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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 第 1部分：通则》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

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1 任务来源（包括标准下达计划、标准计划项目调整、标准制修订的背

景、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等） 

1.1.1 标准下达计划（包括标准下达计划文件、标准名称、第一起草单位等）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及

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19 号），河南工业大学作为

主要起草单位，负责修订GB/T 26882.1-2011《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 1 部

分：通则》项目，计划号为：20211701-T-449。 

1.1.2 标准计划项目调整 

无。 

1.1.3 标准修订的背景、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20 世纪末，我国粮食科研工作者开发了以粮情电子检测、机械通风、环流

熏蒸和谷物冷却低温储粮为主要内容的粮食储备“四合一”新技术，广泛应用于

国家三批国债投资粮库项目和粮食现代物流仓储体系建设，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作出了巨大贡献。粮情测控技术是“四合一”技术应用的基础，是其他几项技术

应用的支撑，因此，有无安装粮情测控系统是国家储备粮库资质验收的必备条件。

为了规范粮情测控系统的产品技术要求，国家制定了 GB/T 26882.1-2011 《粮

油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 1 部分：通则》。标准实施以来，各地粮情测控系统

产品的招投标采购均以此国家标准为重要依据。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绿色储粮工艺提出的新要求，粮情检测的内

涵逐渐增加，除常规的测温、测湿以外，增加了水分、气体、储粮害虫等新的指

标。同时原标准对控制部分的规定较弱，而与粮情检测结果相关的控制设备如通

风控制、气调、环流等设备在粮库的应用逐步扩大，对 GB/T 26882.1 的标准修

订工作迫在眉睫。 

1.2 协作单位（除第一起草单位外的其他起草单位） 

协作单位包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比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金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n9jEj24wNeH1_wFwg5gbozhFAL_g3uKlapFmbiRIGO7AfgW5pZ-1p-kOlz3m4_L&wd=&eqid=a4321345001bb5ab00000003658e5a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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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良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达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应包括标准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报

批阶段等） 

（1）起草阶段 

2021年 8 月，成立标准起草组，就标准起草组织形式、工作机制， 标准

具体研究内容、研究范围，时间安排，任务分工及其它事项达成了一致意见。 

2021 年 8 月—2022 年 9 月，工作组成员对标准修订大纲进行了多次研讨，

通过邮件、电话访谈等多种渠道征求了国内主流粮情测控系统厂商对目前标准实

施过程出现的问题和修订建议 10份共 27条。2022年 5月 27日，通过线上会议

召开了标准修订研讨会，对标准内容逐条逐项进行了讨论，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草稿。 

（2）定向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9 月—2023年 9月，标准工作组向相关科研、生产单位征求意见，

共发函 20 个单位，共收到 13 个单位回函意见；组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信

息化推进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河南局、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粮

油信息中心、国贸工程设计院、北京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的领导、专家和学

者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技术研讨，共收集修改意见 20 条，经进一步修改完善，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甄彤为本标准修订负责人，主要负责标准思路的提出、标准框架总体设计与

修订指导，负责标准修订过程中的统筹安排；祝玉华、张元、陈卫东、赵会义、

蒋士勇主要负责对粮情测控技术和粮情测控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对国内外近年

来粮情测控技术发展进行调研分析，参与标准文本修订；赵小军、林荣华、柳瑞

芸、闫洪枚、王艳艳主要负责粮情测控技术、生产经营管理等提供实践经验资料，

为标准制定提供技术支持，李智慧、吴建军、马海华、苑江浩、张继勇对不同储

粮条件下储油综合品质的粮情测控系统进行检测分析及数据汇总分析和文本材

料整理；余汉印、凌雨来、徐翔宇、冯浩、刘哲李参与文本及编制说明撰写、标

准文本修改、格式调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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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

列出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2.1 标准编制原则 

（1）遵照原标准框架结构的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起草。并遵照了 GB/T 26882.1-2011 《粮油

储藏 粮情测控系统 第 1部分：通则》的框架结构和内容体系，以使修订后的标

准具有系统发展性。 

（2）与粮食行业现有标准协调的原则。 

本修订标准规范性引用的 LS/T 1202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涉及相关内容均严格参考上述标准内容。 

（3）按技术体系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系列标准从粮情测控技术体系完整性考虑，分为了 5 个部分：第 1 部分：

通则、第 2部分：分机、第 3部分：软件、第 4部分：信息交换接口协议，修订

后的标准体系更加完整，实用性、指导性更加突出。本标准为第 1部分。 

（4）以我国储藏技术成果为基础原则 

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设置和评价方法应具有先进性、代表性和科学性，总结

我国近年来粮食储藏领域粮情信息采集与测控技术的技术成果，以体现我国最新

的自主研究成果。 

2.2主要修订内容和指标说明 

2.2.1 规范性引用文件 

（1）增加对 LS/T 1813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数字测温电缆技术要求》的

引用。 

（2）对 LS/T 1211《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引用改为引用国标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2.2.2 术语和定义 

（1）粮情的原定义：粮油在储藏过程中所处的状态以及影响其品质和数量

变化的各种因素，如温度、湿度、水分、氧气、二氧化碳等。本次修订新增了磷

化氢、储粮害虫及螨类等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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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粮情测控系统的原定义：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对粮

情进行检测、数据传输、数据存储与分析，并通过对储粮设备进行控制而达到改

善粮情的系统。通常由上位机、传输接口、分机、传感器、受控装置等硬件和粮

情测控软件构成。本次修订将“计算机和电子技术”修订为“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和电子技术”。 

（3）传输接口的定义新增了“测控主机”的通俗叫法。在《粮食大辞典》、

《储粮新技术教程》等著作和文献中均称为测控主机。 

   2.2.3 系统组成 

  （1）修改了浅圆仓、立筒仓测粮温传感器布置规则，由“距粮面、仓底、筒

壁 0.3m-0.5m”改为“距粮面、仓底、筒壁 0.8m～1.0m”。 

（2）新增了油罐测温电缆布置原则。本标准规定：油罐至少布置 1 根测温

电缆，温度传感器垂直方向间距不大于 3m，距油面、罐底 0.3m～0.5m。 

（3）新增气体浓度检测点的布置方法。本标准规定内容： 

气调仓宜采用管路系统将仓内气体抽至仓外，用气体分析仪进行检测。气体

浓度检测点布置如下： 

a) 平房仓每个廒间内粮堆分上、中、下三层以及空间共布置 10 个检测点。

在仓房对角线上分别离两角 7m、3m 以及仓房中间 3 个位置布置检测点，每个位

置不同粮层深度布置 3 个检测点：粮堆上层（堆高 3/4 处 ）、中层（堆高 1/2

处 ）、下层（堆高 1/4 处）。气囊内或空间设 1 个检测点，位于气囊内或粮面

中心上方 1 米位置。 

b) 浅圆仓每个独立的单仓内粮堆分上、下两层以及空间共布置10个检测点，

分别为：粮面下 1 米处布设 5 个点，扦样最深处布设 4 个点，空间布设 1 个点。

粮面布点位置：东（离墙 1～2 米）、南（半径的中点）、西（离墙 1～2 米）、

北（半径的中点）、中（圆心）五个位置各布设 1 个检测点。下层布点位置：东

（半径的中点）、南（离墙 1～2 米）、西（半径的中点）、北（离墙 1～2 米）

四个。空间浓度检测点设在粮面中心上方 1 米位置。 

c) 其他仓型参照以上原则布置。 

（4）新增“5.2.6.6 粮情传感器编号的排序方法应符合 GB/T26882.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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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删除了测温电缆部分，改为引用 LS/T 1813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数字

测温电缆技术要求》。 

     2.2.4 技术要求 

（1）将系统可靠性技术指标 “平均无故障工作应不小于 1000 h”改为“平均

无故障工作应不小于 5000 h。 

（2）系统粮情检测范围：温度精度由±0.2 改为±0.5。害虫检测范围由 0 头～

500 头改为 0 头～99 头。 

（3）“6.4.9  网络功能  具备与用户局域网络和国家有关粮食管理网络联网

运行的功能。”修改为“6.4.9  网络功能 具备网络运行功能，可通过用户局域网

络、专网或互联网进行粮情的检测、分析和控制。” 

    2.2.5 附录 

删除附录。改为引用 LS/T 1813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数字测温电缆技术要

求》。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增加气体浓度检测点的布置原则内容，是根据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

所承担的《气调储粮工程关键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开发》攻关项目，通过对气调技

术工程实施中的气体浓度检测点合理布置等几个技术关键点进行的攻关研究，确

定了平房仓气体浓度检测点布置原则。2008 年来，氮气气调储粮技术在中储粮

总公司得到规模化推广，在平房仓气调工程中氮气浓度检测点布点原则均采用攻

关项目的成果，针对浅圆仓氮气浓度检测点也开展了相关试验，在行业标准《氮

气气调储粮技术规程》中做了相关约定。 

4．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的

对比情况等） 

无 

5．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简要说明标准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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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无矛盾冲突。也符合其他有关的现行法

律、法规及国家标准的要求。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主要适用于矛盾、分歧较大的意见，

处理结果与处理依据的说明；如没有，写“无”） 

无。 

7．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本标准为针对粮情测控系统技术的行业标准，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

后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标准起草组，以便进一步修

订完善。 

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修订时，应说明新旧标准的替代关系；如制

定，写“无”） 

    本标准发布后，代替 GB/T 26882.1-2011《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 第 1 部分：

通则》。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陈述是否涉及专利及有关说明、本标准编制阶段

与原计划有差异情况说明及原因等） 

无。 

11．附录（如没有，写“无”） 

无。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 第 1 部分：通则》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