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农业科技管理(1)
 

2019,3
ISSN:

 

2661-3778
 

(Print)

玉米临储减损技术研究

李欢欢 王海玲 韩开同 齐洪海 闫成磊

黑龙江省粮食设计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摘要】分析了玉米临储环节的节粮减损现状以及造成玉米临储环节粮食损失的原因,通过调研,实验等明

确玉米临储的损失率,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完善、优化玉米暂存仓技术模式,降低玉米临储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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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4年7月31日国家粮食局发布了关于大力

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的通知(国粮发〔2014〕

160号)[1]。大力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是新

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迫

切需要,是贯彻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面实施

“粮安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各级粮食部门肩负的光

荣使命和政治责任。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截止2018年,中

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国内粮

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东北地区的土地面积

约1270700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8.3%,耕地面

积29726000
 

hm2,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84%。
年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左右。全国

商品粮大县前10名中的9个县分布在东北地区[2]。
由于国家粮食储备能力有限,库容不足,使每年生产

的粮食大约70%~80%分散储存在农民家中[3]。粮

食收获后,由于广大农民重视不够,农村储粮设施简

陋、储藏条件差、储粮技术落后、缺乏科学管理手段

等原因,粮食由早蚀、霉变、鼠害、畜禽糟蹋等因素造

成的损失较为严重,粮食储藏期间存在的巨大的损

失,正是我国粮食产后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据有关调查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储粮的损

失率一般在5%~10%,高于联合国粮家组织规定的

5%的储粮损失。然而,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之前的抽样调查,农户储粮损失最严重的是东北地

区,平均约为10.2%。
要想有效减少我国粮食产后损失,就必须健全

粮食产后管理体制,抓好储粮各环节,积极推广粮食

临储减损技术,增强农民的科学储粮意识,利用科学

技术实现科学储粮,最大限度地减少粮食储藏期间

的损失。

2 研究内容

2.1 项目选址
粮食主产区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保

障国家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考虑到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产粮大省,又是粮食产后损失较

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因此,我们的研究地点确定为黑

龙江省玉米主产区-巴彦县,并对该地区的玉米收

购农户进行实地调研与取样验证,采用问卷和面对

面座谈的方式对玉米临储方式、烘干方式及玉米储

藏过程中哪些因素可引起玉米损失等进行交流。

2.2 项目内容
本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实验分析

等方法,以降低玉米临储损失率为目标,通过调研黑

龙江省粮食示范区玉米临储损失的现状,明确现有

玉米产后临储的损失率,分析探讨对玉米产后临储

环节的主要影响因素,筛选、优化玉米暂存仓技术模

式,使玉米临储损失率降低3%-4%,最终提出玉米

临储环节减损的技术方案。
基于在玉米主产示范区产粮大县的巴彦县实地

调查数据分析,通过选取巴彦县农区以三种不同方

式储存玉米的3家农户,每户以1.5t玉米棒作为本

研究的实验样品,结合2018年11月~2019年5月

的气象资料,以及三种储存方式下的玉米损失率变

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储存方式是影响粮食

临储损失率的最主要因素。

3 临储现状

3.1 玉米临储方式
目前,农村储粮措施还比较简陋,绝大部分玉米

是带棒储存,经实地调查结果表明,现阶段农户储存

玉米的主要方式有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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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地趴粮”
“地趴粮”是一种粗放的、露天的粮食储存方式,

农民将收获的玉米堆放在自家庭院里晾晒,俗称“地
趴粮”。这种“地趴粮”的储存方式,容易造成粮食霉

变发芽,还会被老鼠和家禽偷吃,乃至坏粮的风险。
但多数农民仍以这种最简单、最快捷的传统方式来

储存玉米。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有90%的农户是以“地趴

粮”这种方式来储存玉米的。

3.1.2 简易木质小粮仓

木质的小粮仓,是农户用木头建起“玉米楼子”,
形状为长方形,长度7m~10m,宽2m,高3m,底部

垫起0.5m~1.0m。
这种储玉米的方式,棒堆孔隙度大,空气易于流

通,玉米呼吸量大,有助于散发粮堆的热量,使仓内

空隙的温、湿度与外界达到自然平衡状态。但是简

易木质粮仓没有标准的技术方案,实际操作中,围护

木条间距不一,堆积过多不利于通风而造成降水不

均,不能有效缓解玉米变质速度;高度不够,不能有

效防止鼠害造成的玉米损失;高度过高又不利于安

全;宽度过大,通风达不到标准,玉米霉变率不能有

效降低。
据问卷调查统计,仅有1%左右的农户以这种木

质小粮仓方式来储存玉米。

3.1.3 钢制玉米暂存仓

黑龙江省粮食局依托黑龙江省粮食科研所、黑
龙江省粮食设计院等单位,建立省级技术咨询团队,
农业专家专门设计了新型钢构脚手架式的“玉米

仓”,即“钢制玉米暂存仓”。仓体宽1.8m,长6m,高

3m,采用钢网结构,便于通风;上有仓盖板,防雨雪;
尺寸固定,安全性好,解决了玉米在存储中易发霉、
易鼠嗑等长期困扰农户的老问题。

这种新式“小粮仓”可以按设计图自建,按标准

建设验收合格。虽然这种暂存仓储粮方式让损耗率

大大降低,但据问卷调查统计,仅有9%的农户是以

钢制玉米暂存仓这种方式来储存玉米的,其中主要

原因是建设成本较高,很多农户不愿承担或承担

不起。

3.2 损失率
地趴 粮 在 12 月 至 次 年 1 月 的 损 失 率 为

1%-3%,12月至次年4月的损失率为7%-8%;
简易木质结构小粮仓与钢制玉米暂存仓的损失率为

1%-3%。

4 玉米临储环节损失因素分析

4.1 环境因素
4.1.1 粮堆的温度和湿度

(1)温度。温度是储粮的重要生态因子,没有一

种生物能完全不受外界温度的影响,更是影响粮食

劣变最主要的因素之一[5]。温度高,一方面会促使

粮食呼吸,加速内部物质氧化分解;另一方面,温度

达到一定程度后又会使蛋白质凝固变性。一般情况

下,春夏季节粮温逐渐回升,八九月份粮温升到最高

点;秋冬季节粮温逐渐 下 降;到 二 三 月 份 降 至 最

低点。
(2)湿度。由于粮食平衡水份的关系,粮堆孔隙

中空气湿度对粮食水分的影响很大[5],是影响粮食

劣变的另一方因素。粮食含水量增加,呼吸加快,劣
变速度加快。大气湿度在70%以下能抑制微生物的

繁殖。
(3)巴彦县平均相对湿度在66%,每年雨季

6-9月月平均湿度在75%左右,高温期与多雨期重

叠,高温高湿对储粮十分不利。

4.1.2 粮堆中微生物和病虫害

粮堆中的微生物主要是霉菌,不仅分解粮食中

的有机物质,而且有时还产生毒性的物质,因此,粮
堆中微生物的大量繁殖也是导致粮食发热,加速粮

食劣变的重要因素。

4.1.3 其他

在储存过程中,老鼠、家禽等生物的偷食也是造

成损失的重要因素之一。

4.2 人为因素
4.2.1 清除杂质

粮堆中的杂质直接关系到储粮品质的稳定性,
有些杂质,呼吸强度大,产生湿热多,并携带大量的

微生物、螨、害虫等,影响粮堆内的孔隙,从而影响粮

堆的散热、散湿,是粮堆局部霉变、生虫的重要因素。
储藏粮食的场所也要注意环境卫生,特别是装具周

围和顶部不能堆放杂物,地面不能有散落的粮食和

其他食物,以防外部害虫的滋生感染和老鼠的侵害。
然而,现实情况中,农户多数将玉米收获到家

里,没有去净玉米苞叶、夹带的秸秆等杂质,使粮堆

生虫、吸潮发霉,影响储粮品质的稳定性。

4.2.2 晾晒

日光曝晒不仅可降低粮食的水分,还可以杀灭

其中的害虫。利用收获后天气较暖的一段时间,把
玉米棒摊开,堆放在朝阳的地上晾晒降水,并经常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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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然而,很多农户只是把粮堆在院落里,翻动次数

较少,甚至从来不去翻动,导致粮堆发霉,大大增加

了储粮的损失率。

4.2.3 选择储粮的方式

在调研、实验过程中,农户选择“地趴粮”方式存

储玉米的占绝大多数,选择木质小粮仓的比率几乎

为零,而选择钢制暂存仓方式存储的也不到10%。
而损失率最大的也是“地趴粮”的这种存储方式。

综上所述,影响玉米临储环节损失的因素是多

方面的,要降低玉米临储的损失率,我们就要因地制

宜,提高临储技术,减缓粮食霉变的速度,技术方法

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1)降低粮堆的温、湿度;

2)积极改造仓储设施。

4.3 减损技术方案
4.3.1 实证分析

2018年12月,我们开展了玉米临储试验工作,
具体如下:

试验地点:巴彦县为民村后马家店屯;
试验对象:三家农户,分别为宋军国(地趴粮)、

宋志宪(简易木质小粮仓)、刘德喜(黑龙江省省粮食

局试点建设钢制玉米暂存仓),每户以1.5t玉米棒

作为临储试验品。
试验储存期: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
试验内容:第一种“地趴粮”存储,我们将玉米棒

分成三堆,每堆1.5吨,第一堆是玉米棒收获后直接

铺在院落地上,自始至终不进行翻动;第二堆是每月

翻动一次;第三堆是每隔半个月翻动一次;每隔10
天进行一次质量检测。

第二种“简易木质小粮仓”存储,选用1.5t玉米

棒,收获后直接存入木质粮仓内;每隔10天进行一

次质量检测;
第三种“钢制玉米暂存仓”存储,同样选用1.5t

玉米棒,收获后直接存入暂存仓;每隔10天进行一

次质量检测;
在存储期间对临储的玉米进行取样送检,委托

具有粮食检验资质的单位,对三种方式临储的玉米

进行检化验工作,检测项目分别为水分、容重、脂肪

酸值、生霉粒四项检测。取样送检次数共9次,样本

数量36个,获得检测报告36份。
通过检测报告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三种临储方式的玉米水分在存储期间变化

明显,玉米水分逐渐减小,水分由24%-14%,12月

至3 月 三 种 临 储 方 式 的 玉 米 水 分 接 近 均 为

22%-24%,3月-5月玉米水分开始逐渐减少,其
中木质仓、钢制仓比地趴粮的玉米水分更低,玉米更

干燥;
(2)三种临储方式的玉米12月至3月均为发生

霉变,3月-5月地趴粮开始出现霉变而且随着时间

逐渐增加,木质仓、钢制仓存储的玉米几乎没有霉

变。造成的原因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地趴粮没有通

风,并与地面长期接触受潮导致霉变;
(3)由于存储期较 短 容 重、脂 肪 酸 值 变 化 不

明显;
(4)通过临储期间的观察,地趴粮受鼠害较为严

重,木质仓其次,钢制仓受鼠害最轻,造成的损失也

最少。
通过对农户三种临储玉米方式试验,基本确定

三种储存方式的玉米损失率,地趴粮的损失率在12
至次年5月的损失率为7%-8%;简易木质结构小

粮仓与钢制玉米暂存仓的损失率为2%-4%;
通过以上实例分析,选择“钢制玉米暂存仓”临

储,不仅降水效果十分明显,为高水分玉米安全储藏

提供了新的途径,而且在节约能源,降低费用,减少

晒粮工时,减轻劳动强度,延长高水分玉米储藏时

间,降低粮食损耗,保持粮食品质,提高出粉率等许

多方面都有着十分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将进一步

优化和推广钢制的玉米暂存仓技术方案。
玉米临储试验数据表

编号 储存方式 初始存储日期

初始存储

玉米棒总

重量(kg)

试验折算

玉米粒总

重量(kg)

初始存

储水分

(%)

存储期

结束时

水分(%)

存储期

结束时

总重量

(kg)

存储结束

日期

损失率

(%)

1 钢制小粮仓 2018/12/12 1500 1245 21.1 12.9 1095.8 2019/5/24 2.8

2 木制小粮仓 2018/12/12 1500 1215 24.4 12.1 1009 2019/5/24 3.4

3 地趴粮(不翻粮) 2018/12/12 500 415 23.7 15.2 338.9 2019/5/2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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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储存方式 初始存储日期

初始存储

玉米棒总

重量(kg)

试验折算

玉米粒总

重量(kg)

初始存

储水分

(%)

存储期

结束时

水分(%)

存储期

结束时

总重量

(kg)

存储结束

日期

损失率

(%)

4
地趴粮(半个月

翻一次粮)
2018/12/12 500 415 23.7 14.7 346.2 2019/5/24 6.7

5
地趴粮(一个月

翻一次粮)
2018/12/12 500 415 23.7 16.3 347.6 2019/5/24 8.1

4.4 优化技术方案
综合上述结论,结合农村临储玉米的实际情况,

提出如下玉米临储技术优化方案,具体如下:

4.4.1 优化完善现有的农户玉米暂存仓

优化工艺设计增设仓门、增设通风管、铺设密致

钢丝网等,设计新型玉米暂存标准仓图纸,形成适宜

黑龙江区域特点(黑龙江玉米临储主要特点为农户

简易储存、储存期短、储存条件差)的新型玉米暂存

标准仓技术。优化设计如下:
(1)优化工艺设计增设仓门:现有的钢制玉米暂

存仓均无仓门,农民装仓、出粮困难,基本以人工为

主。在距仓底500mm处,增设800mm×800mm仓

门,仓门中间配400
 

mm×400
 

mm出粮口,装仓、出
粮作业均采用输送机作业,减少人工,减少玉米进出

仓损失,预计玉米临储损失率降低1%。

(2)优化工艺设计增设通风管、无动力风机:现
有的钢制玉米暂存仓一般为自然通风无通风管及风

机,长时间存储容易生霉。在仓中间横纵铺设D200
的通风管,通风管为钢制网片;在竖向通风管与屋面

的无动力风机相连,无动力风机采用D200型。通过

增设通风管及风机,减少玉米临储期间的霉变损失,
预计玉米临储损失率降低1%-2%。

(3)铺设密致钢丝网:现有的钢制玉米暂存仓一

般只有仓底部铺设大孔的钢丝网,造成装仓掉粒、鼠
害等损失。通过为全仓铺设15目的镀锌钢丝网。
减少成装仓过程中掉粒、存储期鼠害等损失,预计减

少玉米临储损失率2%-3%,。
在集成后的玉米暂存仓进行存储试验,通过对

玉米定期进行检化验,数据跟踪,实现玉米临储损失

率降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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