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洞庭香米”作为湖南省的公共大米品牌，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价

值。为了提升洞庭香米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湖南省“洞庭香米”优

秀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本标准编制任务的提出，《“洞庭香米”：大米储藏

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旨在解决洞庭香米在储藏过程中存在的品质下降、

霉变等问题，确保洞庭香米的品质和安全性，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一、任务来源

根据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文件湘粮协函 14号《关于批准《洞庭香米：

大米储藏技术规范》等 4项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拟

在 2024年 3月完成《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该标准牵头单位为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行业主管单位为湖南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技术归口单位为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二、编制的背景和意义

（一）编制的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了新时代十年我国粮食生产和

粮食安全的成就，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解

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新粮食安全

观，确立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稻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之一，对于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我国是稻谷生产大国，2021年水稻总产 2.12亿吨，较去年新增 98.3

万吨，创历史新高，连续 10年稳定在 2亿吨以上。湖南是全国 13个粮食

主产省、国家粮食主产区之一，2021年，全省水稻播种面积达 5956.7万亩、

产量 2683万吨，水稻播种面积长期居全国第 1位，是建国以来未间断向国

家提供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储藏是稻谷从田间收割到消费市场之间非常关键的过程。当前，我国

粮食储备体系建设已基本完成，粮食储备包括原粮储备与成品粮储备。其

中成品粮大米储藏相比稻谷原粮储藏可以节省出约 40%的仓容，可大量节

约土地资源，减少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加快粮食流转流通速度与应急

保障效率。洞庭香米作为湖南省的特色大米品牌，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

的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洞庭香米在没有颍壳的保护时，储藏稳定性比稻

谷差，储藏条件要求极高，在出入库时极易因环境温度变动而引起包装袋

内外结露，从而导致大米储藏或市场流通中出现霉变、虫鼠危害、受潮、

陈化等问题，严重影响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因此，大米储藏技术的规范

化有利于保障大米储藏品质及食用品质，为粮食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为

了提升洞庭香米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湖南省“洞庭香米”优秀特色

产业集群的发展，制定《“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标准显得尤为

重要。

（二）编制的意义

1、制定“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有利于提升洞庭香米的品

质和安全性

通过制定《“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标准，可以规范洞庭香



米的储藏技术要求，确保产品在储藏过程中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保

持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口感。同时，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防止洞庭香米

在储藏过程中出现霉变等问题，提高产品的安全性，确保消费者的健康。

2、制定“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有利于促进洞庭香米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标准的制定将推动洞庭香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标准的引导和规

范，可以促进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同时，标准的实施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升湖南省农产品的整体形

象和市场竞争力。此外，标准的制定将有助于提高洞庭香米的品牌形象和

市场地位，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和忠诚度，从而促进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

3、制定“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有利于完善“洞庭香米”

标准体系和促进对外贸易

《“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将进一步完善“洞庭

香米”标准体系，提升洞庭香米在标准化生产方面的整体水平。标准的发

布将有助于提高“洞庭香米”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促进对外

贸易的发展。

三、编制过程

（一）收集整理相关资料

2023年标准立项后，标准承担单位成立了以林亲录教授为组长的标准

起草组，全面系统地查询了我国大米储藏技术发展现状、《粮油储藏技术规

范》《应急大米储藏技术规程》《糙米储藏技术规范》及《大米安全储藏规

范》等相关标准，其他省份或团体的大米储藏技术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建



设现状和湖南省洞庭湖区各企业大米加工储藏相关资料。

（二）洞庭湖区开展广泛调研

2023 年 2 月起，标准起草组就广泛调研了洞庭湖区粮食行业主管单位、

大米加工企业、设备和技术提供单位。调研过程中，粮食行政主管部门要

求标准应符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优质粮食工程“六大提升

行动”方案的通知>》（国粮规〔2021〕236 号）《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优质粮油工程升级版”实施指南>的通知》（湘粮产〔2022〕81

号）的要求。

（三）编制规范

2023年 4月，编制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明确了任务分工和时间进

度要求。2023年 5月，根据收集到的一手资料，编写了规范讨论稿（第一

稿）；2023年 6月至 8月，将规范第一稿面向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

德市等地大米加工企业、粮食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意见，根据反馈回来的意

见和建议，形成规范讨论稿（第二稿）；2023年 9月-12月，起草组内部讨

论，形成了规范讨论稿（第三稿）。2024年 1月，征求意见稿在湖南省粮食

行业协会官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四、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和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规范》的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的原则，将安全、

环保放在突出位置，本标准在编写格式和方法上符合 GB/T 1.1-2020《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规范引用了很多现行的标准规范如下：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GB/T 1354 大米、GB/T 8946 塑

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GB/T 20569 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GB/T 24904



粮油包装 麻袋、GB/T 25229 粮食储藏 平房仓气密性要求、GB/T 26879 粮

食储藏 平房仓隔热技术规范、GB/T 26882.1 粮食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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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4342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方法、GB/T 42228 粮食储藏

大米安全储藏技术规范、GB 50320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GB 50077 钢筋

混凝土筒仓设计规范、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LS 1206 粮食仓

库安全操作规程、DB43/T 1437 粮食进出库作业安全技术规范、T/HNAGS

013 洞庭香米。

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规范》分 9 个部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仓

房设施与设备基本要求、大米的入仓要求、储藏期间的检测与处理、大米

的储藏技术要求、大米的出仓要求、记录等。

（一）范围

《规范》适用于平房仓内“洞庭香米”商品包装大米的储藏。

（二）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对洞庭香米等术语做了定义。

（三）仓房设施与设备基本要求

平房仓是湖南省大米加工企业作为大米的主力储藏仓型，其仓房气密

性经新建或改造后能满足大米储藏的要求；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年发布的《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试行）》规定了高标准粮仓仓型

也包括平房仓，因此，本文件规定了平房仓大米储藏的配置要求。



仓房的防尘、防爆和照度及采用低温储藏技术时的仓房条件均应达到

GB/T 29890的有关要求；仓房设计应符合 GB 50320的要求；仓内应安装

防爆照明灯具，仓房气密性应符合 GB/T 25229的规定；仓房应满足储粮通

风、气密、防潮及隔热等的要求，应减少不利环境条件特别是高温、高湿

对大米带来的影响；仓顶内表面下方宜设置隔热吊顶层。仓盖应完好不漏

雨，外表应宜为浅色涂层或使用宜放射太阳辐射的材料；仓墙内表面应正

确表明装粮线，仓墙外表面宜为浅色；门窗、通风口结构应严紧并有隔热、

密封措施。门窗、孔洞处宜设防虫线、防鼠设施；仓内空间应满足运输及

出入仓的操作需要；仓内应整洁、卫生，无虫、霉、有害物质的污染；根

据大米产品需求，应配备必要的储粮设施设备，在超过 1个月的大米粮仓

内，宜配备符合 LS/T 1202规定的机械通风系统和符合 GB/T 29374规定的

储粮专用制冷降温设备及操作规程。

（四）大米的入仓要求

大米入仓前的准备：应对仓房、设备、器材和用具进行检查；米仓及

货位应清扫干净，清除仓内的残余米粒、灰层及杂物；应保证仓房、门窗

结构完好，所有设备运行良好；在仓房、包装器材、用具和设备中发现有

虫情时，应实施杀虫处理并做好隔离防护工作；大米包装袋应符合 GB/T

24904和 GB/T 8946的规定。

入仓大米的质量要求：入仓大米的质量应符合 THNAGS 013-2020的要

求；低温或准低温储藏的大米不宜直接入低温仓，应先进缓冲仓。入仓大

米温度与缓冲仓温度差值宜控制在 10 ℃以内。

（五）储藏期间的检测与处理



储藏期间应对大米的温度、相对湿度、水分等基本粮情、虫螨与微生

物、质量及异常情况处理进行检测和处理。

（六）大米的储藏技术要求

堆存要求：应按种类、等级、生产批次分开储藏；优质品种、普通品

种宜分开储藏；应分垛堆放，堆垛大小、高度应根据储藏数量确定，以确

保大米安全储藏为原则；堆垛应符合 GB/T 29890的规定。堆垛应整齐、牢

靠、避免歪斜，确保设施及人员安全。

储藏要求：宜采用控温等技术，以保证大米的品质。低温储藏应按照

GB/T 29374执行；为确保大米食用品质，储存期在 1个月以下时，仓房应

符合 GB 50320的要求，可采用常规储藏；储存期在 1个月-3个月时，仓墙、

仓盖传热系数应符合 GB/T 29890的有关规定，宜采用准低温储藏技术；储

存期在 3个月-6个月时，宜采用低温储藏技术。

（七）大米的出仓要求

出仓时应保证仓储设施和堆垛受力均匀、完好；应进行大米质量检验，

质量符合THNAGS 013-2020的要求方可出仓；低温储藏时应从缓冲仓出仓，

不应从低温仓直接出仓。出仓的大米温度与环境温度的差值宜控制在 5 ℃

以内，不应超过 10 ℃；应在保质期内轮出，出仓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包装、运输应符合保质、保量、运输安全和分类、分等储存的要求，严防

污染。

（八）记录



应对洞庭香米储藏过程中入仓、出仓质量及各项检测指标形成记录。

记录存档期应不少于 1年。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共计发出 份征求意见，收回有效意见表 份，其中合理的建议已

采纳。

八、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作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可对我省“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的提升

起到技术指导作用。建议发布实施后，各县市有关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

标准进行宣贯和培训，确保标准的有效使用。

《洞庭香米：大米储藏技术规范》编写组

二 0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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