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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要点》的通知 

 

国粮办展〔2012〕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粮食局联合印发的《粮食行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国粮展〔2011〕224 号）以及国家

粮食局印发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十二五”建设规划》（国粮

展〔2012〕2 号）要求，“十二五”期间拟在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

建设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 100 万吨，2012 年选择个别条件较

成熟的城市先行试点，2013～2015 年全面推进 36 个大中城市的

成品粮应急低温储备仓建设。为做好此项工作，我们请相关科研

院所研究制定了《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要点》，经局领导

批准，现将该设计要点印发你们，请在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中

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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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要点 

 

前言 

本设计要点用于指导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和设计工作。主要

规定了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中的特有或需强调的技术要求，

其他要求应遵照现行的有关原粮储备库建设、设计相关标准、规范

执行。 

1 选址 

1.1 应在常驻人口较多的省会、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地区级

城市建设。 

1.2 应根据当地生产、储存、加工、物流、贸易和消费的需求，

合理布局，周边功能配套，优先选择临近加工厂、物流能力强的地

方，与应急加工体系双向结合，保障应急供应。 

1.3 应具备稳定可靠的电源、水源、通信等外部条件。 

1.4 应具有良好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库址不应选在抗

震设防列度为 9 度的地震区；应避开有泥石流、滑坡、流沙等直接

危害的地段，以及Ⅳ级自重湿陷性黄土和Ⅲ级膨胀土等工程地质不

良地区。 

1.5 应避免洪水、潮水和内涝威胁，场地的防洪标准不应低于

50 年一遇。 

1.6 应远离污染源及危险源，且应位于污染源全年最小频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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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下风侧。成品粮应急储备仓至污染源、危险源的距离应当满足

以下要求： 

1.6.1 距有害元素的矿山、炼焦、炼油、煤气、化工（包括有

毒化合物的生产）、塑料、橡胶制品及加工、人造纤维、油漆、农药、

化肥等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位，不小于 2000 米。 

1.6.2 距屠宰场、集中垃圾堆场、污水处理站等单位，不小于

1000 米。 

1.6.3 距砖瓦厂、水泥厂、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等粉尘污染源，

不小于 500 米。 

1.7 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2 规模 

2.1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规模计算方法为：应满足建设项目

的所在城市常住人口应急供应 15 天口粮的要求，人均口粮消费标准

按 170kg/年考虑。 

2.2 特大型城市应分置建设多个成品粮应急储备库。 

2.3 单个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规模不宜超过 2万吨。 

2.4 与加工企业结合建设的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应考虑其生产、

销售能力。 

3 建筑设计 

3.1 仓型 

3.1.1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仓房建设可采用单层仓房、多层仓房，

应根据各地的用地条件、建设规模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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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原有仓房经改造并符合相关要求，也可作为成品粮应急

储备库。 

3.1.3 新建或改造仓房，拟用于低温、准低温储藏的应满足《粮

油储藏技术规范》（LS/T 1211-2008）中有关低温仓或准低温仓的有

关技术要求。 

3.2 保温隔热要求 

根据《粮油储藏技术规范》（LS/T 1211-2008），用于低温储藏

的仓房墙体及屋盖的传热系数要求如下： 

所在储粮 

生态区域 

传热系数 W/（m

2

•K） 

墙体 屋盖 

第 5区、第 7区 0.46-0.52 ≤0.35 

第 4区、第 6区 0.52-0.58 ≤0.40 

第 1、2、3区 0.58-0.70 ≤0.50 

3.3 气密性要求 

采用低温或准低温储藏方式的成品粮应急储备仓，实仓气密性

要求为：500pa 降至 250pa 的半衰期不小于 120s。 

3.4 仓屋盖应完好，并有隔热层和防水层；仓盖应有大于 3%的

坡度；仓盖檐槽的下水管应设置在仓墙外面。 

3.5 仓屋盖、墙体外表面应采用白色或使用高反射率的材料，

有利于节能，特别是仓屋盖。 

3.6 门窗、通风口要严密并有隔热、密封措施。门窗、孔洞处

应设防虫线和防鼠雀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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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作业区的设置 

考虑到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对粮食的进出仓，尤其是出仓速度要

求较高，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成品粮应急储备库仓房

内应设置作业区，以便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作业

设备。作业区大小应根据进出仓方式、采用的进出仓设备等确定。 

4 工艺设计及装备 

4.1 包装与堆码形式 

4.1.1 包装形式 

    以编织袋、纸袋或塑料袋为主，便于存储与发放，并有一定防

水功能。 

4.1.2 堆码形式 

可使用托盘，多层堆码。托盘材质宜采用工程塑料。托盘加成

品粮的重量约为 1 吨。码垛方案应满足进出仓作业及易于控制粮食

水分、温度的要求。 

4.2 进出仓工艺与装备 

4.2.1 进出仓作业能力 

为了满足成品粮日常轮换作业及应急动用的需要，成品粮应急

储备库应具备适当的进出仓作业能力。确定成品粮应急储备库的进

出仓作业能力，应综合以下两种作业模式确定： 

4.2.1.1 日常轮换作业模式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的进出仓作业能力，必须满足日常轮换作业

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应结合各地《成品粮油应急储备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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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储备规模、轮换次数、轮换时间确定合理的进出仓作业能力。 

4.2.1.2 应急动用模式 

在应急动用模式下，应根据调出批量、有关方面提出的时间要

求，确定粮食出仓能力，确保应急动用“调得动、出得快、用得上”。 

4.2.2 进出仓作业装备 

进出仓作业设备应以粮食进出仓作业能力为依据，在综合考量

仓房形式、投资水平、运行成本等的基础上确定。根据需要，可以

选用移动式作业设备或固定式作业设备。 

4.2.2.1 移动式作业设备 

对于投资水平较低的项目可选用叉车、带式输送机等移动式作

业设备用于成品粮进出仓作业。应尽可能提高作业机械化程度，以

满足应急时快速出库的要求。 

4.2.2.2 固定式作业设备 

对于投资充裕且区域人力成本较高的项目，可选用辊道输送机、

穿梭车、升降机、货梯等固定式作业设备用于成品粮的进出仓作业。 

4.3 低温、准低温储藏工艺与装备 

根据我国不同生态区域的气候特点和储存成品粮特点，可以酌

情选用应急成品粮安全保质储存低温或准低温储存工艺。 

成品粮仓应配备温、湿度控制系统，以完成低温或准低温及缓

苏作业。成品粮仓温、湿度控制系统应包括：控温控湿装备、通风

设施、温湿度检测装置和自动控制系统。控温控湿装备可根据情况

采用固定式或移动式专业机组，控制精度应达到温度±3℃、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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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4 粮情测控系统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应配置粮情检测系统，监测粮温、仓温、仓

湿及大气环境温湿度等，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通风、制冷或除

湿操作。系统包括：测温主机、分机、测温电缆、仓温仓湿传感器，

以及粮情分析软件等。系统应具备粮情自动检测，历史趋势数据分

析等基本功能，还可根据具体情况集成通风控制、测虫及气体检测

功能。仓内粮情检测点设置、采样、检测方法等应当参照《粮油储

藏技术规范》（LS/T1211-2008）中成品粮库的相关要求。 

4.5 管理信息系统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管理信息系统应包括业务调度、合同管理、

计划管理、客户管理、单据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资料管理、质量

管理，以及物流作业、安防监控等业务模块。主要装备包括：计算

机网络系统、应用服务器及各类计算机。业务网与作业网应进行物

理隔离。应推广 RFID 等物流信息自动采集技术。 

4.6 检化验系统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的检化验系统应适当配备成品粮收纳、存储

检化验仪器，应满足小麦粉、大米品质检验需求。 

5 在原库/厂区建设成品粮应急储备设施时参照本设计要点执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