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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方粮油储备的任务和技术措施

金  霞

佳木斯市军粮供应站，黑龙江佳木斯  154000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粮油产量不断增加，超过人们

基本消费需求的粮油被储存起来用以备不时之需。为了

避免环境条件的影响造成粮食减产，社会需要维持一定

的粮油储备量以保证在粮食歉收等紧急时刻能够投入市

场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然而当前粮食存储体系发展不

完善，在存储过程中经常出现水浸霉变、虫吃鼠咬、品

质劣化等情况，每年储存的粮油损失巨大，这与地方粮

油储存企业存储管理不到位，粮油存储重要性认识不清

等原因有一定的关联性。如何改变粮油存储在当前环境

下面临的严峻情况，提高粮油的完好保存率，为社会的

发展提供必要帮助是粮油存储技术管理人员需要重点考

虑的问题。

1  粮油存储的根本任务目标

1.1  保证粮油品质和新鲜度

随着社会的发展，粮食作物的品质分级方式逐渐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以稻谷为例，收购稻谷时以

其内部水分含量、杂质率、出糙率、精米率、颜色和气

味等标准共同组成了粮食的质量分级验收标准，加工稻

谷时将精度、杂质、碎米率、水分、色泽和气味等指标

纳入到验收标准当中，储藏时将粮食的工艺品质、口感、

色泽、营养价值、卫生品质等条件纳入到粮油存储环节

当中，储存质量分级标准的制定与收购质量和加工质量

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考虑到粮油在存储过程中随着时

间的推移其粮油品质价值也会不断下降，而积极应用新

技术和新方法能够有效延缓这一过程中，帮助粮油在较

长时间内保证应有的品质和新鲜度，使其更好地满足人

们的生活需求 [1]。

1.2  减少粮食损耗

粮油物质在存储期间会出现生虫、发热、霉变、鼠

雀吃咬等情况，导致粮油物质的质量、重量与初入仓库

相比有着较大差别，严重影响着粮食的质量和卫生情况。

目前全世界各国的储粮损失约占产粮总量的 10% ～ 18%，

我国目前的储量损失平均约为 5%，质量管控方面仍有较大

的上升空间，因此当前阶段的粮油存储的根本任务之一即

是通过合理的存储技术和粮油管理模式，尽可能降低粮油

物质在存储过程中因各种人为因素和意外原因产生的质量

损失，为民生需求和农业发展增加可用的优质粮油。

1.3  降低储藏费用

随着需要存储的粮油数量不断增加，在存储过程

中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不断提升，包括材料保管支出、

问题防治支出、粮油化验支出、粮食翻晒支出和仓库运

营维护支出等。由于各地基础设施和粮食储量存在一定

差别，技术人才的引进情况和运营管理模式方法上存在

较大不同，因此粮食的保管费用存在一定差距，通常

5000KG 的粮食保管费用会在几块钱到几十块的差距，这

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存在一定关系，经济水平较发

达的地区的车辆运输、劳动力支出等费用相对较高，经

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则相对较低，更容易满足人

们的基本需求。为了尽可能降低粮油储藏过程中的费用

消耗，除了尽可能做到工业化和节约化运营管理外，还

需要不断创新管理模式，研发粮油储存新技术，尽可能

降低粮油存储费用，提高企业的经济运营效益，为其今

后的经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必要的经济条件 [2]。

2  粮油存储技术要点

在粮油存储过程中，由于不同种类的粮食作物的内

部化学成分和籽粒结构存在一定差别，储藏过程中的特

性存在较大差异，要想真正实现粮油储备的根本目标，

需要在工作中根据粮油作物的具体情况建立精细的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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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措施，从关键要点出发建立标准化的目标明确的粮

油存储方案，保证粮油存储安全性，提高存储质量。此外，

在文中提及的技术同样能够应用玉米、小麦、大豆等作

物的存储管理当中，技术适应性较强。本文主要从稻谷

和大米的存储环节中的关键要点入手进行讨论，确定两

者存储方式和管理当中的要点环节 [3]。

2.1  稻谷储藏技术要点和措施

强化稻谷水分管控：稻谷在储藏期间常见的情况包

括发热霉变、结露、生芽、黄变、陈化、虫害等情况，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稻谷本身的水分控制失调存在较大关

联性。水分越低的稻谷在堆积存储期间积累产生的热量

越少，因此越不容易出现霉变、生芽、黄变等情况。因

此在稻谷储藏管理过程中，需要建立起规定明确，标准

统一的水分控制管理模式，将稻谷水分控制在合理程度

后再装仓收纳，降低稻谷生霉生芽的几率，提高质量管

控水平。例如在 25℃以上的正常环境气温温度下，稻谷

的水分如果在 18% 以上以上，则容易在长期堆积过程中

出现黄边情况，影响稻谷品质，而稻谷生芽需要水分总

量在 25% 以上，确定稻谷水分控制的上限标准。然而稻

谷储存并非水分越低越好，企业降低稻谷水分需要投入

大量的能源成本和设备成本，利用晾晒、人工烘烤以及

通风的方式降低稻谷水分含量，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

而稻谷水分过低会导致本身的弹性下降，容易在加工过

程中出现碎米和爆腰的情况。

综合多种质量管控要点，技术人员需要不断进行实

验，综合对比各类实验数据，寻找水分控制的平衡点，

在满足企业盈利需求的同时尽可能提高稻谷品质。实验

结果表明，在各类温度条件下，稻谷水分控制在 13.5%

以下时的霉变情况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少，考虑到各地不

同季节，不同环境条件对稻谷品质的影响，稻谷的水分

在 15℃以下时稻谷的安全水分含量可以设置为 16%，如

果稻谷的存储位置位于常年 3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潮湿环

境，则需要适当降低水分含量，将稻谷水分严格控制在

13% 的数值标准线，保证稻谷安全性 [4]。

2.2  高温翻晒低温储藏

稻谷的结露、虫害以及水分控制程度影响着稻谷的

质量，如何降低虫害对稻谷储藏安全性的威胁的同时实

现对稻谷结露现象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施工粮油存储技术

管控的工作要点。针对这一情况，技术人员可以尝试在

稻谷日常存储管理入手，建立起完整的高温翻晒和低温

储藏相结合的粮油作物存储管理模式，有效降低害虫和

结露情况对稻谷质量的影响，提高管控水平。

考虑到稻谷降低含水量的需求和结露情况，技术人

员在存储粮食的环节上需要定期安排工作人员选择光照

强烈的天气利用机械设备和人工进行出仓翻晒，降低稻

谷含水量，降低因结露导致稻谷品质下降的情况出现，

同时高温晾晒能够杀死稻谷中的部分虫卵，有效降低害

虫对稻谷品质的破坏。在天气条件不支持室外晾晒的情

况下，技术人员可以在谷仓内部及时利用机械设备进行

通风，通风的同时翻扒粮面，降低粮食内部堆积的温度，

降低稻谷陈化和黄化速度。

稻谷由于需要在接近密封的环境当中储存，谷仓内

部的通风条件较差，在夏季高温环境下稻谷的品质更容

易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当谷仓内部温度超过 26℃，内

部水分含量在 18% 的稻谷对方三天时间就会有 10% 的稻

谷被转化为黄粒米，对方超过七天时间就会有 30% 的稻

谷被转化为黄粒米。黄变之后的稻谷在加工成米时的品

质会降低，碎米率增加，部分发霉的米粒可能会出现携

带毒素的情况，影响食品安全。此外在稻谷储藏过程中

高温环境会大大加快稻谷的陈化速度，导致稻米的品质

出现变化。为了有效解决稻谷在高温环境下品质易受影

响的情况，技术人员可对粮仓实施低成本低温密封储藏

技术，尽可能隔绝外部高温环境给粮仓的影响 [5]。

我国春秋季节平均气温在 20℃，考虑到稻谷储存最

佳温度环境，技术人员可根据外部环境情况定期对粮仓

内部进行机械通风，依靠空气流动降低稻谷表面的温度，

同时尽可能密封谷仓，降低外部空气流动速度，让谷仓

内部的温度保持在相对低温的环境下。夏季环境温度较

高，单纯的机械通风无法真正满足谷仓内部温度维持需

求，因此管理人员可以尝试在存储环节中采用谷物冷却

机技术，通过降低环境温度的方式尽可能一致生物成分

的生理活动，延长稻谷的储存期限和最佳品质留存时长，

解决黄化和陈化问题对稻谷品质的影响。

2.3  气体调整储藏技术

目前许多地方粮油存储条件有限，未能真正做到密

封式储藏，导致外来害虫和鼠雀容易进入到谷仓当中，

影响稻谷的安全性。另外稻谷本身在存储的同时还能正

常维持身体活动，如呼吸和自然代谢等，而密封式的粮

仓透气性较差，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不断降低，通过自然降低含氧量的方式抑制稻谷的正常

生体活动，从而提高稻谷的可储存时长。因此在某种程

度上来说，谷仓的密闭情况与稻谷的存储质量有着直接

关联性。技术人员结合这一特性，针对性开发了气体调

整储藏技术和自然缺氧密封储藏技术，以更好地满足地

方粮油存储条件受限的特点。

密封式储藏并非要做到谷仓环境完全封闭，而是主

张尽可能降低空气流通性，让空气流动带来的氧气含量

无法满足稻谷的正常呼吸所需。通常来说，新收入仓的

稻谷活性更高，呼吸代谢作用更强，需氧量较高，能够

在接近密闭的空间当中有效降低空气含氧量，实现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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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密封式储藏要求。而稻谷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的呼吸

耗氧量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在界定新谷标准是否满足自

然密封式储藏需求时，通常会从温度、水分、入仓时间

三项标准进行综合判定。对于当年新收入仓的平均粮温

在 20℃～ 25℃的，粳稻水分在 16% 左右，籼稻水分在

12% 左右的稻谷可进行自然缺氧密闭式储存。在自然存储

的过程中，考虑到虫霉威胁，管理人员可利用冬季环境

温度较低的特点进行通风降温，实现低温、低氧密封式

存储，降低稻谷含水量，并利用低温杀死潜藏在稻谷当

中的虫卵 [6]。

部分陈谷的呼吸作用较弱，氧气消耗量较低，难以

通过自然密闭的方式形成缺氧环境，为此施工人员可以

尝试采取人工干预的方式调整空气中氧气含量，人为降

低氧气含量达到缺氧密封式存储的目的。目前常见的气

体调整式储藏技术主要以二氧化碳气调方式为主，在完

成密闭的粮仓内部充入二氧化碳，并通过换流装置让仓

内的二氧化碳含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保

证二氧化碳气体分布均衡。这一技术通常需要根据温度

环境和稻谷水分对二氧化碳浓度进行调整，目前常见的

浓度比例主要集中于 35% ～ 75% 这一区间范围内，在持

续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够有效杀死粮食中的害

虫和老鼠，避免磷化铝熏蒸引起的中毒时间，提高粮食

存储的安全性，同时能够有效提升高水分稻谷存储的安

全性，有效延长稻谷存储时间。

3  大米存储技术要点

大米储存与稻谷存在一定差别，更加注重大米的营

养价值、口感、气味、脂肪酸值、黏性变化等指标，因

此在储藏技术流程上与稻谷存在一定相似性的同时又有

所差别。

3.1  常规储藏技术要点

常规储藏主要指在环境温湿度条件下进行通风密闭

的储藏方式，在储藏过程中做好防潮、隔热，保证大米

品质。大米在储藏环节中的水分含量同样重要，将水分

含量控制在 13% 又能够有效延长大米的存储时间，降低

陈化速度。大米与稻谷存储的差异性在于，大米在经过

高温暴晒后容易出现黄变情况，因此无法利用高温干燥

法或是阳光暴晒的方式实现降低含水量的要求，因此技

术人员除了需要在脱壳加工前做好晾晒工作外，还需要

充分利用环境优势提高大米的储藏时间。

例如企业在管理上应尽可能在冬季时节让新米入仓，

选择晴朗干燥的天气晾晒大米，利用冬季寒冷的气候条

件对大米进行降温，保证大米储藏的稳定性。在春季到

来之前，需要在米仓内部做好吸湿防潮措施，例如在米

仓的门窗位置加盖防潮材料，避免水分进入到空气当中，

同步巩固米仓密闭效果，有效降低米仓内部温度上升速

度。在存储过程中考虑到大米堆积产生的热量会影响大

米的品质，因此在米仓堆高标准上需要进行严格限制，

散装堆高控制在 3 包以下，包装堆高控制在 12 包以下，

避免因堆高过高影响大米品质 [7]。

3.2  低温储藏技术要点

大米低温储藏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自

然低温储藏，一种为机械制冷储藏。自然低温储藏技术

主要通过倒散通风，包围压盖、撤压通风等方式降低大

米温度，通过低温保存的方法抑制霉菌、害虫的繁殖速度，

降低大米呼吸酶的活性。倒散通风主要依靠冬季低温环

境将整包的大米分散拆装，通风降温，让粮食温度降低

到 5℃以下，随后进行包围压盖。

包围压盖主要指在大米倒散后，使用稻壳、麦秆以

及其他种类的粮食对大米进行压盖密封，通过这种方式

让大米度过高温高湿的夏季环境。待到秋季气温降低，

管理人员应及时进行撤压通风保证粮堆能够得到气体交

换，同时在夜晚适当开启门窗进行通风，降低粮食温度，

延长粮食保管时间 [8]。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地方粮油储存环节中，为切实提

高粮食储存率，需要从管理和技术应用两方面入手，借

助技术的优势提高粮油作物的品质和可存储时间，降低

粮油存储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真正建立起规范化、绿

色化、高效化的粮油储藏系统，为国家的建设发展打下

良好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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