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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断在上升，从以前的吃饱穿暖到现

在的吃好喝好，对饮食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一变化对粮食物流运输相应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标准。

粮食物流系统的改革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发展，主要介绍了现阶段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在粮食物流系统中

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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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rain logistic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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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 life are also 

constantly rising. People not only expect have enough food and clothe but also with good quality and higher 

standard of diet. Obviously, this change has raised high requirements and high standards for foo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As is known to all, the reform of food logistics system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food logistics 

system was mainly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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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从收获到食用，需要有一系列的处理过

程，包括：包装、运输、加工、生产、销售等，

每一个过程都会消耗不菲的人力和财力，也意味

着优化这些过程，可以节约很大一部分费用，而

信息化是优化粮食物流管理体系的有效途径。本

文主要讨论我国粮食物流发展状况、存在问题以

及 RFID、GIS、数据库、区块链技术等信息化技

术在粮食物流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1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发展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国泰

民安的重要保障，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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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粮运已经由早期的南粮

北运，转化为现在的北粮南运，由东北三省的粮

食主产区，运往南方城市，主要运输方式是铁路

运输和水路运输，然而由于地理环境及物质条件

的限制，我国粮食的运输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截止到目前，我国粮食物流信息系统主要

经历了早期纯人工操作、后期半自动化操作、以

及现代信息化智能操作三大阶段如表 1。 
 

表 1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的发展特点 

发展 特点 

早期纯手工 

物流信息系统 

纯人工操作，速度慢、准确率低、占据大量的

劳动力、路径规划不科学、应急调度困难。

后期半自动化 

物流信息系统 

引入条形码技术、自动识别技术、自动追踪技

术等，大大解放了人力，速度及准确率也有了

很大提高，但整个系统不够完善，不够智能。

现代信息化 

物流信息系统 

引入 RFID 技术、GIS、区块链技术、数据挖

掘技术等，有效提高粮食物流的效率、准时性、

安全性、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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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物流系统也

得到了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粮食物流系统也得到

了巨大发展，但较之国外粮食物流系统，还存在

很多不足，还不够完善，不够智能。因此，必须

把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到我国粮食物流领域中。 

2  我国粮食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无法对运输在途的粮食信息进行监测 

在粮食运输过程中，除了要关注怎么提高运

输速度，怎么实时跟踪定位车辆位置及合理调度

之外，对于车上粮食的温度、湿度、虫害等状态

信息的检测及数据传输也应重视，攻克实时检测

运输粮食的状态信息的难题，确保粮食以最佳的

状态进行运输。 

2.2  数据信息不能及时同步 

国内的粮食物流体系很大部分都是半机械

化，在运输过程中会有很多数据产生，但是没有

配套的设备支持，不能及时联网同步，不能对这

些实时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层在做决策时不能得

到实时数据的支持，直接影响决策的准确性。 

2.3  信息化技术在粮食物流系统中应用不足 

信息化技术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但是在粮食物流系统中应用比较匮乏，目前

信息化技术主要应用在粮食物流系统中最基础的

业务统计和办公这两方面，各个省份不少粮库虽

然已经做到了智能化管理，但是真正应用大数据

和区块链等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对庞大的数据进行

分析处理的少之又少。 

3  信息化技术在粮食物流领域的应用前景 

仓储物流信息化可强有力解决“信息孤岛”

现象，各种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的引入可使粮食仓

储和流通环节更加清晰透明化和高效化。信息化

建设的推进，使我们的每一粒粮食从生产、销售

到流通都可以实时跟踪定位，可大大提高政府对

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3.1  智能粮库管理 

RFID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它是利用射频信号能过电磁感应现象来实现信息

的传递。该项技术具有同时识别多个目标，读取

距离远，识别速度快，不需要精准对位，数据存 

储量大等优点，且其穿透性强，因此对环境适应

能力大大增强。相较于条码识别，无线射频技术

具有防磁、防水、耐高温、寿命长等优势，大大

降低了错误率，提高了工作效率。该技术作为物

联网感知层的核心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图书馆

图书管理系统，高速公路 ETC通道等。 

粮食的仓储保管是粮食流通环节中最为重要

的一环，准确掌握仓内粮食的具体情况，对保障

粮食储藏品质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粮仓在粮

食入库，出库时，都需要进行严格的盘点和核对，

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应用 RFID 技术即可

实现自动化存货和取货。在粮食入库时，阅读器

自动识别商品标签，并与数据库中相应商品进行

核对，如果无误，将自动分配空货位并规划出最

佳路径，将此入库信息自动录入系统，并更新库

存信息实现入库；如果不符，则提示错误信息并

拒绝入库。出库时，根据出库订单信息可以自动

确定出货的路径，并且在出库口对货物进行识别，

与出库订单信息对比，如果信息吻合则完成出库，

并更新库存信息；如果不符，则提示信息错误并

拒绝出库。无线读写设备的应用，可能帮助实时

了解粮库数量和质量变化，进一步实现粮库自动

化管理。不仅可以把 RFID 技术应用在粮库管理

上，还可以通过电子标签标识粮食堆头和托盘，

使粮食从验收入库、保管、粮情跟踪到销售出库

都能够实时跟踪。 

3.2  智慧粮食运输 

散储、散运、散装、散卸的“四散化”运输，

推进了粮食流通现代化，使粮食流通的效率得以

大大提高，粮食在流通中的成本大幅降低。除此

之外，粮食物流信息化管理也是降低费用的一大

重举，其中 GIS 技术和 RFID 技术在粮食物流信

息化中具有不俗的表现。GIS 技术，具有强大的

空间数据管理，地理分析和空间分析的能力，利

用 GIS可以对粮食物流系统进行仿真，实现粮食

运输，储存等过程的各种统计性能，例如，运粮

车辆路径安排是否合理，粮食送达时间是否能够

满足要求等。而 RFID 技术中的电子标签，附着

于物品上，可对其快速跟踪识别和读写，引入这

两项技术可有效实现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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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最佳路线，司机无法获取物流配送

的最佳路径，只能凭个人经验确定路线，这样不

仅延误运行时机而且增加成本，利用 GIS技术自

动生成中转次数最少，运行时间最短，运输效果

最好的最佳路线并结合电子地图根据路况实时改

善最佳路线。 

（2）实时追踪运输粮食车辆位置，如果客户

不能及时了解粮食在途配送的情况，不能和粮食

物流企业协调配合是非常不利于合作的达成。因

此必须能实时追踪货物的位置和走向，做到心中

有数，才是最佳状态，才有利于合作的顺利达成。 

（3）实时调度，客户对于粮食送达时间也会

有要求，送达时间过早，客户可能还没做好接收

准备，给客户带来困扰；送达时间过晚，影响客

户使用，会给客户带来损失，都不利于合作的继

续进行，必须对于货物能够合理调度，保证每笔

交易的准确达成。 

3.3  打破“信息孤岛” 

供应商、批发商、经销商、粮食储备库、中

转库以及货运公司和第三方物流等主体之间存在

着大量的信息交流与订单合作，如果各方不能互

联互通，信息交流不通畅，“信息孤岛”现象将永

远不能打破。若引入区块链技术，那么各方主体

就是区块链网络的节点，区块链网络又称为 P2P

网络，每一个节点都保存着区块链的全部数据信

息，也就是说区块链内有多少节点，就对系统内

的数据进行了多少次的备份，各个节点的数据信

息都相同，那么参与的节点之间又能够互相监督。

区块链技术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1）去中心化有效保证了粮运过程中数据的

实时同步，以及数据的安全性。区块链技术的中

数据不再是仅仅依赖于某一个点，链中的每一个

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相等，当其中一个节点发生

故障，数据被损毁时，整个系统依旧能够运行，

不至于崩溃。 

（2）开放透明有效打破了“信息孤岛”现象。

每个节点都拥有全部的数据，有效保证了信息的

共享和透明化，每个节点所保存的数据信息都相

同，各节点之间又能互相监督和管理，可有效打

破“信息孤岛”现象。 

（3）不可篡改性和交易可追溯性，一是保障

了粮运数据的准确性、可信度，二是在出现问题

时，可有效进行追根溯源，严密排查到底是在哪

一环节出现的问题，解决各主体之间的纠纷，实

现轻松举证与追责。 

（4）区块链中的非对称加解密技术和数字签

名技术，此项技术可帮助用户判断数据的准确性。

非对称加解密技术具有两种密钥，公开密钥和私

有密钥，每个用户都有私有密钥，用户可使用密

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并在数据的尾部设定数字签

名，以便其他用户验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3.4  精准预测粮情 

现代物流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每个

环节都会产生十分巨大数据信息，以往很难对这

些数据进行准确、高效的收集和及时处理，是对

数据资源的一大浪费，如今可建立粮运大数据库，

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从庞杂的数据中挖掘

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利用深度神经网络，BP

算法，决策树，关联算法等可实现以下功能： 

（1）预测粮价，粮价的浮动关系到一个国家

粮食市场的稳定，预测粮价有助于政府对市场及

时进行调控，对于农户和客户来说，粮价对于交

易的成功进行也是一大因素。利用往年粮价、天

气、运粮走向、经济形势等数据对深度神经网络

算法进行训练，进而达到预测的目的。 

（2）合理预测客户粮食库存及补货时间，建

立自动补货系统，客户的库存由供应商来实时监

测，根据客户的粮食货物的余量来合理预测补货

时间及货物补给数量，给自己更多的时间来提前

做好准备，也方便了客户，有利于完善与客户稳

定的交易关系。 

（3）采用 Apriori 等关联算法，根据种植习

惯、运粮走向、各地方购买倾向以及消费能力，

合理估计各地方购买趋势，预测下年各品种粮食

的销售情况，预防滞销现象。粮食滞销的损失是

非常大的，就农户来说，主要收入就是来源于种

植出来的粮食，如果滞销卖不出去，对农户的经

济打击是非常大的；对国家而言，更是巨大的损

失，我国的种植面积日渐减少，更需要用有限的

土地资源生产更多的粮食。滞销不仅对农户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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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公平，对土地资源更是巨大的浪费。农户合

理种植粮食品种及规模，以防产生滞销现象，有

效降低农户损失。 

4  结束语 

信息科技正在无孔不入的渗入到人们的生活

各个方面，粮食物流管理与信息科技的结合是大

势所趋，人们要做的是使二者能够完美的结合。

粮食物流管理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RFID、GIS、物联网、大数据以及区块链技术等

先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利于信息化进程的快

速推进。粮食的稳定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

保证，粮食物流信息化可有效提高粮食物流的效

率、安全性、透明度等，有利于我国粮食在仓储、

运输、粮价等各方面的管理，对于我国粮食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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