检查室外冷凝水排出情况；

检查电耗情况等。空调器制冷性能明显下降时，应请专业人员检查。 

6.5.4.3按附录 A的方法评估仓内空间温度，并按附录 B的格式填写《空调器控温储粮作业记录卡》。 

6.5.5 安全要求 

6.5.5.1 空调器要可靠接地。 

6.5.5.2空调器运行前要确保电源插头插牢，运行期间严禁拔掉电源插头、损坏电线或使用非指定电线、

与其它设备共用插座、使用接长软线等不当操作。 

6.5.5.3定期检查空调器各部分的运行状况，如发现不运转、不制冷、制冷不足、烧焦味等异常情况，

应立即关闭电源开关，然后与特约维修中心或服务网点联系维修。 

6.5.5.4 空调器运行期间停电，应关闭电源开关。 

6.5.5.5 雷电天气要停止运行空调器，并关闭电源开关。 

6.5.5.6清理空调器时，要关闭空调器开关及电源开关。 

6.5.5.7进行仓房清扫等作业，使仓内产生大量灰尘的情况下，严禁开启空调器。 

6.5.5.8低温季节停止使用空调器时或熏蒸作业前要关闭电源开关。 

6.5.5.9 仓房内应配置灭火器。 

6.5.5.10空调器的安全要求还应符合 GB 10080和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6.5.6 维护和保养要求 

6.5.6.1每年空调器运行前，应检查进出风口是否有杂物堵塞，检查室内机的过滤网等部件是否有污染

物沉积，如有灰尘、储粮害虫、虫尸及虫网等，应清理干净。室外机灰尘过多时，应请专业人员清洗。 

6.5.6.2每年空调器运行前，检查连接管线的包扎及保温棉是否老化，电线及排水管是否完好，固定支

架是否严重腐蚀，如果存在问题，应修复。 

6.5.6.3定期请专业人员对空调器及电路进行检查，更换老化的元件，补充制冷剂，使空调器能够正常

运行。 

6.5.6.4。空调器长期不用或粮食进出仓作业前，待机体内部干燥后，应采用塑料薄膜等材料密封室内

机和室外机，防止灰尘、害虫等进入设备内影响其性能。 

6.5.6.5空调器的维护和保养还应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要求。 

 

7 储藏期间的粮情检测与品质质量检验 

 

7.1 检测内容与期限要求 

7.1.1 每 5 天至少检测 1 次粮温、仓温、气温和仓内外空气相对湿度。新收获的粳稻入仓后 3 个月要适

当增加检测次数。 

7.1.2 每季度至少检测 1 次粳稻水分含量。粮温升高时应增加检测次数。 

7.1.3 每月至少检测 1 次粮堆害虫密度。发现储粮害虫后应增加检测次数。 

7.1.4 在进仓后出仓前和每年春、秋季各检测 1 次粳稻储存品质指标。 

7.1.5 在进仓后出仓前和每季度检测 1 次粳稻质量指标。 

7.1.6 在进仓后出仓前检测 1 次粳稻食品安全指标。出现发热、结露和霉变等异常粮情后应立即检测。 

7.2 检测方法 

7.2.1 应采用粮情测控系统或温湿度检测仪器检测粮温、仓温、气温和仓内外空气相对湿度。检测点布

置方法应按照 GB/T 29890 的有关规定执行。 

7.2.2 检测水分含量、害虫密度、储存品质、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时，应先按照 GB/T 29890 的有关规定

对粮堆进行定点分层扦样，各检测点扦样量不少于 1kg。 

7.2.3 检测平均水分含量时将应将每层各检测点的扦样量各取 50g 混合均匀作为 1 个检测样；检测局部

http://www.so.com/s?q=%E7%94%B5%E6%BA%90%E6%8F%92%E5%A4%B4&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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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含量时不混样，按 GB 5009.3 的有关规定采用直接干燥法检测水分含量。 

7.2.4 检测粮堆害虫密度时不混样，按照 GB/T 29890 的有关规定采用筛检法对各检测点的全部检测样品

进行检测。 

7.2.5 检测储存品质，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时应将全仓各检测点的样品混合均匀后作为 1 个检测样，分

别按照 GB/T 20569、GB 1350 和 GB 2715 的有关规定执行。 

7.3 检测结果登记和判断处理 

7.3.1 粮温、相对湿度、害虫密度以及粮食与油料水分等粮情检测结果应登记在粮情检测记录簿上，储

存品质、质量和食品安全指标检测结果应出具检测报告。 

7.3.2 每次检测粮情和水分含量指标后，应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掌握粮情变化规律，当发现粮温

或水分快速升高、出现发热和结露等异常粮情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采取处理措施，确保粳稻储存安全。 

7.3.3 每次检测粮堆害虫密度后，还应根据储粮害虫种类和数量按照 GB/T 29890 的有关规定判断虫粮等

级。判定为基本无虫粮和粮温不超过 15℃的一般虫粮，应加强检测，做好防护工作，不需进行杀虫处

理；粮温超过 15℃的一般虫粮，应在 15 天内进行除治；严重虫粮应在 7 天之内进行除治；危险虫粮应

立即隔离并在 3 天内进行彻底的杀虫处理。 

7.3.4 每次检测储存品质指标后，还应根据色泽、气味、脂肪酸值、品尝评分值指标按照 GB/T 20569

的有关规定进行宜存度判定。判定为宜存的粳稻适宜继续储存，判定为轻度不宜存的的粳稻应尽快安排

出库，判定为重度不宜存的的粳稻应立即安排出库。 

7.3.5 每次检测食品安全指标后，应对照 GB 2715 的有关规定分析各项指标。当任一指标超出规定值时，

应即封存，并立即报告本地区和上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处理。 

 

8出仓要求 

 

8.1 出仓应合理使用输送设备，减少破损、降低扬尘。 

8.2 平房仓出仓时，应均匀出仓，相邻廊间无伸缩缝的隔墙要保持两侧压力平衡，以免损坏仓房；浅圆

仓出仓时，应注意从出粮口均衡出仓，避免从一侧出仓，同时应保持仓储设施完好。 

8.3 出仓粮食应进行质量检验，出具检验报告，及时更改标签信息内容，及时冲减保管账。 

8.4 配备专职商品保管员，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健全完善的商品保管账目，严格执行商品进出库制度，

严密进出库手续，及时增加冲减商品库存账目，确保账物相符。做到商品流转的依据性和可追溯性。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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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A.1 仓内空间温度评估方法 

A.1.1 测量仓内空间温度方法 

A.1.1.1 夏季中午时使用温度计测量粮面以上 1.0m 高的空间温度，测量点数

不少于 5 点，梅花布点，均匀分布，且测点应距离空调器出风口 5m 以上。 

A.1.1.2 如果无粮面压盖物，在夏季中午使用温度计测量空调器出风口冷风正

对粮面上 5cm 处的空气温度，每个空调器下测 2 点以上，测点间距 1m。同时

测量每个测点下 1.0m 厚度粮食的最高温度。如果有粮面压盖物，只检查冷风

正对粮面压盖物上下是否结露。 

A.1.2 仓内空间温度评估方法：粮面上 1.0m 高空气温度差值≤4℃；空调器出

风口冷风正对处上层粮食最高温度-该处粮面上 5cm 处的空气温度≤8℃；冷

风正对粮面压盖物上下无结露。 

A.2 上层粮食温度评估方法 

A.2.1 测量上层粮食温度方法：夏季人工用探子温度计检测粮食温度，测点数

不少于 5 点，梅花布点，均匀分布，深度为粮面下 0.5m 范围内高温层处。当

测温电缆的温度传感器位于该高温层深度时，其测温数据也可采用。 

A.2.2 上层粮食温度评估方法：上层粮食最高温度≤空调器设定温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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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稻谷空调控温粮作业记录卡 

单位名称：仓号： 

仓型   尺寸   

数量(t)   水分(%) 
 

空调型号   空调数量(台) 
 

单台制冷量（kW） 
 

单台制冷功率（kW） 
 

单台循环风量（m3/h） 
 

累计制冷时间（h） 
 

空间高度（m）   粮堆尺寸（m）   

开机温度（℃）   大气温度（℃）   

停机温度（℃）   大气湿度（%）   

进风口温度（℃）   进风口湿度（%）   

出风口温度（℃）   出风口湿度（%）   

日期 
空调设定温

度(℃) 

仓温

（℃） 

仓湿

（%） 

全仓平均粮

温(℃) 

上层最高

粮温(℃) 

上层最低

粮温(℃) 

上层平均

粮温(℃) 

                

                

                

开机前粮食水分（%）   停机后粮食水分（%）   

夏季总耗电量（kW·h）   日最高耗电量（kW·h）   

是否存在异常情况   

 

记录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