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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

障，关系人类永续发展和前途命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和责任大国，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

在全球化的今天，粮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战略武器。粮食

安全与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安全。

�.粮食储备的作用有哪些？

我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粮

食储备体系，做好粮食储备就是保障粮食供给的重要后盾，是

平抑粮价、备战荒年的重要举措，储备粮就像空气一样，平时

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每时每刻都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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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市场供求的“调节器”。粮食产量受粮食价格、气候状况、粮食政策等众多因素

影响，年度之间波动幅度较大，而粮食作为生活必需品，其消费刚性较强，因而必须通过

“储备”调剂年度之间的余缺。

二是救灾应急的“蓄水池”。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灾应急历来是政

府储备粮食的重要功能。

三是战略安全的“保护伞”。粮食安全在我国始终是个战略问题，而储备粮则是维护

我国战略安全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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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中长期形势是什么？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维持紧平衡态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

也不能放松。从需求形势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均口粮消费将稳中略降，饲料和工业

转化用粮消费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长，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因此节粮减

损是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何保障粮食常储常新？

这么多粮食储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呢？这些仓房外观和内部是什么样子呢？

储备粮仓主要有平房仓、浅圆仓、立

筒仓和楼房仓等，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储

藏，要求其具有一定的防潮性、隔热性和

气密性。粮食在仓内可以散装和包装。



每一粒粮食都是有生命的，存放一定时间，品质自然

会下降。因此，储存一定时间就要推陈储新，稻谷、玉米每

� 至 � 年就要轮换一次，小麦每 � 至 � 年就要轮换一次。

每年将接近或达到储存期限的粮食出仓销售，同时购入

符合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进行储备，通过这种常

年购销轮换的模式，保证储备食常储常新。

�.粮食仓储如何降低损耗？

粮食出入仓过程及储藏期间由于粮粒正常的生

理代谢、虫霉感染及作业中不可避免的撒落等原因，

造成一定的损耗，除了加强储备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外，现代粮仓已实现科技储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的机械通风、谷物冷却、环流熏蒸、粮情测控等储

粮‘四合一’技术已成为国有粮库标配，近年来低温储

粮、内环流控温储粮、气调储粮、横向通风及有害生物

的非化学防治等升级技术，也已广泛推广应用，每个

国储库都安装有作业监控、粮情监控、粮库安保视频

系统，每个仓房安装有数百个粮情传感器，多种“黑科

技”确保储粮安全，科技储粮技术的综合应用可将储

粮损失有效降低至 �% 以下。目前，中国储粮技术及

管理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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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储粮生态区域是如何划分的？

第一区： 高寒干燥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青稞、春小麦、冬小麦；空气稀薄，太阳能、风能资源极为丰富，寒

冷、干燥，是储粮最适宜区域。

第二区：低温干燥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春小麦、冬小麦、玉米；全国最干旱地区，日照充足，寒冷、风力大，

适宜低温储粮。

第三区：低温高湿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春小麦、玉米、大豆；“冷、湿”是其气候特点。

第四区：中温干燥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冬小麦、玉米、大豆；冬季寒冷干燥为储粮有利条件、夏季高温多

雨为不利条件。

第五区：中温高湿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单、双季稻、冬小麦；夏季高温、高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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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重视农户储粮减损？

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和农业科技的发展，粮食的单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手中渐

渐有了余粮。农民家庭储粮已成为我国粮食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储粮的安全问题

也直接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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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储粮损失较大，甚至可能出现粮食增产未增收的现象，也从源头上影响粮食质量安

全。造成农户储粮损失的主要原因是虫害损失、霉变损失、鼠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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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农户储粮损失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根据农户储粮损失的主要原因，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可有效减

少农户储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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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考虑进出粮方便，容量一般在 ���� 公斤

左右较为适宜。另外，还要考虑装具的美观和移动收藏的方便性。无

论采用哪种装具储粮，均应保证完整、清洁、干燥、无虫。

第六区：中温低湿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单季稻、冬小麦、玉米；冬暖夏热，降水较多，日照少、湿度高。

第七区：高温高湿储粮区

主要粮油作物为双季稻、单季稻、冬小麦、玉米；降水多，相对湿度 ��% 左右，是我

国最“湿、热”的地区，储粮难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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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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理后的装具要尽

快装粮。在装粮之前要将装具封好，防止外界害虫感染。

三是，入仓前彻底处理粮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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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在入仓前应尽

量将杂质清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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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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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后对身体有害，有

条件的可用便携式快速水分测定仪检测粮食的含水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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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整晒后的粮食要尽快入仓，避免粮食吸湿和害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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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日常管理。做好粮情的日常检查工作，可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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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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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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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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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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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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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新收的粮食潮湿，又恰遇阴雨天无法晾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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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的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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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收潮粮的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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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家庭存粮的常见问题是什么？

粮食作为每家餐桌上主食，普通消费者家里一般都不会囤积

太多，但是一定会储存少量成品粮，保证全家一日三餐之用。家庭

消费的成品粮主要是米面油，它们加工时被除去了保护层—壳、

皮，储藏稳定性变差，更易于生虫、发霉、品质变化。虽然每家的储

量不大，储存期也不会太长，但是储存不当也会造成一定的损耗，

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过家里的粮食生虫、发霉、变色、变味等现

象，而且很多时候会感到束手无策，如此每家粮食的损失总和也

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如何解决家庭存粮的常见问题？

虫是喜温的，所以防虫首要考虑控温，尽可能将粮食放置在

家中背光、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以防生虫。北面的阳台是个不

错的选择，但要注意防潮；也可以采取缺氧防虫，如：可将粮食

放在真空袋中，然后抽真空缺氧储藏，可有效防虫；或可将家里

的空油桶或大的饮料瓶刷洗干净，然后把杂粮、豆类、大米装进

去，拧紧瓶盖阻止氧气进入，每次取用粮食后，一定要保证密封

好，可起到很好的防虫效果；还可以利用一些具有驱虫防虫作用

的调料防虫，将一些含有挥发油和浓烈香味的植物，如花椒、八

角、胡椒、生姜、大蒜等装入纱布袋中，埋在粮食内或撒在粮面上

均可取得一定的防虫效果。

如果粮食生虫如何处理呢？可将生虫的粮食摊晾日晒或过筛

除虫，量少时，也可将粮食放在冰箱的冷冻室或冰柜中采取冷冻

杀虫。但是大米存放期间如果生虫，应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摊开，然

后过筛除虫，不能放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及口

感变差。

首先是防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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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发霉主要是滋生霉菌而引起的，而霉菌是喜欢潮湿的，

所以要做到防潮、干燥就可以预防粮食发霉。小麦粉吸湿性强，储

存期间很容易受潮发霉、结块，储存时尽量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

方，还要注意控制环境湿度，住在一楼或单层房子的消费者，小麦

粉不要直接放在地板上，可在地板上垫一些防潮隔湿的材料或物

品作为隔潮层，再放置小麦粉，这样可保持干燥，以免发霉。采取

密封性和防潮性好的容器装粮食，注意取用后的密闭也可有效防

潮防霉。

其次是防霉问题：

粮食本身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又容易滋生虫霉，因此品质

很容易发生变化，如：结块、变色、变味、口感变差等，储藏期间保

持储藏环境的低温、干燥、避光和密闭均可达到一定程度的保质

保鲜效果。

目前市场销售的成品粮多为小包装形式，大米多为抽真空的

小包装，早期也有抽真空充二氧化碳的胶实包装，近年来超市也

出现了大量的真空小包装杂粮。真空包装中没有氧气、水分，可有

效防虫、防霉、防氧化和防粮食返潮，所以一般来说真空包装的成

品粮不仅保质期较长，而且品质稳定。由于面粉颗粒很小，抽真空

有一定的难度，所以通常封装好的小包装面粉袋中还有空气，因

此面粉小包装的保质期稍短于真空包装。传统的成品粮小包装材

料多采用编织袋、普通塑料袋、复合塑料袋等，而高阻隔膜、纳米

防霉保鲜膜、多层纸质等一批新型粮食小包装材料正在我国推广

应用，这些新型粮食包装袋，利用其自身良好的气密性、防潮性、

吸湿性和防虫防霉特性，可达到延长保质期、保鲜、保香、防劣变

等效果，减少了粮食在运输、销售和消费环节的损失和浪费。消费

者在购买家庭常备的大米、小麦粉及小杂粮时，可优先考虑小包

最后就是粮食的保质保鲜问题：

装或真空包装的产品，在家中保管期间尽可能不破坏其真空负压状态，并在必要开袋取

用粮食后，尽量排空袋中空气，保持密封状态，以保证粮食的品质，延长安全储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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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社会倡导节粮减损，还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

爱粮节粮意识，抑制不合理消费需求，减少“餐桌上的浪费”，形成

科学消费、健康消费、文明消费的良好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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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