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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时期，国家将新增高标准仓容 2 000 万 t。在前期编制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

点和标准规范的基础上，提出高标准粮仓建设的具体要求，包括仓房建筑性能优良、接发工艺先

进适用、储粮工艺绿色生态、库区管理数字智慧、作业运行安全环保、土地利用集约高效等；根

据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论述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仓房

性能优质、技术装备先进、运营管理高效、布局结构合理、环境生态友好等五个方面。以建设高

标准粮仓为契机，推进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对提升粮食仓储设施现代化水平和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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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 million tons of well-facilitated grain storage granary (WFGSG) will be finished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ompiling the technical point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WFGSG, including excellent building performance, advanced loading 

and unloading processes, green technology of grain storag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afe and friendly 

operation, intensive land use.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grain storage facilitie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five aspects, including 

high-quality warehouse, advanced equipment, efficient management, reasonable layout,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FGSG as an opportunity, promotion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warehouse facilities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grain 

warehouse facil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and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in a higher level, 

higher quality, more efficient, more sustainabl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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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1]；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

施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

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粮

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仓

储设施是粮食储备安全的重要载体。加强粮食仓储

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是

实施粮食宏观调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储备设施建设

工作，粮食储备设施被列为“十四五”规划《纲

要》经济安全保障工程的重大工程之一，建设高

标准粮仓是“粮食储备设施”的首要任务[3]。为了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国家粮食行

业主管部门提出，“十四五”时期新增高标准粮仓

仓容 2 000 万 t[4]。因此，以建设高标准粮仓为契机，

推进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标准粮仓的定义及要求 

1.1  高标准粮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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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化、智能化

技术，实现粮食保质保鲜、长储长新的储备粮仓。 

1.2  高标准粮仓要求 

1.2.1  仓房建筑性能优良 

文献研究表明，储粮安全与仓房的保温隔热、

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性能密切相关，气温、仓温、

粮温相互影响，气温对仓温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仓

房的保温隔热性能，而保温隔热性能又与其气密

性紧密相关[5]，且仓顶保温隔热性能是影响仓温

的主要因素[6]。 

针对仓顶、墙体、门窗、地面、孔洞、变形

缝、施工缝等不同部位，采用高聚物改性沥青防

水卷材等新材料、双层屋盖等新技术、喷涂高反

射率涂料等新工艺，新建仓房对屋面优先采用整

体现浇工艺，对围护结构提升保温隔热能力，强

化仓房整体的防水防潮、保温隔热、气密性等关

建性能，使不同储粮生态区仓房围护结构传热系

数、气密性分别满足《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

（试行）》相关指标要求[7]。 

1.2.2  接发工艺先进适用 

顺应粮食“四散化”“集装化”发展趋势，配

套自动扦（取）样、自动初检、自动计量、磁选、

清理、输送、除尘等工序及设备，采用智能取（扦）

样系统、自动初验系统、无人值守车辆计量系统、

远程装车发放系统，以及液压翻板、集装箱翻转

机等作业设施，可以优化接发和清理工艺，提升

设备性能，解决粮食收储中转环节作业效率低等

“卡脖子”问题。 

1.2.3  储粮工艺绿色生态 

绿色储粮是以粮堆生态学为基础，采用特定

的储藏技术，使粮食在储藏过程中保持安全、无

污染、优质、营养的储粮方式[8]。以绿色仓储为

抓手，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综合运用气调技

术手段，合理选择应用制冷控温、内环流控温、

横向通风集成等技术，以及惰性粉防治、多杀菌

素防治、害虫诱捕等物理、生物等防治方法，实

施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实现绿色储粮。 

1.2.4  库区管理数字智慧 

粮库信息化系统包含智能出入库、智能仓储

管理、智能仓储业务管理、智能安防、三维可视

化、集成平台等。 

按照粮食仓库信息化标准规范建设高标准粮

仓，综合应用数字孪生、区块链、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5G 等信息技术，提高信息化整体

水平，形成“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深度融

合，建立“一网通、一张图、一张表”共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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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粮情感知、分析预测、远程监控、专家诊断

及相关业务数据等处理系统高效；政务一体化服

务、储备动态监管、应急指挥调度、安全风险监

测预警、质量安全追溯、粮食企业信用服务等应

用协同运行。 

1.2.5  作业运行安全环保 

粮食仓储行业作业安全、运行环保是保障粮

食安全的重要因素，不仅事关粮食的储存安全、

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与粮食供给安全、粮食产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9]。按照相关安全

标准规范，优先选用破碎率低、密封性好、动耗

低、安全可靠、作业便捷、维护方便的设备，配

备完善的现场安全保护装置（含分布光纤测温装

置）；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配备抑尘发放装置、

粉尘控制系统及真空清扫装置，设置粉尘防爆、

减震降噪技术措施；采用绿色储粮技术，实现药

剂减量增效、仓储作业环境友好。充分利用太阳

能光伏发电、地源冷却等清洁再生能源，优先采

用绿色建材和节能环保型产品，落实碳达峰、碳

中和要求，实现降低能耗、节能减排目标。 

1.2.6  土地利用集约高效 

节约用地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随着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

进，土地资源供给边界越来越窄，承载力越来越

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十分必要。在符合相关设

计标准规范，确保储粮安全条件下，合理选择浅

圆仓、高大平房仓，目前，浅圆仓单仓仓容已突

破 1.0 万 t；高大平房仓装粮高度已达 8.0 m。 

2  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现状及存在的主

要问题 

2.1  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现状 

粮食仓储设施是“产购储加销”全产业链的

中心支点，推进“五优联动”、“三链协同”的有

力支撑，是构建大国粮食储备体系和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 

2.1.1  粮食仓容规模稳步增长 

唐柏飞认为，新中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经历

了照搬学习、积极探索、壮大发展、优质提升四

个阶段[10]。上世纪九十年代，利用世界银行贷款

和三批国债投资建设粮库，在探索发展中粮食现

代仓储体系初步形成[11]；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

更好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

作步伐进一步加快，国家先后实施“危仓老库”

维修改造、“粮安工程建设规划”、“智能粮库”、

“粮食调控和应急保障设施专项”、“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仓储设施专项”等工程，“大国粮仓”根基

更加坚实，粮食现代仓储体系基本形成。2021 年，

我国粮食标准仓容突破 7 亿 t，完好仓容也超过

6.8 亿 t，与 2012 年相比，分别增长约 60.8%、

76.4%，且完好仓容与我国年粮食产量基本相当

（如图 1）。 
 

 
 

数据来源：粮食行业统计资料。 

Data source: Statistical data of grain industry. 

图 1  粮食标准仓容和完好仓容 

Fig.1  Standardized and intact capacities of  
grain storage granary 

 

2.1.2  绿色储粮技术广泛应用 

从“十五”开始，我国粮食储粮工艺就按绿

色生态低碳方向发展[12]。首先，集成智能粮情检

测、低剂量环流熏蒸、智能通风和高效谷物冷却

的“四合一”储粮技术在全国粮库大规模推广，

降低储粮损耗，改善粮食品质，减少化学储粮药

剂用量，提高粮食储备安全水平，为加快推进绿

色生态低碳储粮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13]。目前，

随着储粮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集成横向通风、

负压分体式横向谷冷通风、多介质环流防治储粮

害虫（包括横向充氮气调、食品级惰性粉气溶胶

防虫、磷化氢环流熏蒸）和粮情云平台多参数检

测系统的“四合一”升级新技术已在高大平房仓

中进行示范应用，为我国高大平房仓实现机械化

进出粮作业，为绿色储粮、节能增效，提升粮库

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推广仓

容超过 200 万 t[14]。其次，以氮气气调储粮、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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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准低温储粮为典型的绿色生态储粮技术应用较

快，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21 年，我国氮气气调

仓容、低温准低温仓容分别达到 4 152 万 t、16 012

万 t，与 2016 年相比，分别增长约 67%、60%（如

图 2）。再者，北方“内环流”控温储粮、南方“气

调+控温”储粮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储粮害虫惰性

粉物理防控、捕食螨生物杀虫、光诱捕等生物综

合防治进入阶段性示范。据不完全统计，内环流

控温储粮技术及食品级惰性粉防虫技术应用仓容

都分别超过 2 000 万 t[15]。 
 

 
 

数据来源：粮食行业统计资料。 

Data source: Statistical data of grain industry. 

图 2  气调储粮和低温准低温仓容 

Fig.2  Capacities of controlled atmosphere storage and 
low-temperature storage of grain granary 

 

2.1.3  智慧仓储管理不断创新 

国家粮食行业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粮食仓储信

息化工作，相继发布了粮食行业信息化专项规划、

规范和推进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家与省级管理平台系统互联互通和数据互通共享

技术规范等文件；颁布行业信息化标准多项。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

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要求大力培育

数字经济新业态，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些为

指导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工作提供行动指南。 

随着互联网、智能化、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

展，以及在粮食行业的创新应用，以浪潮、华为

为代表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商，依托自身强大

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积

累，在推动粮食仓储运营和管理的智慧化、数字

化转型方面，不断总结、优化、提升，纷纷推出

与运营深度融合、管理高效协同的智慧粮食仓储

管理系统或平台，涵盖粮食大数据、智能运营决

策、储备粮业务管理、粮食收储管理、粮食资金

管理、粮食质量追溯、智能粮库建设、智能仓储

作业、远程行政监管、电子政务、粮食电商等功

能板块，实现了粮食仓储管理的可视、可感、可

控、可防、可联，为智慧粮食仓储管理业务的评

价、分析、预测、处理提供科学支撑。 

2.2  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粮食仓储设施建设

成就巨大，储粮技术进步成绩斐然，仓储管理水

平成效显著，储粮条件明显改善，为保障国家粮

食储备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如此，我国粮

食仓储设施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仓房设施

的性能功效有待升级，仓房保温隔热、气密、防

水性能需进一步完善，与之相关的仓型选择、围

护结构形式、孔洞等细部结构做法、保温隔热及

防水材料等方面研究有待加强[16]；二是氮气气调

仓容、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占比较低（分别为

5.6%、22.6%，2021 年统计数据），制约绿色储粮

技术的应用，与“优粮优储”需求不相适应；三

是仓型构成不尽合理，平房仓占比过大，粮食进

出仓自动化、机械化程度较低，作业环境与创建

绿色生态粮库存在较大差距；四是局部仓储设施

闲置、缺口现象并存，布局、结构尚需优化[17]。 

3  我国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 

国内学者对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大量

研究[18-21]，但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研究较少。

纵览粮食仓储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

结合从事粮食仓储设施工程项目的设计经验，

以及编制高标准粮仓建设技术要点和标准的体

会，笔者认为，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主要体现在仓房性能优质、技术装备先进、

运营管理高效、布局结构合理、环境生态友好

等五个方面。  

3.1  仓房性能优质 

仓房性能优质是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粮食具有热敏性和吸湿性，高温、高湿环

境易造成粮食品质下降，引起粮堆的发热霉变，

危害粮食储存安全。因此，仓房作为粮食储存保

管的重要硬件设施，在结构安全前提下，应进一

步强化保温隔热、防水防潮以及气密性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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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装备先进 

技术装备先进是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接发和储粮工艺技术装备机械化、自动化、

智能化是仓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加强散粮

及集装单元化接发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储备仓库、

运输方式（模式）、中转设施之间高效衔接，提升

多式联运接发效率；引领储粮工艺及装备研发与

应用，可以推进不同区域不同储粮工艺的高效集

成，提升粮食仓储绿色生态水平。 

3.3  运营管理高效 

运营管理高效是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实施粮食仓储作业动态实时智能监测，以

及粮食仓储管理系统（平台）的智慧集成，持续

推动仓储智能化，促进信息技术与储备业务深度

融合，可以达到成本效益的综合平衡，提高粮食

仓储运营管理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粮食仓储企业

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3.4  布局结构合理 

布局结构合理是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

选择。随着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消费向城市

群聚集，依托粮食物流“四横八纵”重要通道，

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优化仓容规模和仓储设施

布局；优先选用自动化程度高、占地少的浅圆仓，

增加绿色仓房供给，合理优化仓型构成，提升仓

储效能。 

3.5  环境生态友好 

环境生态友好是粮食仓储设施高质量发展的

导向。坚持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为引领，积极

采用粉尘控制新工艺、绿色储粮新技术、生态环

保新材料、节能降噪新设备，综合利用太阳能、

地热能等清洁能源，探索氮气的梯级循环利用，

推动储粮环境绿色环保、仓储管理绿色节约、产

品供给绿色优质。 

4  大力建设高标准粮仓，推进仓储设施高

质量发展 

4.1  建设高标准粮仓，着眼实施仓储设施“优粮

优储” 

“优粮优储”是“五优联动”的组成部分，建

设高标准粮仓是实施“优粮优储”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粮食标准仓容超过 7.0 亿 t，仓储设施

正处于注重总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规模扩张

转向质量提升的重要节点，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着眼“优粮优储”，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

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粮食仓储设施建设既要促进数量平衡，又要注重

质量提升，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 

4.2  建设高标准粮仓，着力推进仓储设施“迭代

升级”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关于“科

技兴粮”的实施意见》《“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

备科技和人才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提出攻关

绿色储粮技术，强化储藏新技术集成与创新，实

施“现代粮仓”创新行动；利用物联网技术、大

数据技术，提升粮食流通管理的数据获取能力等。

目前，国家正在深入实施粮食绿色仓储提升行动，

建设高标准粮仓是实施绿色仓储行动的首要任

务，补短板、强弱项、促升级，坚持“藏粮于技”，

着力推进仓储设施“迭代升级”，一是重点提升仓

房的气密和保温隔热性能；二是升级配置粮食收

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环保型装备；三是

积极应用制冷控温、内环流控温、气调储粮等绿

色储粮技术，推广示范物理、生物源储粮药剂等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四是集成创新“智慧粮

库”建设和应用技术，助力粮库仓房及粮库信息

智能管理。 

4.3  建设高标准粮仓，着重保障仓储设施“储备

安全” 

我国是大国，必须具备与大国地位相符的粮

食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确保粮食储备安全，提

升储备实力和应急能力，必须加快完善与“大国

储备”相适应的现代化粮食仓储基础设施体系，

加速提升与“大国粮仓”相适宜的绿色化仓储保

障能力和水平。建设高标准粮仓是守护“大国储

备”、“大国粮仓”的必然阶段，是构建规模合理、

布局科学、功能先进的现代化粮食仓储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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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以及提升粮食仓储设施整体储备和管理效

能的重要保障。 

5  结论 

新时代、新要求、新任务，以质量提升为着

力点，大力建设高标准粮仓，优化布局、调整结

构、提升功能、强化效能，推动仓储设施“优粮

优储”、“长储长新”，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供给；引

领仓储设施创新发展，提升粮食仓储设施现代化

水平；增强仓储设施储备实力、应急能力，提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对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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