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户科学储粮减损篇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

科技兴粮兴储
创新有你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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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户储粮与国家粮食安全有关吗？

农户储粮是我国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源头，农户储粮已成为我国粮食储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储粮的卫生及品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粮食储备和食品原料的安全，

并危及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如：粮食发生霉变，不仅数量损失巨大，而且霉变

的粮食会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强致癌物质，带来很大的食品安全隐患。因此，保持农户

储粮品质，减少农户储粮损失，不仅可以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

每个消费者的健康。同时也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守住管好“天下粮仓”等重要决策和要求的实际行动。

二、为什么要重视农户储粮减损？

由于多数农民缺乏科学储粮知识和技术，

储粮装具简陋、仓储设施条件差，虫霉鼠防护

措施少，专用装具缺乏，加之农户存粮数量

少、品种多，增加了储粮管理上的难度，造成

农户储粮减损空间巨大。只有重视农民的粮食

储藏问题，改善储藏条件，提高农户储粮技术

水平，才能有效减少农户粮食储藏损失，这相

当于开发了无形粮田，增加了粮食产量，是利

国利民的好事，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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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户储粮数量有多少？

我国农户存储的粮食虽然分散在

一家一户，但总数量非常大。在我国不

同区域农户手中的粮食数量不等，绝

大多数多数地区，农户家中都储存有

当年足够的口粮，如此估算，农户储粮

约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 ��% 以上。

五、农户储粮损失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国广大农村储粮设施较为简陋，农户一般采用简易的储粮装具，如编织袋、

砖仓、围席囤、地面散堆或简易玉米栈子等，防潮、防虫、防鼠及密闭性差，时常造成粮

食霉变、生虫、鼠食等现象；其次，粮食存放后管理粗放，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农户能定

期检查家庭存粮的品质状况，超过 ��% 的农户对家中存放的粮食采取放任的态度；

最后，储粮防治手段薄弱。农户们基本上都是靠经验进行粮食的虫、霉、鼠害防治，难

以达到理想效果。造成农户储粮损失的直接原因是虫、霉、鼠危害，所占比分别为：虫

害 ��％、霉害 ��%、鼠害 ��%。

四、农户储粮的损失高吗？

占中国粮食产量一半以上的农户储粮损失是非常惊人的，据统计，我国农户粮食

储藏期间的损失约为 �%-��％，个别地区损失率更高，全国的损失量巨大。因此出现

了田间增产、家中储粮减量，粮食增产未增收的状况，不但造成了农户的经济损失，也

从源头上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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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农户储粮减损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针对农户储粮损失的主要原因，减损的有效措施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精心挑选储粮装具（仓）。对储粮装具的基本要求是能够防潮、防虫、防鼠。

还要考虑进出粮方便，容量一般在 ���� 公斤左右较为适宜。另外，要兼顾装具的美观

和移动收藏的方便性。

二是，装粮前认真准备储粮装具。对储粮装具先内后外进行清扫，扫净残存的粮

食、杂质等。可采用日光曝晒杀虫的方法，将残存在装具中的储粮害虫全部杀死，安全

有效。经清理和杀虫处理过的装具应充分晾干或晒干后方可装粮。无论采用哪种装具

储粮，装粮前均应保证完整、清洁、干燥、无虫。经处理后的装具要尽快装粮，防止再次

感染虫害。

四是，整晒后的粮食要尽快入仓，避免粮食吸湿和害虫感染。同时储藏在同一装

具内的粮食要保证粮情一致，即不同品种的粮食分别储藏；高水分粮和低水分粮分

别储藏；有虫粮和无虫粮分别储藏；新粮和陈粮分别储藏。

五是，清理清扫储藏环境。储藏粮食的场所要注意环境卫生，室内物品要摆放整

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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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加强日常管理。做好粮情的日常检查工作，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保证

储粮的安全。在夏季高温季节，每周应检查一次，其他季节可以适当延长检查的间隔

时间。

三是，高杂质、高水分的粮食，入仓前要处理好。粮

食在收获时夹带的秸杆、灰尘、碎粒等杂质在粮堆中容

易生虫、吸潮发霉，影响储粮的稳定性。因此，粮食在入

仓前可采取风扬、过筛的方法将杂质清除干净。日光曝

晒不仅可降低粮食的水分，还可以杀灭其中的害虫。晾

晒粮食的晒场最好选水泥地面或房顶。沥青马路不宜

晾晒粮食，不仅影响交通，更严重的是可污染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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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农户储粮专用粮仓吗？

农户储粮的巨大损失已引起各级领导及行业管理、科技人员的高度重视，自“十

五”、“十一五”、“十二五”的联合攻关，在农户储粮专用仓具和配套技术等方面取得了

一批成果，特别是专用储粮装具受到农户的欢迎和好评，为减少农户储粮损失做出了

贡献。适合不同地域农户储粮的专用粮仓主要有钢板组合仓和钢网式自然干燥仓等。

钢板组合仓（简称钢板仓）。此仓在农户中应用最广，可以镀锌板、彩钢板和镀铝

钢板等卷制而成。钢板仓一般设计成多层套叠式（多为 � 层），即可方便进粮和仓的移

动，又可根据储粮数改变仓容量。仓盖可做成平顶也可造成锥顶，仓体接近底部处设

有出粮口，可方便出粮。仓的直径在 �.�-�.�m，高 �.�m 左右，仓容量 ���-����kg。

该仓经济、美观、使用寿命长，容量可调，进出粮方便，能防鼠、防潮，适合储藏安全水

分的稻谷、小麦和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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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骨架钢网式自然通风干燥仓。该仓以角钢或型钢为骨架，四周围以钢网，可建

成圆形和矩形，适用于东北地区农户高水分玉米穗藏和粒藏。农户收获后可将高水分

的玉米装入仓中，在冬春季节利用自然通风降至安全水分，玉米品质远高于经过机械

烘干的玉米。仓的尺寸可根据要求的仓容量设计制造，也可以在仓内易发霉处增加垂

直与环形水平通风管，并配以小型风机，在需要时采用机械通风，以解决玉米较长期

储存的发霉现象。该仓利用自然风源和太阳能进行自然通风干燥，易于安装拆卸，出

入粮、移动方便，穗储为主，兼顾粒储。防鼠雀、防霉、防散落，价格低廉，经济实用，使

用寿命长，在东北地区应用很广。

八、农户安全储粮如何防虫治虫？

农户储粮要加强害虫预防措施，提倡以防为主。主要措施包括：粮食入仓前必须

做好清仓消毒工作，以防害虫尸体残躯和蛹附着仓内壁，造成害虫的大量繁殖，给粮

食的安全储藏带来隐患；储粮装具应利于防止外来害虫的侵入；做好粮食周围的清

洁工作，切断害虫传播的途径，杜绝安全隐患。

农户储粮中的主要害虫有玉米象、赤拟谷盗、谷蠹、麦蛾等，还有其它数十种常见

的储粮昆虫及储粮螨类。若发现储粮生虫，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处理方法根据

季节和具体储粮条件尽可能采取物理杀虫方法，如：日晒、冷冻、压盖、过筛等，确保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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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农户储粮如何减低粮食含水量

北方地区玉米收获后的水分多在 ��% ～ ��% 左右，脱粒时间一般在 �� 月份。

这样高水分的玉米必须进行降水干燥处理，通常的干燥方法有以下两种：

玉米穗储自然通风干燥仓降水。将收获后的高水分玉米穗装入自然通风干燥仓

具（钢骨架钢网式自然通风干燥仓或玉米楼子、玉米栈子）中，利用北方冬季自然低

温、风力和太阳能，经过一个冬季的自然通风干燥降水，达到安全储藏水分。注意需要

将玉米穗苞叶去除干净后再装入器具中储存。经该仓干燥后的玉米色泽好，质量优、

损失小。

日晒杀虫宜在夏季高温季节采用，晒场最好是水泥面。如果天气允许，可连续曝

晒 � ～ � 天，一般情况下温度 ��℃左右持续 � ～ � 小时，即可将害虫全部杀死，但晚

上应将粮食盖好，以免吸潮。一定注意稻谷不能采用日光暴晒，以免影响品质。在寒冷

季节，可采用室外薄摊冷冻的方法杀虫。在早春、晚秋、初冬的低温季节，结合晾晒粮

食，选择合适筛孔的筛子，在空旷的场地进行生虫粮食的筛虫处理，可以有效除虫。压

盖粮面也可用来防治蛾类 ( 主要是麦蛾 ) 成虫。

粮食在收获后应及时进行干燥处理，降低粮食含水量，避免粮食发热、发芽和霉

变造成的损失。

�. 北方地区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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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机机械干燥降水。将脱粒后的高水分玉米，通过小型连续式干燥机或批式循

环干燥机烘干至安全储藏水分。

主要是自然晾晒降水。华北地区一般气候比较干燥，特别是在小麦收获的高温季

节，空气的相对湿度低，此时雨水也较少，所以多数情况下靠日晒可以将小麦的水分

降至安全水分。选择晴天或少云，温度高、湿度低，空气干燥天气，将高水分粮食出仓

摊晾。一般选择在上午气温升高的十点钟左右摊晾效果最佳。同时薄摊勤翻，向阳起

垄，增大粮食摊晒面积，可提高降水效果。收粮入仓时间不能过晚，最好在下午四点左

右粮温比较高时完成。

�. 华北地区小麦、玉米降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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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温度高、湿度大，给粮食的降水带来一定的困难。晾晒降水是最经济的

方式，晾晒时需注意稻谷耐高温性差，要避免烈日下高温暴晒，以免增加爆腰粒，加工

成大米后碎米多，品质下降。但遇到阴雨连绵天气时，可在稻谷入仓前拌入食品级防

霉剂缓解发霉现象，并可购置加装通风装置的钢板组合仓，入仓后打开仓盖，机械通

风，可有效降低稻谷水分，防止稻谷水分高容易发芽、生霉，确保储粮安全。

�. 长江流域稻谷的降水

十、农户储粮如何清除杂质？

粮食在收获时夹带的秸杆、灰尘、碎粒等杂质在粮食中容易生虫、吸潮发霉，影响

储粮的稳定性。因此，粮食在入仓前应尽量将杂质清除。风扬、风车、过筛等粮食除杂

方法是农户粮食清理的常用传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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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扬 可除去与粮食轻重不同的害虫、糠壳、秸秆、瘪粒、杂草种子、砂石等杂质。风

扬可用人力，也可用机械。

风车 在粮粒与杂质通过风车的时候，由于比重和形状不同，在风力的作用下，比重

轻的害虫、尘杂和比重大的粮粒分离。

过筛 利用粮粒与杂质大小形状不同的特点，选用适当大小的筛孔可将粮粒与杂质

分离。

十一、农户存粮怎样查粮情？

检查粮情时，首先观察粮食的色泽、气味儿是否正常，手抓起粮食看看散落性是

否良好，有无结块儿、霉变现象。

�. 感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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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插入粮堆，如果感觉凉爽，说明粮温正常；如果感到潮热，说明粮食已经发

热，应当立即采取处理措施。除感官检查外，也可以使用温度计或配合预埋电阻电缆

的电子测温仪检查粮温，如果粮堆内的温度明显高于环境温度，表明粮温已不正常。

�. 粮温检查

检查粮食的水分，可以用牙咬的方法，齿感较硬、费劲、咬断时声音清脆响亮、粮

粒断面整齐，说明水分符合要求。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快速粮食水分检测仪，检测粮食

的水分含量是否较入仓时有所升高。

�. 粮食含水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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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粮囤外部和粮堆表面有无害虫活动的迹象。然后从粮堆不同部位取样过筛，

检查粮食是否感染了害虫。

�. 害虫检查

观察粮囤外部和粮堆表面有无老鼠活动的迹象。仓体是否有老鼠咬过的痕迹，及

时修补咬破的孔洞。

�. 鼠害检查

十二、集约化大农户如何储粮减损？

大农户储存的粮食数量较多，管理不善损失更大。收获后应及时干燥入仓储藏。

不能及时干燥入仓的，也应尽可能采用科学储粮技术进行短期暂时储存。

在东北地区新收获高水分玉米穗（水分含量 ��% 以下）可采用大仓容钢骨架金

属网玉米穗仓（仓容 ��� 立方米）直接入仓储藏，利用冬、春季低温条件进行自然通风

降水，到第二年 � 月份左右降至安全水分，能够低成本实现玉米穗安全储存。注意储

粮仓基础应平整、牢固；粮仓应安装在通风良好处；在庭院安装方向应垂直于住房

或远离住房 �.� 米以上。如果新收获玉米穗水分高达 ��% 左右，可采用金属网钢骨

架玉米穗短期储存仓（仓容 �� 立方米）进行短期储藏（自收获后 � 个月以内），能够低

成本实现玉米穗短期安全储存。目前该仓有多种结构、仓容和设计形式，可根据实际

应用需求选购。

�. 大仓容钢骨架金属网玉米穗仓



十三、农村鼠类如何防治？

鼠类的适应性很强，从农村到城镇都有鼠类的活动。它不但偷吃粮食，咬坏家具、

衣物、咬断电线等，而且还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多种传染病。鼠害也是造成农户

储粮损失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治鼠害也是农户储粮减损的一项重要工作。鼠害防治措

施主要包括：经常清除杂物，搞好室内外卫生。把室内外鼠洞堵死、墙根压实，使老鼠

无藏身之地，才易被发现并便于捕杀；查鼠洞，摸清老鼠常走的鼠道和活动场所，为

下毒饵、放捕鼠器提供线索；保管好食物，断绝鼠粮，清除垃圾，迫使老鼠食诱饵；用

特制捕鼠用具如防鼠板、捕鼠笼、鼠夹、电猫、粘鼠胶等诱捕。要勤查捕鼠器械，保持捕

鼠器械干净、无异味；最后要特别提醒，如果用鼠药灭鼠，一定要购买国家规定允许

使用的鼠药，以免造成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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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双面热镀锌钢板和普通钢板制造，工艺分为装配式波纹钢板仓和焊接式

普通钢板仓。该仓结构坚固寿命长，并配套进出仓、清理、测温、测湿、取样、通风、熏蒸

等储粮装备，机械化程度高，粮食安全损失小，仓容可根据要求制造，一般在 ��-���

吨。适合于种粮大户和合作组织的粮食收购和储藏，可用于储藏安全水分的稻谷、小

麦和玉米，且杂质控制在 �% 以内才能装仓。

�. 大农户钢板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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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农户长期储藏的粮食有哪些基本要求？

要保证粮食长期安全储藏，不生虫、不发霉，待储藏的粮食必须做到“干、饱、净”。

干 刚收获的粮食含水量较高，一定要把粮食晒干之后再储藏。

饱 粮食的籽粒充分成熟、饱满、完整。未熟粒、干瘪粒、破碎粒越少越好。

净 杂质少。可用手工、风车、过筛、风扬等方法，除去粮食中的泥块、瓦砾、瘪谷、秸

秆、稻壳、玉米芯、草籽等杂物。杂质含量降至 �% 以下。

十五、新收的潮粮如何应急处理？

如果新收的粮食潮湿，恰遇阴雨天无法晾晒，又没有粮食降水设施设备，粮食很

容易发热发霉，损失巨大。此时可将潮粮摊晾在有空调或有电风扇的房间，利用空调

和电风扇降温降水后，用塑料薄膜覆盖粮堆，待天气晴朗后，拉到场院晾晒、干燥降水

即可短期保证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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