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６７．０６０
犅２０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犌犅／犜２２１８４—２００８／犐犛犗４１１２：１９９０

谷物和豆类

散存粮食温度测定指南

犆犲狉犲犪犾狊犪狀犱狆狌犾狊犲狊—犌狌犻犱犪狀犮犲狅狀犿犲犪狊狌狉犲犿犲狀狋狅犳

狋犺犲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犳犵狉犪犻狀狊狋狅狉犲犱犻狀犫狌犾犽

（ＩＳＯ４１１２：１９９０，ＩＤＴ）

２００８０７１６发布 ２００８１１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４１１２：１９９０《谷物和豆类———散存粮食温度测定指南》（英文版）。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本国际标准”改为“本标准”；

———将英文的小数点“，”改为“．”。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存荣、谢华民、唐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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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批量储存的粮食因其生理活动会产生热。热会使得粮食的温度升高，从而导致粮食的商业品质、

工艺品质和食用品质发生不可逆的劣变。因此，必须随时监测储存粮食的温度变化并对发生过热的粮

食立即采取通风和制冷等降温措施。

在散存粮食中，发热危害在初始阶段通常是局部的并仅影响少部分储粮。如不及时处理，将会向其

他部分扩散。尽管只是局部粮食发热，其后果也是严重的。会导致整批粮食的降价处理甚至根本卖不

出去。为了保持粮食品质并延长粮食的储存时间，经常检测粮食的温度是十分必要的。为达此目的，基

于大量测温点的温度监测是一项适用技术。

对于正确地通风制冷来说，测温仪器也是必需的。在寒冷气候下，可以逐步地把粮温降到５℃～

７℃。在０℃时，即便水分达到国际公认的最高限，粮食的生理活动也是很微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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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和豆类

散存粮食温度测定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立筒仓及其他粮仓中散存粮食温度测定的指导原则。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粮食　犵狉犪犻狀

谷物和豆类的籽粒。

２．２

散存　犫狌犾犽狊狋狅狉犲

大量的粮食在仓库内以非包装形式储存。

３　原理

在散存的粮食中放置一系列温度探测器，以监测或监视温度的变化。

４　仪器

根据粮仓的大小和形状，选择适当的测温仪器（系统）和安装形式。常见的有：

———小粮仓使用的便携式仪器；

———平房仓使用的半固定式或可伸缩式仪器；

———立筒仓使用的固定式仪器。

测温仪器（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

４．１　温度探测器

通常由一根或多根硬管或电缆（４．１．１）与一个或多个温度感应装置（４．１．２）以及他们的外部导线组

成，这些导线应套入硬管或电缆中。当探测器被埋在谷物堆里，其达到稳定的温度读数的时间不应超过

３ｍｉｎ。

制做探测器的材料应能防熏蒸腐蚀并能防止鼠类的侵害。

用出仓机出粮的平房仓应配置可伸缩的温度探测器。

　　注１：立筒仓中悬吊的电缆应固定在仓底，以防止装卸时移位。

４．１．１　硬管或电缆包裹材料：由玻璃纤维、金属或其他合适材料制成的有合适长度和直径的管子。用

于立筒仓的管子，应该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性来抵抗粮食进仓、出仓时产生的很大的拉力和压力。

　　注２：作用于管子或电缆上的力随着其直径、埋放深度和粮食的装卸移动而变化，最高拉力可达５０ｋＮ以上。较小

直径的管子可以减少固定点的张力并简化固定系统，较大直径的管子有较大的刚性，适用于较高的粮仓。

４．１．２　温度感应装置（热敏感元件）：包括一个热敏电阻或热电偶或阻抗温度计，或任何其他能测出

０．５℃ 温度变化的电子温度感应装置，其工作范围应从７０℃至当地环境的最低温度。

４．２　温度显示仪

可附带一个记录仪（参见附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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