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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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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推进高标准粮仓建设，支持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加强

高标准粮仓项目决策和建设管理，充分发挥投资效益，进一步提

高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和技术应用水平，推动粮食仓储设施建

设和仓储管理高质量发展，确保粮食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特

制定本要点。

本要点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遵循节地、节能、节材原则，聚

焦储备仓型，以提升粮食储备仓房隔热气密等性能、强化绿色储

粮技术应用和提高设施及装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为思路，以智

能控温、智能通风、智能气调等为技术途径，建设绿色智能储粮

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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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要求

第一条 高标准粮仓是指具有良好的仓房保温隔热、气密等

建筑结构性能，采用节能环保型建筑材料，配套先进适用的绿色

储粮技术和工艺、环保高效的进出仓接发、清理设施设备，采用

信息化、智能化装备，实现储存期间粮情稳定可控，促进粮食保

质保鲜、长储长新的储备用粮仓。

第二条 本要点明确了高标准粮仓建设的总体要求、仓房建

筑、接发与储粮工艺、电气与自控、信息化系统与综合布线等内

容，为高标准粮仓建设项目的咨询、设计提供依据。

第三条 本要点根据我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以及

技术发展新趋势，重点提升仓房建筑、进出仓工艺、绿色储粮工

艺、信息管理系统等技术要求。要点中未规定的内容，按《粮食

仓库建设标准》（建标 172-2016）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GB/T

29890）等现行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第四条 本要点适用于新建的平房仓及浅圆仓（大直径筒

仓，下同）储备仓型，其他类型的新建粮仓以及既有仓房改造参

照执行。

第二章 仓房建筑

第五条 高标准粮仓仓型应选用具有良好保温隔热及气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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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平房仓和浅圆仓。在满足储粮品质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

用机械化及自动化程度高、占地少、气密性能好的浅圆仓。

第六条 仓房装粮高度应结合结构安全、储粮安全、进出仓

工艺、工程造价及作业安全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七条 仓房内墙面、地面及顶棚应采用对粮食无污染的环

保节能型建筑材料。

第八条 应根据不同储粮生态区采取有效的保温隔热措施，

防止仓房围护结构内表面（含热桥部位）出现结露；屋面保温隔

热措施可采用架空屋面、吊顶等形式。

不同储粮生态区仓房墙体及屋面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符合

表 1 规定。

表 1 不同储粮生态区仓房墙体、屋面传热系数（W/m
2
·K）

储粮生态区 墙体传热系数 屋盖传热系数

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 0.59-0.70 ≤0.5

第四区、第六区 0.53-0.58 ≤0.4

第五区、第七区 0.46-0.52 ≤0.35

注：浅圆仓仓壁可根据不同储粮生态区、储粮品种等因素综

合确定

应加强包括门窗、孔洞等重点部位的保温隔热措施。挡粮门

应具有保温功能；架空浅圆仓钢锥斗的仓底板或仓下层应采取隔

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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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外墙及仓顶宜采用高反射率涂料或其他新型隔热

材料。保温隔热材料燃烧性能不低于 B1 级。屋面、墙体外保温

工程应符合《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标准》（JGJ144）、《硬泡聚氨

酯保温防水工程技术规范》（GB50404）等相关标准、规范。

第十条 仓房屋面防水等级应不低于 I 级；平房仓内墙面及

地面、落地浅圆仓地面应采取有效的防潮措施。

第十一条 仓房气密性应满足或高于《粮油储藏平房仓气密

性要求》（GB/T25229）、《粮食立筒库设计规范》（LS8001）、《二

氧化碳气调储粮技术规程》（LS/T1213）等相关标准要求。屋（仓）

顶、墙体、门窗、设备孔洞及接缝处等应采用环保、耐候性能好的

材料进行密封、气密技术处理。门窗、设备孔洞应设置双密封槽。

平房仓气密性应满足《粮油储藏平房仓气密性要求》

（GB/T25229）规定的 500Pa 的压力半衰期要求，其中：气调平

房仓压力半衰期不低于 240s；非气调平房仓压力半衰期不低于

100s。

气调浅圆仓 500Pa 的压力半衰期空仓应不低于 300s；非气

调浅圆仓 500Pa 的压力半衰期空仓应不低于 120s。

第十二条 平房仓可根据所在区域的太阳能资源禀赋，选择

合理模式，建设或预留光伏发电设施。光伏板的安装应便于仓顶

维修和光伏板循环利用。

第十三条 浅圆仓宜根据使用需求在工作塔等配套设置电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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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接发与储粮工艺

第十四条 接发工艺装备的能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1.汽车接发作业时，平房仓单线作业能力不应低于 100 吨/

小时，浅圆仓不应低于 200 吨/小时。

2.火车或船舶接发作业时，宜与铁路或码头装卸作业能力匹

配。

第十五条 根据汽车、火车、船舶等不同接发粮方式，确定

接发工艺流程及设备，满足减损降耗要求，确保作业高效顺畅、

人员安全、环境友好。

第十六条 应配置自动扦（取）样、快速检化验、自动计量、

清理、除尘、输送等作业设备。

第十七条 卸粮接收作业宜配置自动卸车（船）系统，满足

不同模式的接卸作业要求。粮食发放作业宜满足定量发放要求。

进出仓应配置抑尘设备或采取抑尘措施。

第十八条 设备配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1.输送设备应满足低破碎、易维护要求，固定式输送设备应

满足全密闭要求，移动式输送设备应采取密闭措施；

2.清理设备应满足入仓含杂控制指标要求，且自带粉尘控制

功能或配备粉尘控制系统；

3.应配备通风除尘系统，设置粉尘防爆、减震降噪设施；

4.宜配备真空清扫系统或移动式真空清扫设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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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房仓宜采用衔接便捷的自行走移动式机械设备或固定

式与移动式相配合的机械设备，宜配置平仓作业设备；

6.浅圆仓宜采用固定式的机械设备，配备完善的现场安全保

护装置；

7.浅圆仓应配置入仓防分级或降碎装置。

第十九条 储粮工艺应遵循智能监测、绿色防治原则，根据

储粮品种、气候条件等因素，组合应用储粮工艺技术，包括粮情

测控技术、智能通风技术、有害生物绿色综合防治技术、制冷温

控技术等。

第二十条 粮情测控系统应具备检测仓房和粮堆温度、湿度

的功能。可根据实际需求配置多参数粮情测控系统。

第二十一条 智能通风应具备温度控制、湿度调节功能。

第二十二条 有害生物绿色综合防治宜采用智能氮气气调、

二氧化碳气调、惰性粉、多杀菌素、诱捕等绿色防治技术或生物

药剂，减少或不使用化学药剂。

第二十三条 应采用控制粮堆温度和控制粮面温度相结合

方式。平房仓粮食静态储藏期间粮温应满足《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T29890）规定的准低温储藏要求，浅圆仓宜满足准低温储

藏要求。

第二十四条 宜根据区域特点、仓容规模、运行成本、管理

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选用风冷、水冷、蒸发冷却、地源冷却等

方式。不同储粮生态区的控温方式可参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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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储粮生态区的控温方式

储粮生态区 控温方式

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

第四区

通风降温系统+内环流控温系

统；空调控温选配

第四区、第五区、第六区、

第七区

通风降温系统+空调控温系统+

谷物冷却系统

注：第四区根据实际需求确定控温方式

通风及制冷控温装置应采用节能、环保型设备。

第四章 电气与自控

第二十五条 储粮技术各控制系统单元数据应实现互联互

通、相互兼容等要求。

第二十六条 单位仓房（廒间）宜设置一体化控制终端集控

箱，控制仓房内粮情测控系统、通风系统、内环流系统和制冷控

温系统，具有与智能出入库系统相联通的电子货位信息扩充功

能；可配置工业触摸屏，具备自动/手动相互切换功能。

终端集控箱内应装设分区、分类、分项、分仓（廒间）计量

装置（如工艺设备、通风系统、照明系统等），并应具备能耗分

析及数据通信功能，使用符合行业标准的物理接口和通信协议。

第二十七条 宜采用节能型LED光源及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实现远程及分区控制等功能，灯具防护等级应满足《粮食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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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17440）以及《爆炸危险环境电

力装置设计规范》（GB50058）的要求。

平房仓内灯具宜沿墙均匀布置，灯具与粮面的净距不应小于

1m。

第五章 信息化系统与综合布线

第二十八条 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应与储备仓工程建设同步

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第二十九条 信息化系统应具有安全性、可靠性、可维护性

和可扩展性，做到技术先进、经济适用。

第三十条 信息化系统应包含以下功能：仓储业务管理、仓

储作业管理、粮情测控、智能安防、智能出入库管理和智能监管。

第三十一条 应配置统一的集成控制平台及智能粮库在线

监测平台；应配置纳入全国粮食储备布局地理信息系统、省级粮

食信息管理平台和政府储备库存监管应用系统接口。

第三十二条 网络综合布线基于双绞线和光纤技术，建筑群

及每个仓房之间的网络主干线应采用铠装单模光缆，能够支持数

据通信、语音通信、多媒体通信、视频、图像以及各种控制信号

的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