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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高6.7米的“粮面”上，
脚下就是2000多吨稻谷。近40
个粮仓目前全部处于“满仓”状
态，实际储存量8万多吨。

江苏无锡国家粮食储备库
副主任刘杰告诉记者，粮食保管
很有讲究，一旦保管不当，损耗

的粮食也是不小的数目。尤其
在这种高温天，要保证粮仓的粮
食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仓
内低温低氧。“这都是今年刚换
的新空调！”刘杰指着粮库侧壁
的两副“眼镜”对记者说，由于粮
仓空间大，这种天气里空调必须

“给力”。温度低可抑制虫害的
发生，对粮食能起到保鲜作用。

据介绍，这些空调都是为粮
库专门量身定制的工业空调。
相比以往的普通家用空调，更易
控制温度。进入八月份以来，粮
库适时开启仓内空调降温。“稻
谷仓空调都是24小时运转的！”
刘杰表示，这种模式基本上要持
续到九十月份，等到室内外温度
持平就可以开窗通风了。

采访时，恰巧碰到前来查粮
的仓储科负责人顾建良。“夏季
以来查粮频率加密，由以往的每
周两次增加为每天一次！”他告
诉记者，粮仓粮食内部还有粮情
测控系统可对粮温实行全天候
监测，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人工测
温，就能更加精准的控温了。他
麻利地从墙上的工具箱中拿出
测温仪，走到粮堆正中央：“现在
的粮面温度约24度。”粮堆中下
层估计在10度以下，越往上粮
温就越高。

探访高温下的探访高温下的““智慧粮库智慧粮库””看守粮人如何确保市民看守粮人如何确保市民““饭碗饭碗””————

粮食粮食““抗衰老抗衰老””有鲜招有鲜招
仓廪实，天下安。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无锡热成了“全国

第一”，对于粮仓里的稻谷来说，眼下正是最难熬的季节：不
仅容易“发烧”生病，而且处在虫害繁殖高峰期。为确保市民
“饭碗”安全，粮库工作人员战高温斗酷暑，坚守在粮食收储
和保管第一线。昨日，记者来到位于城南路的江苏无锡国家
粮食储备库，跟随“守粮人”进仓查粮，实地探访智能化“无锡
粮仓”。

要守好每一粒粮的安全，离不开“粮
仓保姆”——智慧粮库。在“守粮人”看
来，这么多粮仓单靠人工管理难以面面
俱到。刘杰打开电脑，智慧粮库系统立
刻“跳”了出来，点击在线监控，有粮库各
个作业点实时的视频图像。从粮食到
港、检测、装卸、称重、入库，甚至仓内情
况，监管平台都可以实时看到。粮食在
储存中需要时刻掌握控制温度、湿度等
要素，靠人工只能一项项检测并记录调
整。费时费力不说，还相对容易出错。
有了“智慧粮库”，可自动检测粮库内储
存环境，绘制出温度、湿度曲线，到达警
戒值会自动报警，从而保护每一粒粮食
的安全。粮仓内的红外高清探头，通过
电脑巡视一分钟左右就能搞定。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粮食
新鲜，粮食基本在两到三年内轮换一
次。通过这种常年购销轮换，保证储备
粮油常储常新、品质良好。“进出库都是
通过智能称重直接计入系统！”据介绍，
目前信息化出库管理系统实现了对进出
粮的可追溯，人工没法修改，避免了“人
情粮”，真正实现了粮食“看得见、管得
住、守得好。”

近期，2018年的稻谷开始出库。“这
一进一出，就能看出粮食损耗率了！”刘
杰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的粮食
损耗比例为1.6%，相当于1000吨稻谷
损耗16吨。近两年，科学运用储粮新技
术新应用，采用冬通风、春密闭、夏控温、
秋防治的储粮手段，即便是高湿的黄梅
雨季以及高温酷暑天，粮仓平均粮温都
控制在20℃以下。长期处于低温的环
境下，确保储粮新鲜，出库的粮食品质如
新。近年来，粮食的损耗率已降至
1.1%，最低的达到0.7%，“还不到两年前
的一半！” （晚报记者 袁晓岚/文、摄）

夏天是粮食最容易出问题
的季节。除了控温，防虫害也是
一点马虎不得。“这是今年刚换
的防虫门！”刘杰进出粮仓都会
快速地将“纱门”关紧。他告诉
记者，自从把防虫线换成了防虫
门，鸟雀老鼠再也进不来了。

以前用的防虫线，虽然虫子
进不来，但鼠雀仍有“可乘之机”。
有时候，仓管员进仓查看时，稍不
留神麻雀就溜进粮仓“抢”粮了。
为了赶走鸟雀，仓管员不得不在

粮仓里上演“人雀大战”。
环流熏蒸是目前对付虫子的

“必杀技”。在熏蒸杀虫时,熏蒸
气体不能泄出粮仓。中科怡海的
气体检测控制柜能“闻”出熏蒸气
体，一旦发现会立刻报警。“今年
第一次尝试改用S烯虫酯防虫！”
刘杰透露说，在对付虫害上，正从

“治”提前到“防”。在粮食入仓
时，就将S烯虫酯这种可自动降
解的生物药剂放在粮仓中，可起
到抑制害虫生长的作用。

粮库通风也是门学问。通
风可以为粮堆储存“冷量”保鲜
粮食，但通风不当易造成粮食水
分流失。“水分的流失会造成粮
食的损耗！”在“守粮人”眼里，保
持仓内温度可有效延缓粮食品
质“衰老”。

稻谷一般十一二月份进仓，
正值冬季。粮食进仓时就严格
按照国家标准“把关”：稻谷水分
不能高于14.5%。“水分过高，粮
食容易‘发热’，不利于保管。”刘
杰介绍。

由于刚收下来的稻谷可能

水分不均，因此趁着冬季温度较
低，利用外界冷空气通风降温，
通风后粮食的水分、温度都会比
较均衡。“冬季通风就是把冷量
储存在粮堆中！”顾建良告诉记
者，进入夏季室外气温升高，上层
的粮堆温度会越来越高，于是通
过降低仓温来减缓对中下层粮温
的影响。只要“躲”过了夏季高
温季，粮食的日子就好过了。

粮仓通风时风机会派上大
用场，不过同样是有讲究的。“空
调功率要适宜，而通风时用的风
机功率却要小！”顾建良告诉记

者，以前用的离心风机功率大，
风量也大，导致粮食水分流失
多。如今改用小功率风机后，粮
食损耗明显减少。

理论上说，通风时间越长温
度越低，对粮食储存越有利。但
是降温的同时还需要考虑粮食
损耗率，这就需要讲究科学通
风、有效通风。“比如冬季晚上气
温最低时其实是最适合通风
的！”他说，通过这些年的不断改
进，寻找通风“黄金点”在时间上
严格控制，已经摸索出适宜的通
风方式和时机。

定制工业空调24小时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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