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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学》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四章，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粮油储藏的基本理论部分，介绍了粮食及油料的物
理、生理性质、粮食的生态体系，以及储藏期间的品质变化，第五章至第十章详细地叙述了
当前国内外应用的粮油储藏技术，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阐明了主要原粮、初加工品粮食、油
料及油脂储藏方法，第十四章介绍粮食储藏现代化管理技术。
本书为高等院校粮食工程、农业、轻工业院校有关粮食储运、食品科学、粮食物流等专
业用教材，也可供粮食、农业、食品、外贸有关科研及生产部门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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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粮食的物理性质
第一节 粮粒及粮堆的构成
第二节 粮食的流散特性
第三节 粮食的热特性
第四节 粮食的吸附特性
第二章 粮食的生理性质
第一节 粮食及油料的呼吸作用
第二节 粮食和油料的休眠
第三节 粮粒的后熟作用
第四节 种子活力
第三章 粮食及油料的化学成分及储藏期间的品质变化
第一节 粮食及油料的化学组成
第二节 粮食及油料的品质
第三节 粮油储藏过程中品质的变化
第四章 粮食及油料储藏生态体系
第一节 储粮生态系统的组成
第二节 储粮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三节 储粮生态系统的信息联系和能量流动
第四节 储粮生态系统的环境因子
第五节 粮食及油料结露、发热与霉变
第六节 调节储粮生态系统，制订储粮措施
第五章 粮仓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粮食仓库的分类
第三节 粮食储藏对粮仓性能的要求
第四节 主要仓型及其储粮性能
第五节 仓容计算
第六节 粮食堆装
第六章 露天储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露天囤 垛建造
第三节 土堤仓建造
第四节 露天储粮通风与密闭技术
第五节 露天垛、囤 堤储粮管理
第七章 粮食地下仓储藏
第一节 地下仓储粮概况
第二节 地下仓的分类
第三节 地下储粮原理
第四节 地下仓的构造
第五节 地下仓的建筑
第六节 地下仓储粮性能与品质
第七节 地下仓的热人冷藏及其效果
第八节 地下储粮的技术管理
第九节 地下仓常用机械设备
第八章 粮堆通风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流体力学基础及流道阻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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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学》

第三节 储粮机械通风系统
第四节 储粮机械通风系统的参数选择与操作管理
第五节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
第九章 低温储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自然低温储藏
第三节 低温库的建筑要求与改造
第四节 机械制冷低温储藏
第五节 低温库冷负荷计算及气流组织
第六节 空调准低温储粮
第七节 低温储藏管理
第十章 气调储藏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气调储藏基本原理
第三节 密封工艺
第四节 气调技术
第五节 气调储藏的管理
第六节 双低储粮
第七节 三低储粮
第八节 脱氧气调储藏
第九节 真空储藏
第十一章 粮食及初加工品的储藏
第一节 稻谷和大米的储藏
第二节 小麦与面粉的储藏
第三节 玉米与豆类的储藏
第十二章 油料储藏
第一节 油料的储藏特性
第二节 主要油料的储藏
第十三章 油脂储藏
第一节 油脂的分类
第二节 油脂的储藏特性
第三节 油脂酸败类型与变质油脂的毒性
第四节 影响油脂安全储藏的因素
第五节 主要油脂的特性
第六节 油脂储藏管理技术
第七节 油脂储藏技术
第十四章 粮食储藏现代化管理技术
第一节 储粮品质控制与管理
第二节 粮情控制与检测技术
第三节 筒仓储粮管理
第四节 粮食仓储计算机的应用
附录 通风系统管路常见管件局部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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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粮食温度的变化是反映储粮安危情况的指标之一。需要经常地、系统地测量气温、仓
温、粮温，观察储粮情况变化。缺氧储藏一般每10天检查一次，如在高温季节，对高水分粮食，每天
要检查一次，以免由于密闭不好，氧气回升，温度突然升高，造成粮食发热霉变。每次测量结果均应
记录，以便前后对比。缺氧储藏要将粮食严密封闭，因此检查密闭粮食温度就不能再延用过去使用测
温计去检查粮食温度的方法。检查粮温必须通过预埋式感温探头，配制相应的测温仪表来完成。预埋
式测温探头有两类：一类是铜热电阻，一类是半导体热敏电阻。其原理都是根据探头的阻值随温度的
变化而变化，利用不平衡电桥将温度在表头上读出或通过模拟数转换用数字显示出来。探头的预埋地
点要有代表性，视堆垛的高低可分上、中、下三层或更多层，布点的多少，可根据粮堆、粮仓大小而
定。50万千克的粮堆，通常按装20～30个探头即可；大的堆垛可按此比例适当增加，以免失去代表性
。对于粮堆的杂质区，向阳面、顶层、底层、靠墙、靠柱、易吸潮结露的地方，应注意布点，由于密
封后布点不好增加和移动，所以事先应考虑周到。靠近墙壁、底层的探头，应放在离墙壁、地面20
～30厘米的粮堆中，不可接触墙壁、地面。因为墙壁、地面散热快。若探头接触墙壁、地面，所测温
度就不能真实反映粮堆的温度。感温探头一般在装粮时放到规定位置；也有的在装粮后、密封前，用
插杆送到预定位置。探头一定要分组编号。拉线可放在粮面，走线要短，要分组插扎整齐。探头一般
要密封保护，如用塑料套管密封；特别是铜热电阻易受潮和受到药剂熏蒸腐蚀，外面一定要加保护套
管。拉线的接头一定要用焊接，以免接触不良或拉断。总线的出口，用5厘米左右长的聚氯乙烯管，
事先压焊在塑料薄膜上。管的粗细，视出线根数的多少而定。出口距地面1米为宜，太低易受潮，出
线整理好后（包括测量水分线和探测害虫线），用蜡灌入塑料管内进行密封；用石膏灌封也可以。出
线按探头的分组编号的顺序，焊接在分线盘上或刷型开关等切换装置上，放在便于测量的盒内。若采
用远距离巡检测电路，可放在分机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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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学》

编辑推荐

《粮油储藏学》：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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