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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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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籼稻收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优质籼稻收储的术语和定义、仓储设施与设备的条件、收购入仓优质籼稻的质量要

求、储藏技术与工艺、储藏期间的技术管理、有害生物控制等。 

本标准适用于优质籼稻的收购和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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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7725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T 17891  优质稻谷 

GB/T 17913  粮油储藏 磷化氢环流熏蒸装备 

GB/T 17981  空气调节系统经济运行 

GB/T 18835  谷物冷却机 

GB/T 20569  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 

GB/T 25229  粮油储藏 平房仓气密性要求 

GB/T 26879  粮油储藏 平房仓隔热技术规范 

GB/T 26880  粮油储藏 就仓干燥技术规范 

GB/T 26881  粮油储藏 通风自动控制系统基本要求 

GB/T 26882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GB/T 29374  粮油储藏 谷物冷却机应用技术规程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 50320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 

LS/T 1201  磷化氢环流熏蒸技术规程 

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LS/T 1218  中国好粮油 生产质量控制规范 

LS/T 6132  粮油检验 储粮真菌的检测 孢子计数法 

粮食仓库建设标准（建标 172-2016） 

粮库安全生产守则（原国家粮食局，2016） 

粮油安全储存守则（原国家粮食局，2016）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89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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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优质籼稻  high quality Indica rice 

由优质品种生产，质量指标符合 GB/T 17891 规定的籼稻谷。 

3.2 

控温储藏  temperature control storage 

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将粮堆平均温度和局部最高温度控制在一定温度阈值内的储藏方式。 

3.3 

粮温极差  grain temperature range 

同一栋仓（廒）粮温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 

3.4 

排积热通风  accumulated heat removal ventilation 

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利用外界低温空气降低仓内空间或仓顶与吊顶之间积热的过程。 

3.5 

控水储藏  moisture control storage 

采用各种技术措施，将粮堆平均水分控制在一定水分阈值内的储藏方式。 

3.6 

保质储藏期  quality guarantee storage period 

优质籼稻从收获至保持其食味品质良好（食味品质分≥70）所经历的最长储藏时间。 

3.7 

安全储藏期  safe storage period 

优质籼稻从收获至其储存品质下降到轻度不宜存所经历的储藏时间。 

4 仓储设施与设备的条件 

4.1 仓房条件 

4.1.1 仓房应符合《粮食仓库建设标准》（建标 172-2016）的规定，围护结构应能够安全承载粮堆及

环境的动、静荷载。优质籼稻宜采用平房仓储藏，平房仓的结构应符合 GB 50320的要求。 

4.1.2 仓房应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墙体和仓顶的传热系数符合 GB/T 29890的要求。平房仓隔热材料

的选择、仓顶隔热、仓墙隔热、门窗孔洞隔热等技术要求应按 GB/T 26879的规定执行。 

4.1.3 仓房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能。仓压由 500Pa降至 250Pa的压力半衰期，平房仓第一、第二和第

三储粮生态区不小于 40s，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储粮生态区不小于 100s。平房仓密封要求、密封部

件、密封材料以及气密性检测方法应按 GB/T 25229的规定执行。 

4.1.4 仓房的其他条件应符合 GB/T 29890的规定。 

4.2 设施设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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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仓房应配有设计合理的地上笼或地槽通风系统、环流均温系统，也可配备横向通风系统。通风

系统的配置、安装与运行应符合 LS/T 1202的规定，通风自动控制系统应达到 GB/T 26881的要求。 

4.2.2 仓房应配有粮情测控系统。粮情测控系统的配置、安装与运行应符合 GB/T 26882的规定。 

4.2.3 仓房应配有机械制冷设备。机械制冷设备宜选风管式空调机，条件允许时可配备蒸发冷谷物冷

却机。空调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 GB/T 7725的规定，并按 GB/T 17981的规定运行。谷物冷却机的性

能、参数应符合 GB/T 18835 的规定，并按 GB/T 29374 的规定操作运行。 

4.2.4 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储粮生态区仓房应配有环流熏蒸系统，其余储粮生态区域可选配环流

熏蒸系统。环流熏蒸系统的配置与安装应符合 GB/T 17913 的有关规定，并按 LS/T 1201的规定操作运

行。 

4.2.5 仓房周围的电力负荷应满足通风机械全部启动时最大动力负荷的要求。对配有机械制冷设备的

粮库，仓房周围的电力负荷应满足机械制冷设备全部启动时最大动力负荷的要求。 

4.2.6 设施与设备的其他条件应符合 GB/T 29890的规定。 

5 入仓前的准备 

5.1 入库前应深入优质籼稻产区，调查了解品种、收获期、质量、水分等情况，结合入库任务，制定

入库计划。 

5.2 根据入库计划，准备仓容量与入库数量相匹配且符合 4.1要求的仓房，单仓容量宜在 500～2000

吨。检查仓房、设施、设备、器材和用具，确保仓房防潮、隔热、气密性能良好，门窗完整，设备运转

正常。 

5.3 仓房、货场及作业区应清扫干净，清除仓内的残留粮粒、灰尘和杂物，维修仓房破损产生的孔、

洞、缝隙。 

5.4 仓房、设施设备和器具应施用空仓杀虫剂或熏蒸杀虫处理并做好隔离工作。 

6 收购入仓质量要求 

6.1 入仓干燥降水要求 

优质籼稻的水分含量超过所在储粮生态区域新技术储藏粮食安全储存水分值 3%时，应采用保质烘

干技术将其水分降至安全储存水分后再入仓，干燥机、配套设备、干燥工艺及控制参数应符合 LS/T 1218

的规定。优质籼稻的水分含量未超过所在储粮生态区域新技术储藏粮食安全储存水分值 3%时，可先入

仓后再采用就仓干燥技术降低其水分，宜在 8～10天内将水分降至 15%以内，就仓干燥的条件、操作管

理及技术参数应符合 GB/T 26880 的规定。入仓后第一个秋冬季通风结束时应将优质籼稻水分含量降至

14.5%以内。 

6.2 入仓品质质量要求 

优质籼稻的其他品质质量指标应符合 GB/T 17891的规定和 GB/T 20569的宜存要求。 

6.3 入仓卫生要求 

优质籼稻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2715的规定。 

7 入仓存放要求 

7.1 优质籼稻应与普通稻分开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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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优质籼稻应按其籽粒形态（长粒、中粒和短粒）、新陈、干湿、不同等级分开储存。 

7.3 已感染害虫的优质籼稻应单独存放，并根据感染程度和粮温按 GB/T 29890的规定处理。 

7.4 优质籼稻谷不宜露天存放，长期储藏的优质籼稻不宜在简易仓囤中存放。 

7.5 优质籼稻入仓应合理使用机械设备，减少籽粒破损。入仓过程中应采取机械除杂、人工清理等措

施，减少杂质聚集，降低自动分级。 

7.6 优质籼稻谷入仓后应及时平整粮面，粮堆高度不应超过设计装粮线。 

8 出仓要求 

8.1 优质籼稻出仓时，应按照《粮库安全生产守则》的规定，采取安全措施，防止人员伤害、仓房损

坏等事故发生。 

8.2 采用低温或准低温储藏的较大容量仓房，在高温季节出仓时，应使用塑料薄膜或稻壳包等将未出

仓的粮食进行压盖，防止粮面结露和发热霉变。 

8.3 对 GB/T 17891中规定的质量指标由具有检验资质的单位进行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 

9 储藏技术与工艺 

9.1 常规储藏 

在自然气候条件下，对质量符合要求的优质籼稻采取常规技术和管理措施而进行短期储藏。常规

储藏适用于优质籼稻的收购与中转环节，不宜用于长期储备环节。 

9.2 控温储藏 

9.2.1 控温目标 

表1 控温储藏粮温目标值 

单位为℃ 

类型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全年 

平均粮温 最高粮温 平均粮温 最高粮温 平均粮温 最高粮温 平均粮温 最高粮温 粮温极差 

低温储藏 ≤10 ≤18 ≤15 ≤20 ≤15 ≤20 ≤10 ≤15 ≤8 

准低温储藏 ≤15 ≤20 ≤20 ≤25 ≤18 ≤25 ≤10 ≤20 ≤10 

注：不同储粮生态区域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实施低温储藏或准低温储藏。 

9.2.2 控温储藏工艺 

选择秋冬季低温有利时机，采取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等措施，均衡降低粮温。入春后在气温上升之

前做好仓房、粮堆的密闭和隔热工作，延缓粮温上升。夏季及时排除仓内积热，适时开启机械制冷设备

补充冷源，配以内环流均温系统均衡粮温，消除“冷心热皮”现象。控温储藏工艺可概括为“秋冬季降

低基础粮温，春季隔热延缓粮温上升，夏季补冷保证粮温达标”。 

9.2.3 秋冬季通风技术 

9.2.3.1 入仓宜从仓房的一端开始，粮堆覆盖一条风道即开始对该部分粮食进行通风，预防入仓期间粮

堆发热。粮食分批入仓时，粮温相差超过 5℃要采取有效措施均衡粮温。 

9.2.3.2 入仓期间和入仓后，应利用机械通风及时平衡粮食水分，避免水分分层和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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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3 从气温下降时开始，应适时启动轴流风机、排风扇进行排积热通风。通常分 2～3个阶段对储

粮进行机械通风，逐步降低粮温，最终降到目标温度以下。 

9.2.3.4 在分阶段进行机械通风时，各阶段的粮温目标值应以气温下降值为依据，每阶段降温幅度宜控

制在 5℃左右，通风后粮堆平均温度与气温差值应小于露点。 

9.2.3.5 因当地气温所限或其他原因，粮温难以降至目标温度以下时，可利用谷物冷却机进行降温通风。 

9.2.3.6 优质籼稻入仓后的第一个秋冬季通风以降温降水为主，一般使用大功率离心风机，采用压入式

通风。以后的秋冬季通风以降温保水为主，一般使用小功率离心风机或轴流风机，采用吸出式通风。 

9.2.3.7 机械通风宜采取自动控制系统或人工智能通风，其功能应符合 GB/T 26881 的规定。 

9.2.4 春季隔热技术 

9.2.4.1 仓顶隔热 

采用仓顶架空层、仓顶外表面附贴隔热材料、涂刷浅色反光隔热涂料、搭盖遮阳网、安装屋面冷水

喷淋系统，仓顶内表面附贴隔热材料、安装吊顶等方法隔热。 

9.2.4.2 仓墙隔热 

采取设置夹心隔热墙、仓墙内侧附贴中空轻质隔墙板和泡沫板等隔热材料、仓内四周堆码袋装稻壳

包、仓墙外侧涂刷白色反光隔热涂料、架设外墙遮阳网等方法隔热。 

9.2.4.3 门窗孔洞隔热 

仓门隔热可采用仓门内套装塑钢组合门、设置双道仓门、薄膜密闭、砖墙密封、在仓房背阴面或山

墙改造进仓小门等措施。窗户隔热可采取嵌入泡沫板或海绵等隔热材料、内墙一侧塑料薄膜密闭、减少

窗户数量等措施。通风道口隔热可采取隔热材料封堵、设置双层通风口等措施。轴流风机口一般用隔热

材料封堵，再用双层薄膜密闭。高温非熏蒸期间，应关闭环流熏蒸管道的阀门。在仓房维修改造过程中，

宜将普通门窗更换成气密隔热门窗。 

9.2.4.4 粮面压盖隔热 

粮面隔热可采取压盖袋装稻壳、散稻壳、高分子材料(如聚乙烯板、聚苯乙烯板等)、麻袋、棉被、

保温毡毯等隔热材料的静态隔热方式，也可采用在粮面塑料薄膜气囊中补充冷源的动态隔热方式。 

9.2.5 夏季内环流均温技术 

9.2.5.1 夏季采用小功率环流风机将粮堆内部冬季蓄存的冷空气从通风口抽出，通过保温风管送到仓内

空间。 

9.2.5.2 内环流均温系统由通风道、通风口、环流管、环流风机、仓内空间和粮堆组成。通风口过墙管

及盖板、环流管和环流风机都应进行保温处理，环流管、风机和通风道之间的连接应不漏气，平房仓环

流管直径不宜小于110mm，浅圆仓环流管直径不宜小于350mm。 

9.2.5.3 内环流设备的运行宜采取自动控制，同一仓房的内环流设备要联动运行。 

9.2.6 夏季排热补冷技术 

9.2.6.1 利用晚上和阴天气温较低时段进行排积热通风，通过手动或智能控制开启通风窗和排风扇，及

时排除仓房空间或吊顶隔层的积热，控制仓温和表层粮温的上升。 

9.2.6.2 每年 5～9月可根据气温和粮温的变化情况，适时开启机械制冷设备，降低仓内空间和粮面气

囊等部位温度，控制粮温上升。低温储藏的制冷设备宜采用蒸发冷谷物冷却机，准低温储藏的制冷设备

宜选用风管式空调机。制冷设备的运行宜采取自动控制，同一仓房的制冷设备要联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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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控水储藏 

9.3.1 控水目标 

新收获的优质籼稻入仓后，第一年秋冬季通风将水分降至 14.5%以内，在后续的储藏期间，控制水

分含量不低于 13.5%。 

9.3.2 控水储藏工艺 

第一年秋冬季通风宜采用降温降水工艺，后续储藏期间宜采取密闭保水工艺，秋冬季通风宜采取降

温保水工艺。 

9.3.3 控水储藏技术 

根据温湿度与优质籼稻平衡水分的关系，宜采取适时密闭、合理通风的措施控制储粮水分。按照不

同时期的控水目标选择通风作业设备和通风方式，根据大气温湿度变化选择通风时机，保证控水目标实

现。 

10 储藏期间的技术管理 

10.1 粮情检测 

10.1.1 温度检测 

10.1.1.1 检测点的设置 

粮温检测点的设置应符合 GB/T 26882 的规定。处于后熟期、水分和杂质分布不均匀、局部有害虫

的优质籼稻，应设置机动检测点。仓温、气温检测点的设置应符合 GB/T 29890 的规定。 

10.1.1.2 检测时间间隔 

温度检测的时间间隔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新收获的优质籼稻入仓后，3 个月内要适当增

加检测次数。 

10.1.1.3 分析与处理 

温度检测结束后，应及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有粮温异常升高或发热现象时应及时采取相

应的降温措施。 

粮堆局部发热，可采取局部机械通风；整仓发热，可采取整仓机械通风、机械倒仓或用谷物冷却

机等措施降低粮温。 

因害虫活动引起的粮堆发热，应先处理害虫，若因条件限制无法进行熏蒸时，应先采用机械通风

或谷物冷却机等措施将粮温降至 15℃以下，以控制害虫的发展，待条件适合时再进行熏蒸杀虫。 

10.1.2 相对湿度检测 

相对湿度检测应符合 GB/T 29890 的规定。相对湿度检测周期与温度检测周期相同。 

相对湿度检测结束后，应及时换算成绝对湿度，比较大气绝对湿度、仓内绝对湿度和粮堆绝对湿度，

结合温度数据进行分析，判断是否进行密闭保水、通风降温保水或通风降温降水。 

10.1.3 水分检测 

10.1.3.1 检测点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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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堆水分检测点参照 GB/T 29890 的规定，中间部位检测点可适当减少。 

10.1.3.2 检测时间间隔 

水分检测的时间间隔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发现温度异常点应及时采样检测水分。 

10.1.3.3 分析与处理 

水分检测结束后，应立即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粮食水分异常升高时应及时查明原因，并采

取相应的降水措施。宜先采用机械通风方式降低粮食水分，若粮食水分超过所在储粮生态区域新技术储

藏粮食安全储存水分值 3%时，应及时取出晾晒或烘干处理。 

10.1.4 害虫检测 

10.1.4.1 检测时间间隔 

害虫检测的时间间隔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 

10.1.4.2 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 

10.1.4.3 检测方法 

将各采样点的粮食样品分别过筛，筛出粮粒外部的害虫并计数，必要时应按照相关规定检测粮粒

内部害虫，也可辅以诱捕器检测，检测方法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 

10.1.4.4 分析与处理 

按各采样点分别计算害虫密度，以每千克样品中活的害虫头数表示，以数字最大点的害虫密度代

表全仓的害虫密度，按照 GB/T 29890 的规定确定虫粮等级。 

根据虫粮等级和粮温，按照 GB/T 29890 的要求确定害虫处理措施。 

10.1.5 微生物检测 

按 LS/T 6132 的规定执行。根据储粮真菌的检测结果，结合粮温和水分的情况，判定粮堆是否结露、

发热。若粮堆出现结露或局部发热时，应采取通风、降温、均温等措施。当储粮出现发热、发霉迹象或

不能及时干燥时，可采用向粮堆通入较高浓度臭氧或磷化氢熏蒸处理的应急措施。 

10.2 品质质量检测 

10.2.1 储存品质检测 

在进仓后、出仓前和每年的4个季度末各检测1次，检测指标和方法按GB/T 20569执行，扦样方法按

GB 5491执行。 

10.2.2 质量检测 

按照GB/T 29890的规定执行。 

10.3 控温控水管理 

10.3.1 秋冬季通风降温控水的操作与管理 



T/CCOA XXX—XXXX 

 9 

10.3.1.1 采用机械通风降温时，操作与管理按 LS/T 1202规定执行；采用谷物冷却机进行冷却通风时，

操作及管理按 GB/T 29374规定执行。 

10.3.1.2 入仓优质籼稻水分较高时，第一个秋冬季应选用大功率离心风机压入式通风，在降温的同时

降低并均衡水分，通风操作条件按 LS/T 1202中降温降水模式的规定执行。待第一个秋冬季通风作业结

束时，应将水分降至 14.5%以内，粮堆水分梯度≤0.5%水分/m粮层厚度。以后的秋冬季应采用低功率轴

流风机吸出式通风，在降温的同时保持水分，选择适宜的单位通风量，在较低的大气温度和与粮堆平衡

水分相当的大气湿度条件下进行通风，避免或减少优质籼稻水分散失，通风操作条件按 LS/T 1202中降

温保水模式的规定执行，控制出仓前水分含量不低于 13.5%。 

10.3.1.3 若粮堆内温度梯度过大或出现通风死角，应及时调整通风方式、局部增设辅助通风管网，缓

解通风死角问题。 

10.3.1.4 当气温、仓温、粮温差值过大或变化显著存在结露隐患时，应采用小功率轴流风机进行低压

缓速通风散热，预防发生结露，通风操作条件按 LS/T 1202中防结露通风的规定执行。对于表层轻微的

结露，一般可采取自然通风、结合翻动粮面或持续机械通风等办法消除。 

10.3.2 春季隔热的操作与管理 

10.3.2.1 隔热前的操作与管理 

10.3.2.1.1 秋冬季通风作业结束后，应在气温回升前实施隔热措施。 

10.3.2.1.2 实施隔热措施前应检测仓房气密性，检查门、窗、通风口等部位的墙体，如有裂缝、漏气

孔洞应按有关要求进行填充、堵塞和修复。 

10.3.2.1.3 实施隔热措施前应全面检查粮情，要特别注意害虫、杂质聚积、水分偏高、粮温变化异常

等部位的情况，必要时要先进行害虫治理。 

10.3.2.2 仓顶隔热操作与管理 

10.3.2.2.1 一般选择在仓顶内表面附贴硬质聚氨脂发泡塑料、膨胀珍珠岩或膨胀蛙石等隔热材料，或

在仓顶外表面涂刷浅色反光涂料；在仓顶上可设置架空层，在仓顶下新建吊顶隔热。隔热材料的导热系

数应小于 0.23W/m
2
·K，容重应小于 1000kg/m

3
。 

10.3.2.2.2 应定期检查维修仓顶隔热层，保证其隔热效果。对采用涂刷防水型反光隔热涂料的仓房，

宜每年对涂层表面清洗 1次，以除去灰尘恢复其反光性能。对采用一般性浅色涂料的仓房，宜每 2年重

刷一次，以保持其良好的反光隔热性能。 

10.3.2.3 仓墙隔热操作与管理 

10.3.2.3.1 主要采用设置空气流通夹层、内墙附贴中空轻质隔墙板或泡沫板、增设袋装稻壳围包、外

墙涂刷浅色反光涂料等措施，增强仓墙的隔热保温效果。 

10.3.2.3.2 墙体内侧附贴中空轻质隔墙板、泡沫板等隔热材料应表面整齐、均匀、无间隙，周边与仓

房结合紧密。 

10.3.2.3.3 经常检查和维护仓房墙体结构，如出现裂缝等情况应及时修复，以免影响其隔热性能。 

10.3.2.3.4 经常检查外墙面反光涂料的情况，墙面如有裂缝可先用嵌缝油膏清缝、刮平，及时修补损

坏、起皮、空鼓等位置，再涂刷反光涂料，保持墙体反光隔热性能良好。 

10.3.2.4 粮面隔热操作与管理 

10.3.2.4.1 稻壳压盖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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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壳应经过清理过筛，清除其中的碎米、糠粉、灰尘和杂草等，并进行消毒杀虫。压盖前要先平整

粮面，保持粮面整体在同一水平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散稻壳或包装稻壳压盖，包装物宜采用麻袋，采

用机械缝口。压盖要求紧、密、平、实，稻壳有效厚度应大于 20cm，必要时可在稻壳上覆盖塑料薄膜。 

10.3.2.4.2 高分子保温隔热材料压盖粮面 

聚苯乙烯泡沫板等专用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应≥7cm，密度不低于 15kg/m
3，单块尺寸应尽量选大，

其最大尺寸以方便进出仓房门窗为限。为延长泡沫板的使用寿命且便于清洁处理，压盖前可以用 0.14mm

的聚氯乙烯薄膜将泡沫板包裹一层后再使用，也可采用全仓双层密闭薄膜间夹泡沫板的方法。为防止隔

热材料热胀冷缩时形成缝隙，可以在泡沫板之间设置带槽口材料，相互搭接隔热板材。需要实施膜下环

流熏蒸或膜下环流均温技术的粮堆，密闭前应在粮面下 30～50cm 处设置膜下环流管道。 

10.3.2.4.3 麻袋加薄膜压盖粮面 

采用麻袋压盖时，最少应采用三层麻袋分层交错压盖，表层麻袋间应互叠 10cm，麻袋铺设时应做

到平、整、实，麻袋上覆盖塑料薄膜。 

10.3.2.4.4 其他形式的粮面压盖 

采用棉被、保温毡毯等隔热材料压盖时，应保证有效压盖厚度，不留缝隙，做到平、整、实。 

10.3.2.4.5 粮面隔热管理 

粮面隔热压盖应做好压盖材料的防水防潮工作，须预留粮情检测孔和质量检测扦样孔，条件允许的

还可设置活动式通风换气孔，不通风时压盖，通风时开启。 

10.3.2.5 门窗孔洞隔热操作与管理 

门窗孔洞应具有符合要求的气密结构和隔热结构，必要时应采用塑料薄膜密闭或隔热材料封堵。门

窗孔洞填充的隔热材料应具有气密、阻燃、防水性能。排风扇或轴流风机口须用塑料薄膜和隔热材料处

理，固定式环流熏蒸管道，要有闸阀和管道口隔热盖，熏蒸结束后须关闭闸阀并做隔热处理。高温季节

应尽量减少开门次数，对于设有双道门的仓房，不应同时打开双道仓门。 

10.3.3 夏季内环流均温的操作与管理 

10.3.3.1 内环流均温运行启/停参数宜根据月份设置，保证运行经济有效。 

10.3.3.2 每年 5～9 月份，以夏季控温目标值为参考，当仓温接近或达到最高粮温目标值时，启动环流

风机，仓温低于最高粮温目标值 4℃时关闭环流风机。 

10.3.3.3 内环流通风期间定期巡检设备，发现故障及时处理并记录。 

10.3.3.4 应每天定时对内环流通风的粮温进行一次全面检测并记录，密切注意表层、中层和下层粮温

及冷心的变化，防止粮堆各层粮温与相邻层粮温之间的温差超过露点温度，预防结露发生。 

10.3.4 夏季排热补冷的操作与管理 

10.3.4.1 每年 5～9 月，应使用机械制冷设备补冷，及时控制粮温上升。使用空调器、谷物冷却机制冷

时，应采用经济运行模式，制冷设备的运行宜自动控制。 

10.3.4.2 采用空调器、谷物冷却机等制冷设备向仓房空间补冷时，宜开启内环流均温风机或墙体环流

均温风机，以减缓墙体四周垂直皮层粮温上升。环流风机的运行宜自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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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3 应适时开启排积热风机排出仓房积热。仓房排积热通风时应密切注意天气变化，及时检测气

温、气湿，当排积热条件满足时，立即开启风机。排积热风机的运行宜自动控制，通风操作条件按 LS/T 

1202中排积热通风的规定执行。 

10.3.4.4 利用阴雨天进行通风换气时，应注意对仓房设施的检查，防止雨水渗漏导致储粮霉变。 

10.3.4.5 开启仓内排风扇通风换气降低仓温时，应合理开启窗户，离排风扇远的窗户应全打开，离排

风扇最近的窗户可以不打开或微开，保证全仓都能有效通风换气。所需开启的门窗应安装防虫网，防止

害虫感染。 

10.4 储藏周期 

在准低温储藏条件下，优质籼稻保质储藏期一般控制在 2 年，安全储藏期一般控制在 3 年。在低

温储藏条件下，优质籼稻保质储藏期和安全储藏期一般控制在 3 年。 

11 有害生物控制 

11.1 基本要求 

有害生物控制应遵循“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控制措施应符合“安全、卫生、经济、有效”

的原则，采取绿色防治技术，不用或少用化学农药，做好有害生物的预防、检查、治理等工作，减少优

质籼稻储藏损失。 

11.2 预防措施 

按GB/T 29890的规定执行。 

11.3 气调控制 

优质籼稻储藏期间宜采用气调技术防虫杀虫。采用充氮气调时，应维持氮气浓度98%不少于30天；

采用充二氧化碳气调时，应维持二氧化碳浓度35%不少于15天。 

11.4 气调与低剂量磷化氢组合控制 

将气调技术与低剂量磷化氢熏蒸技术有效组合，恶化虫螨生态条件，减少磷化铝用药量，提高杀虫

效果。磷化铝单位用药量依据粮温、虫种和虫态等实际情况而定，一般控制在1-2g/m
3
之间。 

11.5 惰性粉控制 

采用的惰性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经农药管理部门登记，施用方法与一般防护剂相同，施用时操

作人员应佩戴防尘口罩和防护眼镜。食品级惰性粉防虫技术按《粮油安全储存守则》附录4的规定执行。 

11.6 其他技术控制 

按照GB/T 29890的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