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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1.1 编制的必要性 

粮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特殊战略物资。保

持必要合理的国家粮食储备，是保障人民生活、保证社会稳定与持续

发展的重要条件。粮食储备的数量、质量与安全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 

广东地处华南地区，属亚热带气候，夏季高温期长，冬季低温期

短，常年气候条件湿度大，常规储藏技术下粮食保管难度大，易出现

仓内粮堆表层温度高，粮食品质劣变速度快的现象，而且高温高湿的

环境有利于仓储害虫的大量发生，使得粮食面临着粮温升高与害虫大

量发生的双重考验，导致粮食安全储藏的难度远远大于国内其它省

份。这种现象在高大平房仓尤为突出，有些高大平房仓的仓温高达

40℃以上，新收获的稻谷储藏不到 2年，表层稻谷的发芽率降到 0-10%

左右，脂肪酸值接近轻度不易存，到轮换出库时同座仓中下层稻谷则

保持较高的发芽率和较低的脂肪酸酯值，可见粮堆表层温度高、粮食

品质下降快直接影响到整仓的粮食品质。据调查，粮食面粉仓库平均

温度为 27.4℃，最高温度为 33.1℃，最低温度为 17.9℃。全年成品仓

库有 68.0%的时间温度超过 25℃，有 52.0%的时间温度超过 28℃，

有 44.0%的时间温度超过 30℃。面粉仓库平均湿度为 83.6%，最高湿

度为 90.9%，最低湿度为 68.9%，全年面粉仓库处于高温高湿环境。 

保障华南地区粮食安全过夏，在储藏过程中免受害虫感染和危

害，减少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和对储粮的污染，延缓储粮害虫对化学药



剂抗药性的产生和发展，提高害虫综合治理效果和技术水平，因此，

开展编制《华南地区（第七储粮生态区）空调控温储粮技术规范》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华南地区绿色储粮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这必将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1.2 编制目的 

为了推动规范使用空调控温储粮，进一步适应粮食流通领域绿色

储粮技术发展需要，规范空调控温储粮工艺，特制订本标准。制定本

技术规范的目的是，通过空调控温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开启指标、机械

通风和粮面压盖技术协同和使用管理等方面规范，分析提出适合华南

地区实际的空调控温储粮技术规范。 

2. 编制依据和国内相关标准 

2.1 任务来源 

《华南地区（第七储粮生态区）空调控温储粮技术规范》编制源

起自申请单位承担广东省科研项目《华南地区控温储粮保鲜技术研究

与示范》（2010B020312003），后不断总结持续完善形成《华南地区

（第七储粮生态区）空调控温储粮技术规范》。 

2.2 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内标准 

编号 规范名称 标准号 

1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LS/T 1211 

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LS/T 1202 

3 谷物冷却机低温储粮技术规程 LS/T 1204 

 



3.编制主要过程 

自 2010 年起开始围绕华南地区粮堆表层温度高，粮食品质变化

快，开展空调控温储粮经济运行工艺流程研究，实现了粮堆表层温度

不超过 25℃，全仓基本达到准低温，粮食安全度夏。 

2015 年，针对我国南方因气候高温高湿，粮食储藏难度大的难

题，在高大平房仓采用空调进行控温储粮研究，并分析稻谷上、中、

下层各层脂肪酸值的变化。结果表明，稻谷脂肪酸值从高到低依次为

表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其中表层稻谷脂肪酸值变化幅度最大，

而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稻谷的脂肪酸值均低于 25.5mg KOH/100 g，

空调控温储粮对延缓表层稻谷脂肪酸值升高具有显著作用，并对改善

整仓粮食品质具有一定的作用。2020 年，开展粮食入仓过程粮堆内

部温度变化规律研究，研究了粮堆内热外冷的风险，并将粮食入仓过

程的温度检查的列入重点操作过程。 

2021 年至今，标准起草团队在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汕头直

属库开展空调控温实仓应用试验。团队围绕在气温回升过程中， Q4

仓粮堆表层厚度为 2.5m 的粮层在 5 月份大体维持稳定的温差，即从

粮面表层至粮面下 2.5m 的粮堆温差大致维持在 5℃（简称 “平衡

层”）。通过控制空调制冷和 “粮堆冷芯”维持平衡层的稳定，从而

维持全仓空调低温储粮和空调准低温储粮。 

标准起草团队在华南地区等多个粮库进行了实地调研。充分了解

了粮食储粮实际应用技术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上述工作的基础

上，标准起草小组将搜集到的相关信息资料及调研资料送相关技术人

员，初步搭建了标准基本框架，并参照现已发布的粮食现有应用技术

方面的相关标准和法规，逐步修改、补充和完善标准内容。随后，征

求行业相关技术人员对调研了解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之后，起



草小组认真总结了意见和建议并进行修改，又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召开

了几次研讨，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标准内容，最终形成本征求意见

稿。 

4.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空调控温储粮技术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粮情检

测和质量检测、空调控温储藏的操作和管理、储粮进出仓操作和应急

处理等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一定隔热性能的高大平房仓、楼房仓、筒仓，

也适用于除面粉等粉质物料以外的优质稻谷等原粮控温储藏和大米

的成品粮储藏。 

4.1 标准编写格式和方法 

本规范的结构、技术要素及表述规则按 GB/T 1.1-200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制定的。 

4.2 标准的框架结构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基本要求……………………………………………………………..2 

4.1 仓房的基本要求……………………………………………………2 

4.2 粮食入仓基本要求…………………………………………………2 

5 粮情检测和品质检测………………………………………………...2 

5.1 温度检测……………………………………………………………3 



5.2 相对湿度检测………………………………………………………3 

5.3 虫害检测……………………………………………………………3 

5.4 品质检测……………………………………………………………4 

6 空调控温储藏的操作和管理…………………………………………4 

6.1 基本情况调查……………………………………………………….4 

6.2 制定管理方案………………………………………………………4 

6.3 仓房密闭隔热改造…………………………………………………4 

6.4 通风降温……………………………………………………………4 

6.5 粮面压盖……………………………………………………………5 

6.6 空调制冷控温………………………………………………………5 

6.7 低温缓苏出仓………………………………………………………5 

7 应急处理……………………………………………………………...5 

7.1 发热应急处理………………………………………………………6 

7.2 结露处理原则………………………………………………………6 

7.3 虫害处理原则………………………………………………………6 

7.4 霉变处理原则………………………………………………………6 

7.5 安全隐患处理原则…………………………………………………6 

附录 A （资料性） 华南地区控温工艺时机选择表…………………7 

5.编制组人员组成及工作分工、计划 

5.1 编写单位信息及分工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分工 

1 主编单位 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有 全面负责标准的研



限公司 究和编写工作 

2 主编单位 
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份有

限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负

责应用验证工作 

3 参编单位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负

责应用验证工作 

4 参编单位 广州市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负

责应用验证工作 

5 参编单位 河南工业大学 参与标准起草，负

责应用验证工作 

6 参编单位 广东新供销天润粮油集团

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起草，负

责应用验证工作 

5.2 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序

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联系 

方式 

分工 

（ 细 化

到 节 或

条） 

1 （主编）郭超 

广东省粮

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

公司 

高 级

工 程

师 

13430243080 

标 准 大

纲及 1、

2、3 节 

2 （主编）林乾 广州岭南 工 程 13602289812 标 准 大



穗粮谷物

股份有限

公司 

师 纲及 4节 

3 （主编）王丽娜 

广州岭南

穗粮谷物

股份有限

公司 

工 程

师 
13682211161 4 节 

4 

（参编验证组一）

张绍华、何东升、

陈亮、刘子立、陈

碧祥、高杰 

广州市粮

食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工 程

师 
020-83381058 

4.1至 4.2

条、6 节 

5 

（参编验证组二）

魏小运、王国杨、

赵方凯、田房房 

广州市粮

食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工 程

师 
020-83300741 7 节 

6 （参编）陈威 

广东省粮

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

公司 

高 级

工 程

师 

15902055319 5 节 

7 （参编）劳传忠 

广东省粮

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

高 级

工 程

师 

15902038360 5 节 



公司 

8 （参编）吕建华 
河南工业

大学 
教授 18623717782 7.1 节 

9 （参编）白春启 
河南工业

大学 

副 教

授 
18623719108 7.2 节 

10 （参编）冯继明 

广东新供

销天润粮

油集团有

限公司 

高 级

工 程

师 

18206663973 7.3 节 

11 （参编）李松伟 

广东省储

备粮管理

总公司东

莞直属库 

科长/

高 级

工 程

师 

13424797350 7.4 条 

12 （参编）于文江 

广东省储

备粮管理

总公司仓

储管理部 

科长/

高 级

工 程

师 

13533321784 7.4 条 

13 王智颖 

广东省粮

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

公司 

助 理

工 程

师 

18665669962 7.5 条 



14 何梦婷 

广东省粮

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

公司 

硕 士

研 究

生 

13939079305 7.5 条 

注：1.每项标准应指定一名主编，一名联络员，由主编单位人员担任; 

2.编制过程中起草人员发生变化，需递交变更申请。 

5.3 工作计划 

序号 阶段 进度安排 备注 

1 标准起草 2022 年 7 月 ～ 2022 年 9 月  

2 征求意见 2022 年 10 月 ～ 2022 年 11 月  

3 审稿审查 2022 年 12 月 ～2023 年 2 月  

4 报批发布 2023 年 3 月 ～ 2023 年 4 月  

编制经费预算总计   15  万元，其中：编制单位自筹   10   万

元，其他   5  万元。 

注：项目进度安排原则上依据大纲约定时间执行，确因实际情况需要调整的，

各阶段时间可互相调剂，但标准自立项至正式发布的周期为半年到一年。 

6.工作基础 

6.1 主编单位概况 

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0 年，是我省专门从

事粮食储藏与储粮害虫防治、粮油质量检验检测技术研究和应用、以

及承担粮食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等任务的省级粮食科研机构，

是“广东省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长单位，是“江苏省谷物智



能存储和品质提升技术创新联合体”成员单位。承担了近 400 项国家、

省市和国际合作等课题研究，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励超过 70 项，

成为引领全省粮油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2021 年 3 月从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管理调整为总公司管理。现有职工 32 人，其中

博士 1 人，硕士 11 人，高级工程师 5 人，高级技师 1 人，广州市珠

江科技新星 1 人。 

广州岭南穗粮谷物股份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 19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7 亿元，是华南地区综合规模较

大，集粮食采购、储备、贸易、加工、销售、物流及质量检测于一体

的现代粮食综合园区，是中国面粉加工 50 强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也是广州市区域性国家级粮食质量监督检测站所在地和全

国中小学爱粮节粮教育社会实践基地、2019 年广州地区最受欢迎科

普基地、广东省及广州市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等。仓储区有立筒库、

浅圆仓、平房仓、成品库、低温库、混合仓、楼房仓等多种仓型，共

有粮食仓容约 42.6 万吨，各仓型均按照储粮四合一技术和储粮智能

化技术配臵了先进的自动化装备，同时积极开拓生物防治、充氮、惰

性粉及多频段灯光害虫诱捕等绿色保粮技术的实仓应用。 

6.2 相关的前期研究基础 

（1）高大平房仓空调控温储粮温度控制及稻谷品质变化 

在某高大平房仓（长 60 m×宽 24 m）开展表层粮堆空调控温储

粮试验，空调仓仓温受气温影响较小，最高仓温为 25.2℃，最低仓温

为为 13.0℃；对照仓仓温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最高仓温为 31℃，



最低仓温为 12.8℃。空调仓在 5 月至 10 月期间的仓温低于外界气温，

维持在 25.0℃以下，比对照仓仓温高 1.9℃至 8.0℃。空调仓和对照仓

平均粮温变化均为先升高后降低，在 10 月份达到最高平均粮温。空

调仓平均粮温低于 25℃，维持在 15.4℃-24.2℃，而对照仓平均粮温

维持在 15℃-28.7℃，其中在 6 月至 12 月期间空调仓平均粮温低于对

照仓，最大可达 1.2℃。 

空调仓稻谷脂肪酸值呈现水平波动，对照仓稻谷脂肪酸值呈缓

慢上升趋势。空调仓稻谷脂肪酸值从 23.1mg KOH/100 g 升高至

24.9mg KOH/100 g，仅升高了 7.8%，而对照仓稻谷脂肪酸值从 22.8mg 

KOH/100 g 升高至 26.1mg KOH/100 g，升高了 14.5%。比较外界气温

高于 25.0℃期间空调仓和对照仓的脂肪酸值变化，经 SPSS17.0 T 检

验分析，相伴概率为 0.028 小于差异显著水平 0.05，这表明在 95%的

臵信区间内，空调仓与对照仓稻谷脂肪酸值变化差异显著，控温储粮

可以显著延缓稻谷脂肪酸值的升高。空调仓各层稻谷脂肪酸值呈现差

异。各层稻谷脂肪酸值从高到底依次为表层、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

其中表层稻谷脂肪酸值变化幅度最大，而中上层、中下层和底层稻谷

的脂肪酸值均低于 25.5mg KOH/100 g，各层之间变化幅度在 1mg 

KOH/100 g 左右。根据 T 检验分析，相伴概率为 0.604 大于差异显著

水平 0.05，这表明在 95%的臵信区间，表层稻谷脂肪酸值与其它层稻

谷脂肪酸值差异不显著。 

（2）成品粮仓库空调控温储粮粮堆入仓过程中心温度变化 

在某成品粮堆温度变化研究实验中，仓内空间温度设定 15℃，



入仓后粮堆中心温度在 21-23℃，粮堆外围温度为 19℃，经过 42d 粮

堆外围温度为达到 15℃，而粮堆中心温度仍维持在 20℃。 

（3）筒仓空调控温储粮温度变化及冷芯结构变化研究 

在汕头某库 Q4 仓 2021 年 3 月至 6 月粮堆温度数据分析，在气

温回升过程中，大直径筒仓 Q4 仓粮堆表层厚度为 2.5m 的粮层在 5

月份大体维持稳定的温差，即从粮面表层至粮面下 2.5m 的粮堆温差

大致维持在 5℃（简称 “平衡层”）。在常规储粮过程中，随着气温

的升高，粮堆平衡层的温度逐渐快速上升，并逐渐向下传递热量，而

控温储粮过程通过开启空调，在粮堆上层空间开启空调形成一个温度

为 25℃的空气层，延缓平衡层的温度变化。 

 
Figure 1 筒仓升温过程中表层粮堆 20-25℃呈     Figure 2 Q4 仓粮堆冷心变化示意图 

现的温度平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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