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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arge agricultural country, China often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quality and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grain storage an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At present, China's food safety mainly aims at these two aspects to find 

solutions.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grain collection and 

storage and logistics transportation.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grain, including purchas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observes the existing quality and safety problems, analyzes them,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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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对粮食进行储备以及物流运输过程中往往需要重视质量安全的问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

主要针对这两个方面来对寻找解决措施。本文主要在于探究粮食收储及物流运输环节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与

对策。本文主要从粮食的三个方面出发，其中就包括收购、储备、运输，观察其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并对

其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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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粮食收购过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现在不需要每

家每户都去种植粮食，目前，人们所需的粮食大多是

像其他人或者是地方采购的，大量的粮食在收储以及

运输的过程中，涉及到多个环节，在这过程中，粮食

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粮食质量安全存在隐患，

因此，有关单位应当对这些环节加大监督的力度，控

制危险因素，从而保证粮食的质量安全。为了避免粮

食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我们应当积极寻找科学的解决

办法，制定相应的标准以及制度来减少影响粮食质量

安全因素的影响。在粮食收储以及物流的过程中，受

条件限制，粮食堆放的环境不够干燥，存储技术落后

等等，都是粮食质量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为保障粮

食质量安全，本文将针对粮食收储以及物流的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一一展开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措

施，为实际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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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粮食干燥条件限制 

对于粮食收成的长期保存工作来说，前提条件就

必须是经过干燥处理。目前从国家的粮食保存情况来

看，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一是由于场地与设备的

限制使得粮食整体的质量与含水量常常不能达标，从

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后期霉变，出现一

部分污染等等；二是对于负责对粮食进行干燥工作的

农民来说，一般情况下都会使用晾晒干燥的方法去处

理，这类干燥方法往往会使得粮食的安全性降低，并

且有概率会出现受有害物质影响的情况，比如多环芳

烃等等，虽然也具有干燥效果，但是容易造成后期的

生产加工危害。 

1.2 对粮食品质的检验能力较差 

国家现有法律条例中已经针对粮食中所含的农

药残留、真菌毒素以及重金属等的限量标准做出了具

体说明，所以对于具体收购过程中，工作人员往往会

针对粮食的质量进行检验，只有最终结果能够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才可以开始下一步的工作行动，一般情况

下，往往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去对粮食质量进行严格

检查的相关单位并不多，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主要有两点：一是检验方法的不完善，达不到预期标

准；二是大部分员工在收购方面素质较低，难以完成

任务或者达到标准。由于这些原因的出现，往往会伴

随出现问题也会更加严峻，其中就包括粮食重金属超

标以及农药残余等问题，倘若这些粮食流入市场交易，

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2.粮食存储过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 

粮食存储过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主要包括

以下这三种：不能有效利用存储技术；违规使用化学

药剂以及很多仓库中存在交叉污染。 

2.1 不能有效利用存储技术 

在粮食存储的过程中，不同的存储方式、不同的

存储环境、温度，湿度的差异都会对粮食的质量产生

一定的影响，因此，在进行粮食存储时，应当根据实

际的存储环境，选用恰当的存储技术，保证粮食的治

疗。 

对于粮食的储备来说，实际的存储过程往往会有

所不同。粮食在存储期间在一定空间内会和其他的生

物与非生物形成新的生态系统，假若缺失部分元素，

比如气体、杂质、害虫等等，都会使得系统出现问题

而导致粮食出现安全问题。面对这样的安全问题，相

关部门和政府在重视粮食储备问题的同时，也出台了

关于粮食储存的具体办法与规范标准，如果工作人员

不能达标，就无法和前者结合发展。因此粮食的整体

质量将会下降，从而出现安全隐患。 

 

2.2 违规使用化学药剂 

一般情况下，在存储粮食的过程中，为了消灭一

些有害物质或者有害生物会适当使用一些化学药剂，

但化学药剂的使用必须严格控制使用量，用量过少难

以实现消灭的效果，用量过多会污染粮食，造成药物

残留，影响到粮食的质量安全。就拿敌敌畏来说，该

药物本身具有良好的触杀熏蒸效果，但在实际应用的

过程中，该药物在存储环境中不易扩散，造成药物残

留在食物中，因此，在选择何种药剂时，需要全面考

虑，兼顾方方面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问题[4]。 

2.3 仓库中存在交叉污染 

大量粮食在收购过程中，在没有正式运输到粮食

仓库之前，一些单位就会选择性去租借商业仓库去临

时性储存，在选择的过程中往往不会去针对性对商业

仓库进行筛选，没有考虑到是否储存过其他物体等等，

这些没有重视的因素就成为了影响粮食质量安全的

重要因素。对于这类问题的出现，现有出行的粮食存

储管理办法就已经有了相应的解决说明，其中明确的

指出仓库周围是否放置或者存在易燃易爆危险物、有

污染的化工企业等等都是十分影响粮食安全问题的

隐患，曾存放过有毒物体以及活物的仓库，只有在进

行彻底消毒工作以后才可以存放粮食，否则就会出现

严重的粮食储备污染问题。 

3.粮食运输过程中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 

3.1 对粮食运输质量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够
高 

我国在农业发展领域是农业大国，但是本身的粮

食物流发展仍旧是起步阶段，面对实际的运输情况，

往往就会存在成本高、效率低以及品种混乱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我国目前的粮食运输发展有着

重要影响。目前绝大多数的运输单位在对粮食进行运

输的过程中往往只会去重视粮食在运输过程中减少

粮食损耗，没有发现运输中粮食的安全与质量问题，

很多隐患的出现使得最近几年的粮食运输出现许多

粮食质量问题。因此对于粮食运输的关注度不够，导

致粮食运输难以发展。 

3.2 长距离运输方案中依然存在缺陷 

针对长距离运输方案，本文主要以东北地区到南

方销售区粮食运输为例，对整体的运输进行分析，本

次运输总时长是在 20~30d，由于北方与南方的各类

情况不同，导致粮食整体在运输过程中会受到温度差、

湿度差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粮食往往基本都不能

食用，对于南方销售区为中心的消费者群体来说会对

生活造成影响。因此，必须重视长距离运输过程存在

的各个因素，然后计划制定相应的方案，才可以最大

程度上减少粮食质量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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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粮食收储及物流运输环节存在的质量安全

问题的解决办法 

通过对已有的资料进行分析，就粮食收储及物流

运输环节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可以从一下这几个方

面入手：在原有基础上强化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发展；

注重对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对传统的散粮运输方式

进行改善以及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追溯体系。 

4.1 在原有基础上强化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发展 

农业标准化生产是对粮食生产的三个阶段进行

经营管理，根据农业标准化生产的有关规定，采取标

准化生产技术，使得粮食生产的规模化、规范化、产

业化等将能更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我国农业标准化

的生产往往都需要通过 HACCP 来进行发展。所谓

HACCP 就是对具体危害以及关键控制点的分析，对

于标准化生产来说这一体系的主要内容几乎都需要

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够去保证粮食质量，同时也能够

快速的把握住粮食储存、运输中所存在的各种影响因

素，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真正意义上对粮食

质量安全进行保护。结合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必须把

HACCP 和 GMP 融合发展起来，从多个方面去进行

标准化控制，其中就包括土壤、种子、农药、运输等

等，因此就必须建立健全我国独有的专业标准化生产

体系，才能保证国家粮食质量的标准。 

4.2 注重对绿色储粮技术的应用 

我国在针对粮食存储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控温储

粮技术、充氮气调储粮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投入带来

了可观的效果，因此在未来的粮食质量安全发展过程

中，相关单位就应该去重视这些技术重要性，针对性

的对工作人员对这些技术进行引导与培训，保障在工

作过程中能够有效发挥优秀技术的作用并在粮食质

量安全上取得效果。就那控温储粮技术来说，该技术

主要是通过相应的手段来实现对温度进行控制，其中

就包括过压盖、隔热保冷、气囊控温、空调控温等，

由于粮食始终保持在低温环境中，整体变化缓慢，有

效的防止粮食霉变。充氮气调储粮技术的运用，主要

的特点在于无污染，不会对工作人员的生活造成影响，

当然它还具有其他的优势，能够有效的抑制住霉菌的

产生，但是本身需要保持标准较高的密闭性作为基础。 

4.3 对传统的散粮运输方式进行改善 

目前我国传统散粮的运输方式仍旧存在很多问

题，因此往往需要针对以下几点进行改善。首先是必

须建立粮食运输专业的合作组织，由于目前国家运输

散粮中的主要问题在于次数多、单次运输量少、以及

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所以就需要形成多个运输粮食

企业合作发展，在国家的标准下形成粮食运输专业组

织，加快我国散粮的运输效率与质量。其次，必须建

立健全一体化的运输模式，该模式的实行能够有效的

保证散粮运输的质量、数量以及效益等等，该模式的

一体化主要体现在运输设备、运输方式等多个方面的

一体化，重点在于以散粮集装箱多式联运为主、粮食

运输车辆为辅的综合运输一体化模式是该模式最为

重要的基础保障。 

4.4 构建完善的粮食安全追溯体系 

粮食安全追溯体系的出现能够有效保证国家粮

食在实际的运输过程中，找到关键性的问题并解决。

目前国家粮食品种繁多，假如从粮食品种的分类出发

去建立安全追溯系统，不仅仅会增加大量的人工成本

和物质成本，还不能够发挥出较好的作用与效果。因

此，有关单位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在建立粮食安

全追溯体系的过程中去学习和运用 HACCP 的思想，

找到关键点，例如对于粮食收储企业来说，往往可以

从粮食入库时就开始管理，有效的为餐桌可追溯发下

基础。 

5 结论 

总的来说，我国的人口众多，对于我国来说粮食

的收储与运输是十分关键的，不仅仅需要去保证粮食

质量安全，也需要有关部门及单位去加强管理和把控，

利用先进的技术去加强农业的标准化生产与绿色储

粮，建立健全粮食一体化模式，使我国粮食质量安全

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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