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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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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节约减损规范 第 1 部分：储存环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粮食在储存环节节约减损的基本要求、储粮温度湿度调控技术、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仓储管理要求和粮食损耗控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原粮和成品粮仓储企业粮食入仓、储存和出仓等环节的节约减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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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17913 粮油储藏 磷化氢环流熏蒸装备

GB/T 25229 粮油储藏 平房仓气密性要求

GB/T 26882 （所有部分）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 50320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

GB 50322 粮食钢板筒仓设计规范

LS/T 1201 磷化氢熏蒸技术规程

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LS/T 1212 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

LS/T 1221 储粮害虫在线监测技术规程

LS/T 1227 惰性粉储粮防虫技术规程

LS/T 6132 粮油检验 储粮真菌的检测 孢子计数法

LS 8001 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

DB11/T 1171 粮食仓库仓储管理规范

DB11/T 1953 成品粮储藏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水通风 moisture retentive aeration

在降低粮温的同时，保持粮食水分含量基本不变或减少水分流失的通风方式。

3.2

保管自然损耗 normal storage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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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在储存过程中，因正常生命活动消耗的干物质、计量的合理误差、检验化验耗用的样品、轻微

的虫鼠雀害以及搬倒中零星抛撒等导致的损耗。

3.3

水分杂质减量 losses of moisture and impurities

粮食在入库和储存过程中，由于水分自然蒸发，以及通风、烘晒、除杂整理等作业导致的水分含量

降低和杂质含量减少等形成的损耗。

3.4

包装破损减量 losses of packing breakage

成品粮因包装破损而散落、污染，不能继续上市流通和使用的数量。

3.5

粮食储存损耗 losses of grain storage

粮食保管自然损耗、水分杂质减量和包装破损减量的总和，是一个货位或批次粮食出库计量数量与

入库计量数量之差。

3.6

粮食储存损失 grain loss

除粮食储存损耗以外，由于设施、设备、技术、经济、管理等因素，造成粮食数量减少的部分。

4 基本要求

4.1 粮仓基本要求

4.1.1 粮仓的设计及建设

粮仓的设计应符合建标 172的规定，平房仓的设计应符合GB 50320的规定，立筒仓的设计应符合

LS 8001的规定，钢板筒仓的设计应符合GB 50322的规定，粮仓建设基本要求应符合GB/T 29890的规定。

4.1.2 粮仓的密封隔热性能

4.1.2.1 粮仓气密性能应符合 GB/T 25229 规定的熏蒸仓三级标准。其中，用于低温或准低温储粮仓房

的压力半衰期不宜低于 60 s。

4.1.2.2 粮仓隔热性能应符合 GB/T 29890 的规定。

a) 用于准低温储藏的粮仓，墙体传热系数要求如下：

南部平原地区应在 0.53 W/㎡·K ～0.58 W/㎡·K；

北部山区应在 0.59 W/㎡·K ～0.70 W/㎡·K。

门窗、与仓体直接相连的各孔洞的盖板或闸板应有隔热、密闭措施。

b) 仓盖应完好，并有隔热层和防水层，仓盖传热系数要求如下：

南部平原地区应不大于 0.40 W/㎡·K；

北部山区应不大于 0.50 W/㎡·K。

仓盖传热系数达不到以上要求时，仓内顶部应喷涂发泡聚氨酯等隔热材料或加设隔热吊顶,吊顶与

仓盖的间距应在0.3 m以上。

4.2 设备设施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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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储粮设备设施

粮食仓储企业应根据需要选择配备符合相应标准和规定的计量称重、输送、清理以及通风、制冷、

气调、熏蒸、内环流控温、扦样、质量检验、防虫、防鼠雀等设备设施。储粮机械通风系统应符合LS/T

1202的要求，粮情测控系统符合GB/T 26882的要求，磷化氢熏蒸系统符合GB/T 17913的要求，内环流控

温系统应符合相关要求。

4.2.2 成品粮装卸机械设备

4.2.2.1 储存成品粮的企业宜配备专用输送设备，以及叉车、托盘等设备器材。

4.2.2.2 成品粮进出仓作业车辆宜使用清洁能源车，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及铺垫物等不得对成品粮及其

包装造成污染。

4.2.3 计量器具管理

电子汽车衡、粮食水分测定仪等计量设备应建立管理明细目录及周期检定制度，其中涉及贸易结算

的计量器具，应按规定申请强制检定；其他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

4.3 粮食质量及进出仓作业

4.3.1 企业建立和实行粮食出入库质量安全检验制度，按规定对入库粮食的基础质量指标和相关食品

安全指标进行检验。

4.3.2 原粮质量及进出仓作业按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成品粮质量及进出仓作业按 DB11/T 1953 的

规定执行。北京市地方储备粮质量及进出仓作业按地方行政管理部门有关要求执行。

4.3.3 合理安排粮食进出仓时机，玉米、稻谷入库宜在冬春季进行，小麦入库宜在冬季之前完成。低

温、准低温储藏的粮食宜避免在高温高湿季节出库。

4.3.4 加强粮食装卸作业培训和现场管理，避免或减少粮食抛撒遗撒及包装破损。

5 储粮温度湿度调控技术

5.1 储粮通风技术

5.1.1 储粮降温通风

采用的降温通风技术主要有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机械通风的基本要求、操作和管理应按 LS/T 1202

的规定执行。

5.1.1.1 自然通风

5.1.1.1.1 自然通风主要用于降温通风。在仓外大气温度低于仓温和粮温、仓外大气湿度低于粮堆平

衡相对湿度、风力 3 级～7 级时宜采用自然通风。

5.1.1.1.2 通风时，应同时开启仓房双向门窗或通风口，宜配合在粮面扒沟进行通风。通风时要注意

防止因气温低于粮堆露点温度而引起的局部结露。

5.1.1.1.3 包装粮食宜堆码通风垛。包装粮货位应符合 DB11/T 1171 的要求。

5.1.1.2 机械通风

5.1.1.2.1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主要用于降温通风、降水通风、保水通风以及平衡粮温等其他目的的通

风。

5.1.1.2.2 夏秋收购入仓的粮食，应根据当时粮温和气温情况，利用机械通风平衡粮食水分，消除或

避免水分分层、转移和结露，降低后熟作用影响；粮食分批入仓时，粮温相差超过 5 ℃时应采取有效

措施均衡粮温。

5.1.1.2.3 应利用低温季节分阶段对储粮进行通风降温，宜采用轴流风机或排风扇等低功率风机进行

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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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4 成品粮机械通风作业按 DB11/T 1953 执行。

5.1.2 储粮保水通风

5.1.2.1 粮食水分与保水通风

在保证储粮安全的前提下，应根据粮食水分含量选择适当的通风方式，其中安全水分粮应采取保水

通风方式进行通风作业。粮食水分安全等级划分情况见表 1。

表 1 北京地区粮食水分安全等级划分表 单位为%

品种 安全水分粮 半安全水分粮 危险水分粮

小麦 ≤13.0 13.1～16.0 >16.0

稻谷 ≤14.0 14.1～17.0 >17.0

玉米 ≤13.0 13.1～16.0 >16.0

成品粮 ≤13.0 13.1～16.0 >16.0

5.1.2.2 允许保水通风的条件

5.1.2.2.1 温度条件：t2-t1≥6 ℃

式中：

t2——粮堆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1——大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5.1.2.2.2 湿度条件：RH1≤RH≤RH2

式中：

RH——大气相对湿度，单位为（%）；

RH1——允许保水通风相对湿度推荐值下限，单位为（%）；

RH2——允许保水通风相对湿度推荐值上限，单位为（%）。

储粮保水通风相对湿度推荐范围详见附录A。

5.1.2.3 结束保水通风的条件

粮堆平均温度达到目标温度，且粮堆温度梯度≤１ ℃/m 粮层厚度，粮堆上层与下层温度差≤

３ ℃；粮堆水分梯度≤0.3％水分/m 粮层厚度。

5.1.2.4 单位通风量

储粮保水通风时，单位通风量不应大于 7 m³/(h·t)。

5.1.3 内环流控温均温通风

5.1.3.1 储粮冬季通风宜采用低功率轴流风机进行降温蓄冷。

5.1.3.2 根据仓房控温设备、密闭隔热、蓄冷程度、当地气候条件以及不同的控温储藏目标设定不

同的系统参数：

a)小麦、玉米的准低温储藏，系统启动温度（温度上限）宜为25 ℃，停止温度（温度下限）宜为

22 ℃；

b)配有机械制冷设备的稻谷准低温储藏，内环流控温系统启动温度（温度上限）宜为21 ℃，停止

温度（温度下限）宜为19 ℃。

5.1.3.3 储粮内环流控温技术宜从 6 月底开始应用，根据粮堆冷心剩余情况以及整个粮堆控温均温

情况，在 8 月底至 9 月初结束应用。

5.1.3.4 设置内环流控温系统启动的推荐条件：T 目标 1-T 仓≈2 ℃或 T 目标 2-T 表层≈3 ℃

式中：

T 目标 1——仓温控制目标，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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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仓——仓温，单位为摄氏度（℃）；

T 目标 2——表层平均粮温控制目标，单位为摄氏度（℃）；

T 表层——表层平均粮温，单位为摄氏度（℃）。

5.1.4 控制仓内空气湿度

粮食储存期间，宜根据粮食平衡水分原理，适时进行自然通风、机械通风或使用湿度调节装置合理

控制仓内空气相对湿度，避免或减少粮食水分流失。主要粮食品种不同温度条件下仓内空间空气相对湿

度控制范围详见附录B。成品粮仓内空气相对湿度控制要求按DB11/T 1953的规定执行。

5.1.5 其他储粮机械通风

其他储粮机械通风作业按LS/T 1202的规定执行。

5.2 低温与准低温储粮技术

5.2.1 在秋冬气温较低季节，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储粮降温通风。

5.2.2 宜分阶段通风逐步降低粮温。10 月~11 月，宜采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逐步降低

仓温和粮温。12 月，宜采用机械通风方式逐步将粮温降低至 10 ℃左右（最高粮温不超过 15 ℃）。次

年 1 月，逐步将粮温降低至 5 ℃左右（最高粮温不超过 10 ℃）。

5.2.3 气温回升转暖之前（一般在 3 月底前），采取仓房密封、粮堆表面覆盖等隔热措施延缓仓温和

粮温上升。

5.2.4 气温较高季节实施低温或准低温储藏时，应采用空调机、内环流控温系统等设备将平均粮温控

制在 15 ℃以下或 20 ℃以下。

5.2.5 当粮堆出现水分转移、结露、粮食水分含量较高或局部发热时，应采用内环流控温通风或单管

风机局部通风，均衡粮温，平衡水分，防止水分转移，预防结露或局部发热。

6 有害生物防治技术

6.1 防治原则

6.1.1 有害生物防治应遵循“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防治措施应符合“安全、卫生、经济、

有效”的原则。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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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以上的一般虫粮，宜在 10 d 内进行除治；严重虫粮宜在 5 d 之内进行除治；危险虫粮应立即

隔离并在 3 d 内进行彻底的杀虫处理。

6.2 储粮害虫与螨类防治

6.2.1 预防措施

6.2.1.1 按 GB/T 29890 的要求做好空仓与器材的清洁卫生和杀虫处理。

6.2.1.2 将粮温和相对湿度控制在不适宜害虫种群生长繁殖的水平内。

6.2.1.3 采用储粮防护剂防止害虫和螨类感染储粮。

6.2.1.4 在环境温度适合储粮害虫生长繁殖和活动的季节，应在粮仓门、窗处布设防虫线，仓窗安装

防虫网，防虫网应不少于 80 目。

6.2.2 治理技术

6.2.2.1 低温控制

6.2.2.1.1 冬季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将平均粮温控制在 5 ℃左右，夏季利用储粮内环流控温和空调补

冷措施将平均粮温控制在 15 ℃以下，抑制害虫的发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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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2 利用冬季通风，将粮温降低至-5 ℃并保持 30 d 以上进行冷冻杀虫。冷冻杀虫时应采取隔

离措施，防止粮堆内害虫潜出越冬。

6.2.2.2 食品级惰性粉防治

6.2.2.2.1 采用食品级惰性粉对粮堆表层 30 cm～50 cm 的粮食进行拌和处理，或采用食品级惰性粉气

溶胶对整个粮堆进行处理，预防和抑制储粮害虫的发生。具体操作和要求按照 LS/T 1227 的规定执行。

6.2.2.2.2 施用食品级惰性粉时，操作人员应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器具。

6.2.2.3 磷化氢熏蒸杀虫

6.2.2.3.1 磷化氢熏蒸杀虫作业按 LS/T 1201 的规定执行。

6.2.2.3.2 磷化铝药剂的管理和使用按 LS 1212 的规定执行。

6.2.2.4 其他防治技术

6.2.2.4.1 可采用生物防治、植物源和生物农药防治等技术，药剂使用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经农药

管理部门登记。

6.2.2.4.2 可采用陷阱诱捕器和灯光诱捕器诱杀储粮害虫。

6.2.2.4.3 药剂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6.3 储粮微生物的防治

6.3.1 预防措施

6.3.1.1 严格控制入仓粮食水分含量，其中小麦水分含量≤13.0%，玉米水分含量≤14.5%，稻谷水分

含量≤15.0%。

6.3.1.2 适时进行通风，均衡粮温，预防或消除粮堆结露。

a) 安全水分粮食采用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方法消除温差,把粮温降低到与仓温相差不超过 8 ℃,

消除粮堆表层结露现象发生。水分偏高的粮食宜首先进行降水通风。

b) 采取单管或多管通风、内环流通风或整仓通风消除粮堆内部温差，预防和消除粮堆内部结露。

c) 避免热粮入冷仓，防止粮堆底层结露。

d) 根据环境温湿度、仓内温湿度及粮油水分含量，适时进行揭膜自然通风，防止密封储藏粮堆结

露。

e) 在秋冬季分两次或三次进行通风降温，逐步降低粮堆温度，避免外界气流与粮堆温差过大而造

成结露。

6.3.1.3 采用低温或准低温储粮技术，抑制储粮微生物生长繁殖。将粮温控制在 10 ℃～20 ℃，可抑

制大多数储粮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将粮温控制在 10 ℃以下，粮食水分控制在 13%左右，并采取缺氧储

藏，则绝大多数储粮微生物都将得到较为有效的抑制。

6.3.2 应急处理

6.3.2.1 当储粮出现发热生霉迹象时，应及时采用磷化氢熏蒸技术进行处理，保持粮堆中磷化氢浓度

在 400 mL/m3以上，直至粮温恢复正常。具体操作和要求按 LS/T 1201 的规定执行。

6.3.2.2 高水分原粮不能及时干燥时，可采用丙酸、双乙酸钠等食品级防霉剂进行应急处理，短期抑

制霉菌的发生发展。具体要求如下：

——采用固态有机酸防霉剂时，载体一般是食品级的硅藻土；

——应急防霉处理的有效时间与水分含量及防霉剂用量有关，如采用 0.2%固态丙酸防霉剂处理

含水量 18%的原粮，防霉有效时间约为 10 d；

——应急处理后的粮食应尽快干燥降水。

6.4 鼠类与鸟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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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鼠类

6.4.1.1 应做好库区卫生，堵塞鼠类进入粮仓、粮堆的通道，仓房通风口应设置防鼠网，仓门处应设

置挡鼠板，进出仓作业期间应及时有效放置。

6.4.1.2 采用诱捕、毒饵毒杀或熏蒸等方法杀鼠。毒杀灭鼠应使用经国家农药管理部门批准登记的灭

鼠剂；毒杀时应由专人负责投药并设警戒标识和处理残余饵料；熏蒸杀鼠操作人员应经过专门培训；进

入仓内的鼠类宜用捕杀，不宜采用毒饵毒杀。

6.4.1.3 储存成品粮的仓房宜使用黏鼠贴和声波驱鼠器，防止老鼠进入仓内影响储粮安全。

6.4.2 鸟类

6.4.2.1 在环境温度不适合储粮害虫活动的季节，应采用防雀网等措施，防止鸟类进入粮仓。

6.4.2.2 不应采用捕捉、枪击或毒杀等方法防治鸟害。

7 仓储管理要求

7.1 粮食入库作业

7.1.1 粮食入库作业损耗控制节点主要包括空仓准备、门卫检查、扦样检验、计量称重、库内运输、

清理除杂以及仓口卸粮作业等。

7.1.2 粮食入仓前，应对仓房进行检查维修和清洁消毒。

7.1.3 运粮车辆达到粮库门口，门卫应首先检查运粮车辆有无撒漏并提示司机进行必要封堵。

7.1.4 质量检测扦样时，应避免粮食撒落，如有撒落应及时清理干净并回收。

7.1.5 经检验合格的粮食，应准确过磅计量，防止因计量误差过大造成粮食数量失真。

7.1.6 卸车场地是硬化地面的应清扫干净，非硬化地面的应清扫干净并做好铺垫。

7.1.7 粮食清理除杂设备应经过保养、检修并保持运行状态良好，筛网及规格应与所卸粮食品种相匹

配，运行中应随时观察清理效果，防止粮粒大量漏出。

7.1.8 粮食装卸输送设备应经过保养、检修并保持运行状态良好，运行中防止粮食抛撒。

7.1.9 装卸和输送粮食过程中应合理控制输送带速度和输送量，防止设备超速或超负荷运行，防止粮

食大量抛撒。

7.1.10 粮食入库清理除杂和装卸输送作业宜选用环保抑尘设备。

7.1.11 作业过程中应随时清理清扫作业现场，避免粮食与筛下物或灰尘互混，避免因车辆碾压和雨雪

天气等原因造成粮食损耗。

7.1.12 包装粮食拆包倒散时，粮包要倾倒干净，避免包装内粮食残留。

7.1.13 作业后及时清扫现场，及时清理机械设备上或设备内部的粮食。

7.2 粮食储存管理

7.2.1 粮情检测

7.2.1.1 粮食储存期间的粮情检测按 GB/T 29890 的规定执行。

7.2.1.2 宜采用多参数粮情测控系统对储粮温度、水分、气体成分以及环境温度湿度等进行在线检测

和分析。

7.2.1.3 宜采用储粮害虫在线监测技术监测害虫发生情况，相关要求和操作按 LS/T 1221 的规定执行。

7.2.1.4 加强储存期间粮食带菌量的检测，对储粮发热霉变进行预测分析。可采用“孢子计数法”对

储粮真菌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按 LS/T 6132 的规定执行。

7.2.2 异常粮情处理

7.2.2.1 处理粮堆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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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粮温比较、取样分析、虫霉检测、感官检查等方法综合判断，发现粮堆发热部位，分析原因并

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害虫引起的发热，应采取熏蒸防治措施，杀灭害虫，再通风降低粮温。

——杂质多或后熟作用引起的粮堆发热，应清除杂质，杂质不易清除时可通过打探管，通风降温、

消除发热点。

——表层粮堆发生轻微结块发热时，粮面板结，松散度降低，应翻动粮面，开启门窗自然通风散湿

散热。无自然通风条件的应密闭仓房，内部利用除湿机，吸湿散热，或进行密闭熏蒸，降低粮

温。

——水分过高结块霉变引起的局部粮堆发热，应先采取机械通风、仓内翻倒、翻仓倒囤、谷冷通风

或熏蒸抑菌等措施降低粮温，再采取就仓通风干燥或出仓晾晒、烘干等措施降低水分。

——全仓或粮堆大部出现结块发热，应及时翻仓倒囤，或出仓干燥。

7.2.2.2 处理粮堆结露

——粮堆表层结露时，应翻动粮面，开启门窗自然通风，降温散湿降水。结露严重时，应将表层粮

食出仓日晒或进行干燥。

——粮堆内部出现局部结露时，应在结露部位插入风管，进行局部通风。必要时，利用器械将结露

部位粮食挖出并进行散湿降水处理。

——粮面密封膜内结露时，应揭开薄膜，晾干结露水，驱散粮面表层水分。

——仓顶仓壁结露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结露水流入粮堆。

7.2.3 样品扦取

7.2.3.1 粮食出入库及储存期间质量检测扦样方法按 GB 5491 的规定执行。

7.2.3.2 每份样品的数量应满足检验项目的需要，最大数量按以下要求执行：

——小麦粉不应超过3.0 kg；

——小麦、稻谷、玉米不应超过2.5 kg；

——大豆、大米不应超过1.5 kg。

7.2.3.3 检验完毕的样品应进行有效区分，未经污染的完好样品应单独妥善存放，适时归仓。

7.2.4 筛下物和地脚粮处理

7.2.4.1 粮食仓储企业宜设置或指定相应部门负责地脚粮整理，配备必要的整理工具和设备。

7.2.4.2 对原粮筛下物和地脚粮进行筛分整理，及时将符合标准的粮食入仓或随车出库。

7.3 粮食出库作业

7.3.1 粮食出库作业损耗控制节点主要包括空车检查、装车、库内运输、计量称重、门卫检查等。装

车前应检查运输车辆，封堵车厢可能漏粮的缝隙。

7.3.2 包装应采用机械缝口，缝口应严密结实，装车时包口朝向车厢内侧，防止粮食撒漏。

7.3.3 散粮装车，车上粮面不应高于车厢围栏高度，车辆应及时苫盖苫布。

7.3.4 车辆启动后，应观察车厢有无漏粮，如有漏粮应及时叫停车辆，待处理妥当后再放行。

7.3.5 装车过程中及装车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地面散落的粮食，防止车辆碾压。

7.3.6 粮食出库应规范操作、准确计量，防止因计量误差过大造成粮食数量失真。

7.3.7 门卫应检查运粮车辆有无撒漏并提示司机进行必要封堵，待处理妥当后再放行。

7.3.8 不宜在大风大雪等较差天气情况下安排出库。

7.3.9 粮食出库输送机械宜设置防尘罩，宜选用环保型输送设备。

7.3.10 采用低温储藏或准低温储藏的较大容量粮仓在高温季节出仓时,应使用塑料薄膜或糠包等将未

出仓的粮堆进行隔离、封闭，防止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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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预防粮食损失

7.4.1 应加强与气象、消防部门沟通，制定应急预案，采取“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预防粮食损

失。

7.4.2 应加强储粮区域监测和安全管理，做好防火、防汛、防盗、防渗漏等工作。

7.4.3 地磅所在区域和计量操作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确保设备状态良好，防止人为作弊造成粮

食损失。

7.4.4 粮食出入库期间，安排专人检查进出车辆是否存在异常、出入库手续是否齐全，避免弄虚作假，

造成粮食损失。

8 粮食损耗控制要求

8.1 粮食损耗计算

8.1.1 水分减量的计算公式为：

�△ = �1 ×
�入 −�出

1 −�出

× 100%

式中：

X△——水分减量，单位为公斤（kg）；

G1——粮食入库数量，单位为公斤（kg）；

X 入——粮食入库平仓水分含量，单位为（%）；

X 出——粮食出库平均水分含量，单位为（%）。

8.1.2 杂质减量的计算公式为：

�△ = �1 ×
�入 −�出

1 −�出

× 100%

式中：

m△——杂质减量，单位为公斤（kg）；

m 入——入库平仓杂质含量，单位为（%）；

m 出——出库平均杂质含量，单位为（%）。

8.1.3 保管自然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 �1 −�2 −�△ −�△

式中：

W——保管自然损耗，单位为公斤（kg）；

G2——粮食出库数量，单位为公斤（kg）。

8.1.4 粮食储存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 = �△ +�△ +�+�
式中：

S——粮食储存损耗，单位为公斤（kg）；

P——包装破损减量，单位为公斤（kg）。

8.1.5 粮食储存损耗率的计算公式为：

� =
�
�1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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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粮食储存损耗率，单位为（%）。

8.2 粮食储存损耗定额

8.2.1 原粮保管自然损耗

储存 6 个月以内的原粮，保管自然损耗不超过 0.1%；储存 6 个月以上 12 个月以内的，不超过 0.15%；

储存 12 个月以上的，累计不超过 0.2%。

8.2.2 成品粮包装破损减量

成品粮出入库及储存期间，因包装破损造成的粮食损耗率不超过 0.05%。

8.3 水分杂质减量控制

粮食储存期间，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和措施，严格控制粮食水分杂质减量。

a) 入库水分含量≥12.0%的小麦，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 11.0%；入库

水分含量＜12.0%的小麦，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减量不宜超过 0.8%。

b) 入库水分含量高于 14.0%的玉米，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 13.0%；入

库水分含量低于 14.0%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减量不宜超过 0.6%。

c) 入库水分含量≥14.5%的稻谷，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 14.0%；入库

水分含量＜14.5%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减量不宜超过 0.6%。

d) 储存期 6个月以内的成品粮，水分减量不宜超过 0.2%；储存期 6个月以上的成品粮，水分

减量不宜超过 0.5%。

e) 储存期间粮食杂质减量不应超过 0.3%。

8.4 损耗核销

8.4.1 粮食储存损耗应当以一个货位或批次为单位计算，不得混淆；保管自然损耗应当在一个货位或

批次粮食出清后核销。

8.4.2 进仓、出仓的粮食水分和杂质含量，分别以平仓验收、出仓检验的粮食质量检验报告和档案记

载为准。

8.5 粮食储存损耗控制与改进措施

在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根据原粮保管自然损耗、成品粮包装破损减量以及粮食储存损耗率

的大小，总结粮食储存损耗控制工作，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严格控制粮食储存损耗率。原粮和成品粮

不同损耗控制水平与推荐改进措施详见表2和表3。

表2 原粮不同损耗控制水平与推荐改进措施 单位为%

保管自然损耗 粮食储存损耗率 改进措施

≤ 0.2

≤ 0.8 总结并推广经验，持续保持规范化管理

≤ 1.0 总结经验和不足，加强规范化管理和科技储粮措施

≤ 1.2 总结经验和不足，制订针对性措施并持续改进

1.2~2.0 总结教训、查找不足，明确责任，制订针对性措施立即改进

＞ 0.2 ≥ 2.0 全面查找原因和不足，总结教训，明确责任，立即改进

表3 成品粮不同损耗控制水平与推荐改进措施 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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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破损减量 成品粮储存损耗率 改进措施

0.00 0.00 总结并推广经验，持续保持规范化管理

≤ 0.05

≤ 0.1 总结经验和不足，加强规范化管理和科技储粮措施

＞ 0.1
总结经验，重点查找储存环节存在的不足，制订针对性措

施并持续改进

＞ 0.05
≤ 0.1

总结经验，重点查找装卸环节存在的不足，制订针对性措

施并持续改进

＞ 0.1 全面查找原因和不足，总结教训，明确责任，立即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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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储粮保水通风大气相对湿度推荐范围

不同水分含量的储粮保水通风大气相对湿度推荐范围详见表A.1。

表 A.1 储粮保水通风大气相对湿度推荐范围

单位为%

粮种
粮食水分含量/%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小麦 30~50 35~55 40~60 40~60 45~65 50~70 55~70 —— —— —— ——
稻谷 —— —— —— —— 45~70 50~70 55~75 55~75 60~80 65~80 65~80

玉米 —— —— —— 40~65 45~70 50~70 55~75 55~75 60~80 6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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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仓内空间空气相对湿度控制范围

表 B.1 仓内空间空气相对湿度控制范围

单位为%

粮种
表层粮温

/℃

粮食水分含量/%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小麦

30 45~55 50~60 55~60 60~65 60~70 65~70 —— —— ——

25 45~55 50~60 55~60 60~65 60~70 65~70 —— —— ——

20 40~50 45~55 50~60 55~65 60~65 65~70 —— —— ——

15 40~50 45~55 50~60 50~60 55~65 60~70 —— —— ——

10 40~50 45~55 50~60 50~60 55~65 60~70 —— —— ——

5 35~50 40~50 45~55 50~60 55~65 55~65 —— —— ——

0 35~50 40~50 45~55 45~60 50~65 55~65 —— —— ——

稻谷

30 —— —— —— 60~70 60~70 65~75 65~75 70~80 70~80

25 —— —— —— 55~70 60~70 65~75 65~75 70~80 70~80

20 —— —— —— 77~70 60~70 60~70 65~75 65~75 70~80

15 —— —— —— 50~65 55~70 60~70 65~75 65~75 70~80

10 —— —— —— 50~65 50~70 60~70 60~70 65~75 65~75

5 —— —— —— 45~65 50~65 55~70 60~70 60~75 65~75

0 —— —— —— 45~65 50~65 55~70 60~70 60~75 65~75

玉米

30 —— —— —— 60~70 65~70 65~70 70~75 70~75 75~80

25 —— —— —— 60~70 65~70 65~70 70~75 70~75 75~80

20 —— —— —— 55~65 60~70 65~70 65~75 70~75 70~80

15 —— —— —— 55~65 60~70 60~70 65~75 65~75 70~80

10 —— —— —— 50~65 55~70 60~70 60~70 65~75 70~75

5 —— —— —— 45~65 50~65 55~70 60~70 60~75 65~75

0 —— —— —— 45~65 50~65 55~70 60~70 60~75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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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储粮害虫与螨类防治
	6.2.1　预防措施
	6.2.1.1　按GB/T 29890的要求做好空仓与器材的清洁卫生和杀虫处理。   
	6.2.1.2　将粮温和相对湿度控制在不适宜害虫种群生长繁殖的水平内。
	6.2.1.3　采用储粮防护剂防止害虫和螨类感染储粮。
	6.2.1.4　在环境温度适合储粮害虫生长繁殖和活动的季节，应在粮仓门、窗处布设防虫线，仓窗安装防虫网，防虫网应不少

	6.2.2　治理技术
	6.2.2.1　低温控制
	6.2.2.1.1　冬季采取通风降温措施，将平均粮温控制在5 ℃左右，夏季利用储粮内环流控温和空调补冷措施将平均粮温控制
	6.2.2.1.2　利用冬季通风，将粮温降低至-5 ℃并保持30 d以上进行冷冻杀虫。冷冻杀虫时应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粮堆

	6.2.2.2　食品级惰性粉防治
	6.2.2.2.1　采用食品级惰性粉对粮堆表层30 cm～50 cm的粮食进行拌和处理，或采用食品级惰性粉气溶胶对整个粮
	6.2.2.2.2　施用食品级惰性粉时，操作人员应佩戴相应的个人防护器具。

	6.2.2.3　磷化氢熏蒸杀虫
	6.2.2.3.1　磷化氢熏蒸杀虫作业按LS/T 1201的规定执行。
	6.2.2.3.2　磷化铝药剂的管理和使用按LS 1212的规定执行。

	6.2.2.4　其他防治技术
	6.2.2.4.1　可采用生物防治、植物源和生物农药防治等技术，药剂使用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并经农药管理部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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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1　应做好库区卫生，堵塞鼠类进入粮仓、粮堆的通道，仓房通风口应设置防鼠网，仓门处应设置挡鼠板，进出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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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　粮食装卸输送设备应经过保养、检修并保持运行状态良好，运行中防止粮食抛撒。
	7.1.9　装卸和输送粮食过程中应合理控制输送带速度和输送量，防止设备超速或超负荷运行，防止粮食大量抛撒。
	7.1.10　粮食入库清理除杂和装卸输送作业宜选用环保抑尘设备。
	7.1.11　作业过程中应随时清理清扫作业现场，避免粮食与筛下物或灰尘互混，避免因车辆碾压和雨雪天气等原因造成粮食
	7.1.12　包装粮食拆包倒散时，粮包要倾倒干净，避免包装内粮食残留。
	7.1.13　作业后及时清扫现场，及时清理机械设备上或设备内部的粮食。

	7.2　粮食储存管理
	7.2.1　粮情检测
	7.2.1.1　粮食储存期间的粮情检测按GB/T 29890的规定执行。
	7.2.1.2　宜采用多参数粮情测控系统对储粮温度、水分、气体成分以及环境温度湿度等进行在线检测和分析。
	7.2.1.3　宜采用储粮害虫在线监测技术监测害虫发生情况，相关要求和操作按LS/T 1221的规定执行。
	7.2.1.4　加强储存期间粮食带菌量的检测，对储粮发热霉变进行预测分析。可采用“孢子计数法”对储粮真菌进行检测，检

	7.2.2　异常粮情处理
	7.2.2.1　处理粮堆发热
	7.2.2.2　处理粮堆结露

	7.2.3　样品扦取
	7.2.3.1　粮食出入库及储存期间质量检测扦样方法按GB 5491的规定执行。 
	7.2.3.2　每份样品的数量应满足检验项目的需要，最大数量按以下要求执行：
	7.2.3.3　检验完毕的样品应进行有效区分，未经污染的完好样品应单独妥善存放，适时归仓。

	7.2.4　筛下物和地脚粮处理
	7.2.4.1　粮食仓储企业宜设置或指定相应部门负责地脚粮整理，配备必要的整理工具和设备。
	7.2.4.2　对原粮筛下物和地脚粮进行筛分整理，及时将符合标准的粮食入仓或随车出库。


	7.3　粮食出库作业
	7.3.1　粮食出库作业损耗控制节点主要包括空车检查、装车、库内运输、计量称重、门卫检查等。装车前应检查运输车辆
	7.3.2　包装应采用机械缝口，缝口应严密结实，装车时包口朝向车厢内侧，防止粮食撒漏。
	7.3.3　散粮装车，车上粮面不应高于车厢围栏高度，车辆应及时苫盖苫布。
	7.3.4　车辆启动后，应观察车厢有无漏粮，如有漏粮应及时叫停车辆，待处理妥当后再放行。
	7.3.5　装车过程中及装车结束后，应及时清理地面散落的粮食，防止车辆碾压。
	7.3.6　粮食出库应规范操作、准确计量，防止因计量误差过大造成粮食数量失真。
	7.3.7　门卫应检查运粮车辆有无撒漏并提示司机进行必要封堵，待处理妥当后再放行。
	7.3.8　不宜在大风大雪等较差天气情况下安排出库。
	7.3.9　粮食出库输送机械宜设置防尘罩，宜选用环保型输送设备。
	7.3.10　采用低温储藏或准低温储藏的较大容量粮仓在高温季节出仓时,应使用塑料薄膜或糠包等将未出仓的粮堆进行隔离

	7.4　预防粮食损失
	7.4.1　应加强与气象、消防部门沟通，制定应急预案，采取“人防、技防相结合”的方式预防粮食损失。
	7.4.2　应加强储粮区域监测和安全管理，做好防火、防汛、防盗、防渗漏等工作。
	7.4.3　地磅所在区域和计量操作场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并确保设备状态良好，防止人为作弊造成粮食损失。
	7.4.4　粮食出入库期间，安排专人检查进出车辆是否存在异常、出入库手续是否齐全，避免弄虚作假，造成粮食损失。


	8　粮食损耗控制要求
	8.1　粮食损耗计算
	8.1.1　水分减量的计算公式为：
	�푋�△�=�퐺�1�×���푋�入�−푋�出��1−�푋�出��×100%
	式中：
	X△——水分减量，单位为公斤（kg）；
	G1——粮食入库数量，单位为公斤（kg）；
	X入——粮食入库平仓水分含量，单位为（%）；
	X出——粮食出库平均水分含量，单位为（%）。
	8.1.2　杂质减量的计算公式为：
	�푚�△�=�퐺�1�×���푚�入�−�푚�出��1−�푚�出���×100%
	式中：
	m△——杂质减量，单位为公斤（kg）；
	m入——入库平仓杂质含量，单位为（%）；
	m出——出库平均杂质含量，单位为（%）。
	8.1.3　保管自然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푊=�퐺�1�−�퐺�2�−�푋�△�−�푚�△�
	式中：
	W——保管自然损耗，单位为公斤（kg）；
	G2——粮食出库数量，单位为公斤（kg）。
	8.1.4　粮食储存损耗的计算公式为：
	푆=�푋�△�+�푚�△�+푊+푃
	式中：
	8.1.5　粮食储存损耗率的计算公式为：
	푛=�푆��퐺�1��×100%

	式中：
	n——粮食储存损耗率，单位为（%）。


	8.2　粮食储存损耗定额
	8.2.1　原粮保管自然损耗
	储存6个月以内的原粮，保管自然损耗不超过0.1%；储存6个月以上12个月以内的，不超过0.15%；储
	8.2.2　成品粮包装破损减量
	成品粮出入库及储存期间，因包装破损造成的粮食损耗率不超过0.05%。

	8.3　水分杂质减量控制
	粮食储存期间，应采取必要的技术和措施，严格控制粮食水分杂质减量。
	a)入库水分含量≥12.0%的小麦，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11.0%；入库水分含量＜
	b)入库水分含量高于14.0%的玉米，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13.0%；入库水分含量
	c)入库水分含量≥14.5%的稻谷，一个完整的储存周期结束后，水分含量不宜低于14.0%；入库水分含量＜

	8.4　损耗核销
	8.4.1　粮食储存损耗应当以一个货位或批次为单位计算，不得混淆；保管自然损耗应当在一个货位或批次粮食出清后核销
	8.4.2　进仓、出仓的粮食水分和杂质含量，分别以平仓验收、出仓检验的粮食质量检验报告和档案记载为准。

	8.5　粮食储存损耗控制与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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