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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控温储藏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粳稻控温储藏技术规程》是中国粮油学会 2020年 2 月 12

日批准立项第四批团体标准之一。 

本标准由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负责，由

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

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和中储粮

昆明直属库有限公司协作完成。 

2020 年 4月 22日，由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发起，召集标准编制各单位主要起草人共计 11 人，采用企业微

信软件进行了视频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专门邀请武汉轻工大学

舒在习教授介绍了团体标准编制和审查程序、相关要求和注意事

项。由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曹毅副所长重点介绍了本标准的编

制目的及基本思路、框架结构及涉及内容，并听取了与会人员的

意见和建议。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付鹏程总工作

了会议总结，并明确了标准编写单位的任务分工、标准编制时间

进度安排等要求。 

2020 年 5月 18日，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了标准

文本草案。随后，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负责提出

了粳稻入仓储藏水分含量要求，并提供了《粳稻控温储藏安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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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佐证材料。由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

协调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和

中储粮昆明直属库有限公司，通过总结分析各自库点粳稻储藏期

间粮温变化实际情况，提出了提出分区域、分季节粳稻储藏控温

目标要求。 

在汇总和采纳标准编制参与各单位主要起草人的修订意见

和建议的基础上，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完

成了标准文本修订，经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审改

后形成了此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规则是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 GB/T 1.2-2002《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

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 

1.储存粳稻仓房的墙体和仓顶的传热系数 

依据 GB/T 29890-2013《粮油储藏技术规范》中 5.1.7 款和

5.1.8款的如下规定： 

5.1.7 用于低温储藏的粮仓墙体应有良好隔热性能，其传热

系数要求如下：第五、七区，在 0.46 W/m
2
·K～0.52 W/m

2
·K（含）

之间；第四、六区，在 0.53 W/m
2
·K～0.58 W/m

2
·K 之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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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和三区，在 0.59 W/m
2
·K～0.70 W/m

2
·K之间。 

5.1.8 仓盖传热系数要求如下：第五、七区不大于 0.35 

W/m
2
·K；第四、六区不大于 0.40 W/m

2
·K；第一、二和三区不

大于 0.5 W/m
2
·K。 

鉴于此标准涉及地区沈阳、南京和昆明分属第四、第五和第

六区储粮生态区域，无法统一规定墙体和仓顶的传热系数，所以

直接提出“应符合 GB/T 29890-2013中 5.1.7和 5.1.8款的规定”。 

2.储存粳稻仓房的气密性能参数 

依据GB/T 29890-2013《粮油储藏技术规范》中5.1.10款 “新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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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标准旨在

应用控温储藏技术实现粳稻安全储藏，原则上不再采取气调储藏

等的技术，对仓房的气密性能不作更高要求。 

3.粳稻入仓储藏水分含量要求 

本标准提出的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粳稻入仓储藏水分含量

要求，是在综合考虑各地粳稻储藏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

依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的“稻谷控温储藏安全水

分的基础研究”的科研成果，结合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和中储粮昆明直属库有限公司的粳

稻储藏成功经验提出的。 

4.粳稻入仓储藏年限 

本标准提出的“入仓存放的粳稻正常储藏年限为 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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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印发的《粮食仓储管理办法》中第二

十条规定“在常规储存条件下，粮油正常储存年限一般为小麦 5

年，稻谷和玉米 3 年，食用油脂和豆类 2 年”制定的。 

5.粳稻控温储藏粮温目标值 

本标准提出的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在春季、夏季、秋季和

冬季的平均粮温和最高粮温目标值，是在综合考虑各地粳稻控温

储藏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

司、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和中储粮昆明直属库有限公司的

粳稻控温储藏实际情况提出的。 

5.粳稻控温储藏技术措施与工艺路线 

本标准提出按照“秋冬季通风降低基础粮温；春季隔热延缓

粮温上升；夏季适时排热均温补冷控制粮温”的工艺路线，是根

据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在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的气候特点，

结合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和

中储粮昆明直属库有限公司的粳稻控温储藏实际情况确定的。同

时，本着因地、因时、因仓制宜的原则，依据粳稻在一年储藏期

内外温、仓温和粮温变化的实际情况，提出灵活选用通风降温技

术、隔热技术、环流均温技术和补充冷源技术，以期通过多项控

温技术的配合使用，始终将粮温控制在目标值以内，确保粳稻在

整个储藏周期内实现控温储藏。 

6.粳稻储藏期间的粮情检测与品质检验 

本标准依据 GB/T 29890-2013《粮油储藏技术规范》7.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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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2款的规定，提出“定期检测仓内外温度和相对湿度、粮堆

温度、水分含量及害虫密度”和“进行粳稻质量和品质检测和监

测”，并明确粳稻质量检测指标和方法按照 GB 1350《稻谷》的

规定执行，储存品质检测指标和方法按照 GB/T 20569《稻谷储

存品质判定规则》的规定执行，安全卫生检验指标和方法按照

GB 27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的规定执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提出的粳稻控温储藏的基本要求、控温目标、技术措

施与工艺路线、操作与管理等内容，先后在本标准起草单位承担

的如下科研项目中进行了试验验证和技术经济效果评价： 

1．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开展的“稻谷控温储

藏安全水分的基础研究”课题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通过定期检测 25℃、20℃

和 15℃控温条件下 13.0%-16.0%不同水分稻谷储藏真菌生长情

况，对稻谷控温储藏安全水分进行了研究。结果如图 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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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3 可看出，随着储藏温

度的降低，稻谷储藏水分可以

逐渐提高。依据粮食安全储存

判定界限，真菌孢子检出水平

在 106 个/g 以下时，可以保证

稻谷储藏基本安全。稻谷入库平仓后，在 25℃、20℃和 15℃控

温条件下，14.5%、15.0%、16.0%高水分的稻谷经过 3-4 月储藏

时间，真菌生长才略高于 106个/g，而稻谷经过一段时间的储藏，

通常会出现水分丢失的情况，继续储藏仍能确保基本安全。由此

可得到，针对我国第七区，当粳稻长期储存温度控制在 25℃时，

水分控制在 13.5%-14.5%可以保证储粮安全；针对我国第四、五、

六区，当粳稻长期储存温度控制在 20℃时，水分控制在

14.0%-15.0%可以保证储粮安全；针对我国第一、二、三区，粳

稻长期储存温度控制在 15℃时，水分控制在 15.0%-16.0%可以保

证储粮安全，而对于北方地区，夏季仍会出现 2-3 个月 20℃的

储藏条件，因此，水分控制在 14.5%-15.5%即可降低储藏成本又

可以确保安全。 

2．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和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协

作开展的“东北粳稻绿色生态保质减损储藏技术研究与工艺优

化”课题 

2017 年以来，课题组针对中储粮沈阳直属库有限公司的 12

号和 29 号浅圆仓、4 号和 6 号高大平房仓内散储的入仓平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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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14.5%的粳稻，开展了通风降温技术、环流均温技术和空调控

温技术实仓验证试验。各项技术在不同仓型的典型试验情况和效

果如下： 

4号高大平房仓于 2018年 10月 15日~2019年 1月 2日，

采用了仓墙上 6台 DWT-1 型轴流风机吸出式缓速通风降温方式，

开展了分三阶段间歇式冬季通风降温技术实仓验证试验。累计通

风 885 h，全仓平均粮温由 14.9℃降至-9.1℃，期间温度变化情

况如图 1 所示。 

 

12 号浅圆仓于 2018 年 12 月 15 日~2019年 1 月 14日，利用

仓顶 4台 DWT-I5A型轴流风机开展了冬季通风降温技术实仓验证

试验。累计通风 722 h，全仓平均粮温由 3.7℃降至-1.4℃，期

间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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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7 日~8 月 29 日，分别在 12 号浅圆仓和 4 号高

大平房仓开展了环流均温技术实仓验证试验，在环流通风控制系

统上将环流风机启停温度分别设置为 25℃和 23℃（即当仓温高

于 25℃时，启动环流风机，仓温低于 23℃时，风机停止运行，

下同），两仓试验期间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3 和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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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0 日~9 月 16 日，利用安装在 29 号浅圆仓（对

照仓）仓内的 1台功率 4.85kW的 KFRd-125EW/L6302 型空调机，

开展了空调控温技术应用，依然将空调启停温度设定为 25℃和

23℃，技术应用期间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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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月 27日~8 月 29 日，利用 6 号高大平房仓（对照仓）

南北仓墙内侧对称安装的 4 台功率 3.85kW 的 KFR-120LW 型空调

机，开展了空调控温技术应用，依然将空调启停温度设定为 25℃

和 23℃，技术应用期间温度变化情况如图 6所示。 

由图 1~图 6 可知，在沈阳地区分别应用通风降温技术、环

流均温技术和空调控温技术，能够达到本标准确定的春季、夏季、

秋季和冬季的平均粮温和最高粮温目标值。同时，采取“秋冬季

通风降低基础粮温；春季仓房密闭隔热延缓粮温上升；夏季适时

排热均温补冷控制粮温”的控温储藏工艺，完全能够实现粳稻在

整个储藏周期内控温储藏。 

3．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中储粮昆明直属

库有限公司协作完成的“粳稻保质储藏技术研究与集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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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制的“稻谷夏季综合控温”系统经在中储粮昆明直属

库晋宁库区 11号仓安装并应用示范，系统运行稳定，操作方便，

夏季（6月、7月、8 月、9月）：平均粮温 16.7℃，最高粮温为

22.9℃；控温效果良好，达到控制目标，具体数据见下表。 

昆明试验点粳稻脂肪酸值年变化幅度为 1.0mgKOH/100g 、

黄变率年变化幅度为 0.0%（未检出黄粒米）；达到预期目标。以

下是用户证明。 

昆明库试验点试验仓夏季平均粮温为 16.7℃，低于控温目

标值 17.0℃；夏季最高粮温为 22.9℃，低于控温目标值 23.0℃，

达到控温目标。 

昆明库试验点最高粮温和平均粮温 

  
6 月 

5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6 日 

7 月 

3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7 日 

7 月 

24 日 

7 月 

31 日 

试验仓最

高粮温 
22.0 22.3 22.6 22.9 22.9 22.8 22.5 21.9 22.6 

试验仓平

均粮温 
15.4 15.9 16.1 16.3 16.4 16.4 16.4 16.4 16.7 

对照仓最

高粮温 
22.4 22.9 22.8 22.4 21.8 21.8 21.3 21.1 22.6 

对照仓平

均粮温 
16.0 16.3 16.4 16.6 16.7 16.8 16.9 17.0 17.3 

 

  
8 月 

7 日 

8 月 

14 日 

8 月 

21 日 

8 月 

28 日 

9 月 

4 日 

9 月 

7 日 

9 月 

14 日 

9 月 

21 日 

9 月 

28 日 

试验仓最

高粮温 
20.9  22.5  21.4  22.9  22.1 22.4  22.0  22.3  22.5  

试验仓平

均粮温 
16.6  17.2  16.9  17.2  17.2 17.3  17.2  17.4  17.5  

对照仓最

高粮温 
22.8  22.9  22.9  22.4  22.9  22.9  22.8  22.9  22.8  

对照仓平

均粮温 
17.5  17.6  17.6  17.9  17.9  17.9  18.1  18.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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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库试验仓最高及平均粮温变化曲线 

 

4．中储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协

作完成的“粳稻保质储藏技术研究与集成”和“南方地区粳稻和

中晚籼稻安全储藏水分研究”课题，参与开展的“华东粳稻保质

减损储藏技术研究与工艺优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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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粳稻保质储藏技术研究与集成”课题 

中央储备粮南京直属库六合分库试验仓为 5#仓，对照仓为

10#仓。试验仓依照课题研究制定的有关规程进行控温操作，对

照仓按照传统方式控温。南京库试验点试验仓夏季平均粮温为

14.5℃，低于控温目标值 21.0℃；夏季最高粮温为 27.8℃，低

于控温目标值 28.0℃，达到控温目标。粮温数据如下： 

南京库试验点最高粮温和平均粮温 

  
6 月 

5 日 

6 月 

8 日 

6 月 

12

日 

6 月 

19

日 

6 月 

22

日 

6 月 

26

日 

6 月 

29

日 

7 月 

3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3

日 

7 月 

17

日 

试验仓最

高粮温 
24.9  22.9  24.2  24.4  24.4  24.2  25.3  25.7  26.9  27.3  27.8  

试验仓平

均粮温 
12.5  12.6  12.8  12.9  13.0  13.3  13.6  13.8  14.2  14.3  14.7  

对照仓最

高粮温 
26.1  24.6  25.3  24.3  23.6  25.0  25.4  25.5  27.0  27.8  29.4  

对照仓平

均粮温 
12.7  12.7  13.0  12.9  12.9  13.4  13.7  14.0  14.5  14.7  15.2  

 

  
7 月 

24 日 

7 月 

31 日 

8 月 

7 日 

8 月 

14 日 

8 月 

21 日 

8 月 

28 日 

9 月 

4 日 

9 月 

11 日 

9 月 

18 日 

9 月 

25 日 

试验仓最

高粮温 
26.6  27.0  27.7  27.3  27.6 27.7  27.6  27.4  26.9  27.0  

试验仓平

均粮温 
14.9  15.1  15.2  15.5  15.8  15.9  16.1  16.3  16.3  16.4  

对照仓最

高粮温 
27.9  25.8  27.0  27.0  26.8  25.8  26.8  26.8  27.2  26.4  

对照仓平

均粮温 
15.0  15.1  15.3  15.4  15.7  15.8  16.1  16.6  16.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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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试验点最高及平均粮温变化曲线 

4.2“南方地区粳稻和中晚籼稻安全储藏水分研究”课题 

通过与库区领导、仓储和购销科长以及一线保管员举行交流

座谈，听取直属库领导和基层员工对于偏高水分稻谷收购保管等

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并提取 3个直属库 2~3 个稻谷储藏周期的粮

情数据，采用成都储藏院新开发的粮情分析系统进行理论分析，

同时结合实验室的稻谷平衡水分试验的研究结果，提出适合辖区

稻谷储藏的安全水分值建议。 

调研交流如下： 

南京直属库本库仓容 12.5 万吨，辖区只有 1 个六合分库，

仓容 10 万吨。南京库周边没有农田，送粮的基本都是经纪人。

本库粳稻储量 1万吨，晚籼稻接近 4 万吨；六合分库粳稻 2.8万

吨，籼稻 3.2 万吨。稻谷以优质稻为主，有丰两优（晚籼）、淮

稻 5 号（粳稻），还有 2个仓的嘉花（此品种只能算优良）。库存

粮食性质都是中央储备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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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晚籼稻按照分公司规定的 14.5%的水分验收，收购控制

在 15.0%的标准，超过 15.0%水分的稻谷入库后进行通风，按照

14.5%进行扣价扣量，按照国粮发[2010]175 号文来执行水分，

超过 0.5%扣 1%，杂质超 0.5%扣 1.5%，经纪人能接受这个扣价扣

量标准。周边烘干厂多，经纪人基本都有烘干设备。 

南京库一般是 30×20m 的仓，有 6m 和 7m 两种堆高，每栋仓

装 4 台 2P 的美的空调，分公司对仓温没有明确要求，对表层最

高粮温要求不超过 25℃，设置启动温度 22℃，库区玉米和稻谷

压盖全覆盖。地面防水采用 SBS防水卷材，地热不明显；仓墙是

0.5m 厚度，拱板仓顶，四周热皮明显，辖区气调没有用起来，

夏季要熏蒸。 

南京库以前最高收过 16%~17%水分的粳稻，对于这种高水分

粮，收购后装入仓容一千吨左右，堆高 4m 的小仓，用离心风机

通风降水，连续通风将水分降到 15.5%~16.0%。 

以前收过很多处于 15.6%~15.8%水分的晚稻，收获处于 11

月份，南京地区冬季较干燥且冷，但没有东北干冷，入仓入满后

就开始通风，第一年新粮通过轴流风机就可以将水分均衡，分阶

段通风，可以将水分降到接近 15.0%，以这个水分度夏，夏季熏

蒸，应急情况采用云傲的 44kw 的谷冷机处理，谷冷机带软管回

风，能不用就不用。 

建议粳稻收购水分提高到 15.5%，晚籼稻收购水分提高到

15.0%，晚籼稻收购时气温还比较高，大部分年份晚籼稻收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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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15.0%以内。目前的仓储条件已经能满足这个建议值水分的

稻谷储藏。 

历史粮情数据分析，南京库 37 到 40 号仓每栋仓装 4 台 2p

的美的空调，仓墙是 0.5m 厚度，拱板型仓顶，仓墙四周热皮部

位度夏期间高温较明显，均储藏的是 2017 年入仓的粳稻，入仓

水分从 13.5%~14.2%不等，度夏异常粮情较少，粮情稳定。 

4.3“华东粳稻保质减损储藏技术研究与工艺优化”课题 

试验仓房选择在南京直属库建于 2015 年、条件相同的 3 栋

高大平房仓（长 30 米、宽 20 米、堆粮线高 7 米），分别设置为

37 号试验仓、38号试验仓、40 号对照仓。三仓基本设施设备配

置相同。37 号试验仓、38号试验仓、40号对照仓的原料均为 2017

年 11 月同时入库的江苏地区“嘉花”粳稻。主要在气温回升前，

37、38、40 仓均进行了仓窗隔热，用塑料薄膜密封窗户。选择

浙江分公司选用的台州市鑫良仓储器材有限公司高压聚乙烯

（PEF）保温隔热防火材料，但只在 37 号试验仓堆粮线以下墙体

粘贴厚度 4cmPEF保温隔热板 700m² ，38号仓堆粮线以下墙体粘

贴厚度 2cmPEF 保温隔热板 700m² ；并于 2018 年 4 月，37、38

号试验仓均共用 30 吨稻壳铺设 30cm 厚的压盖物。 

夏季控温工艺：2019 年 7月开始空调控温，7 月底清除 37、

38 仓粮堆表面稻壳压盖物，随即 8 月 1 号开启试验仓内环流设

备（见下图 3.2.2）。空调和内环流条件均设置为仓温>26℃或者

一层的平均温度>25℃自动开启，仓温<23℃或者一层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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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自动关闭。环流时间：2019.8.1 至 2019.8.20，空调控温

时间：2019.7.2-2019.8.30。控温效果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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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春季粮堆温度的变化  

(A.37仓春季温度变化；B.38仓春季温度变化；C.40仓春季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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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主要进行了隔热材料控温保湿效果的比较：如图 3.4所

示，37、38 号试验仓通过保温材料及稻壳压盖可达到隔热保冷

效果，使得最高温度与表皮层（最上层）温度均保持在 20℃以

内, 且最高温度与表皮层温差在 2℃以内。而 40 号对照仓虽然

表皮层温度均保持在 18℃以内，但粮堆最高温度在 5 月 13日已

达到 22.1℃，最高温度与表皮层温差在 2-5℃范围波动，显著高

于 37、38 仓。由此表明试验仓保温隔热材料（PEF 板）及稻壳

压盖可显著抑制在春季因温度升高而导致局部位点温度的快速

升高，可保证粮堆整体处于低温。 

2019 年度夏季控温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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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夏季粮堆温度的变化 

(A.37 仓夏季温度变化；B.38 仓夏季温度变化；C.40 仓夏季温度变化) 

夏季均温效果如图 3.7所示，37、38号试验仓经内环流后，

“热皮冷心”现象得到显著改善，其中表皮层冷心温度差分别从

13℃下降到 5℃、8℃降低到 3℃，四周皮层冷心温度差分别从 5℃

降低到 2℃、从 4℃下降到 2℃。而 40 仓表皮层冷心温度差均在

11-13℃，四周皮层冷心温度差均在 4-5℃范围内。均高于 37、

38 号试验仓，其中 37 仓均温效果最好。 

夏季控温效果分析表明，风管机空调和普通空调均有达到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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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效果，37号试验仓和 40号对照仓全仓平均温度均控制在 20℃

以下，且两仓最高温度均在 25℃以内。而 38仓全仓平均温度控

制在 21℃以下，最高温度最高达到了 30.2℃。说明夏季 38 和

40 仓均保证了稻谷处于准低温绿色储藏。而 38号试验仓采用的

普通空调降温结合内环流达不到理想的控温效果，环流期间更易

受气温影响，易产生较多高温敏感位点；而 37 号试验仓的风管

机空调降温结合环流均温效果显著，最高温度均在 25℃以下，

可避免局部位点积温积热。 

四、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目前，国际、国外尚无粳稻控温储藏相关的同类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为依据，并在符

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原则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和引用了 GB/T 29890-2013《粮油

储藏技术规范》的有关条款，但本标准根据粳稻储藏特性和保持

品质的需要，提出了粳稻控温储藏所需仓房保温隔热和必要设施

设备配套的具体要求，明确了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粳稻入仓水

分含量和品质要求，以及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在春季、夏季、

秋季和冬季的粳稻储藏的平均粮温和最高粮温目标值要求，细化

了粳稻控温储藏技术与工艺选择和优化组合要求。因此，本标准

虽然作为一项团体标准，但是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而且是对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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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粳稻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也是中央及地方粮食储备主

要品种之一，以粳稻为原料生产的粳米更是我国主要口粮之一。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也开始从解决“吃得

饱”到满足“吃得好”转变。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

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的要求，采取控温储藏是确保粳稻储存品质和粳

米食用品质的首选技术措施。为此，制定和发布《粳稻控温储藏

技术规程》势在必行。 

在本标准经中国粮油学会评审通过后，建议在 2020 年底发

布实施，以期从今年粳稻收购入仓起指导仓储企业按照本标准要

求开展粳稻控温储藏。 

中储粮成都储藏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将建议中国储备粮管

理集团公司向辽宁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和云南分公司所属下发

《粳稻控温储藏技术规程》，倡导沈阳、南京和昆明地区粳稻承

储企业按照本标准提出的控温目标、技术措施与工艺路线、操作

与管理等内容进行粳稻控温储藏，确保粳稻储存品质，减少品质

劣变和储存损耗。 

多年来，由于缺乏具体的粳稻储藏技术规程或标准，各地为

确保粳稻安全储存规定了相对较低的安全水分标准，但按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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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2 年~3 年后轮换时，粳稻品质劣变非常明显，不仅降低了

其食用及营养价值，还影响了仓储企业的经济效益。为兼顾确保

粳稻储存品质、加工品质和食用品质，本标准提出的粳稻入仓储

藏水分含量要求高于各地当前安全水分标准 1个百分点以内，对

习惯于在现有安全水分下进行粳稻储藏的企业而言，需要有一定

的过渡期，可在完全具备符合本地实际的控温储藏技术措施后，

逐渐提高粳稻入仓水分含量，最终达到本标准规定的入仓储藏水

分含量要求。 

另外，标准编制各单位将利用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公司及相

关分公司年度仓储会议或专题培训会上，积极宣传贯彻此项标

准，指导粳稻承储企业按照此标准开展粳稻控温储藏，确保粳稻

储存品质，减少品质劣变和储存损耗。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国内外尚无粳稻控温储存技术的相关标准，不存在替代

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情况。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编制阶段与原计划无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