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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现行的国家储粮技术规范为基础#结合黄淮流域储

粮生态和粮情#采用精准检测水分(合理布置风网(机械通风

降水(倒仓平衡水分的方法#通过优化试验#解决了在具体的

干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粮食过度干燥#通风降水过程存在

-瓶颈现象.造成干燥效果下降#以及粮堆各部位水分梯度较

大等问题%

关键词#就仓干燥'过度干燥'水分梯度'

23-45674

&

L77'-HD9

T

6'6857G--5969,6D'9,(

T

-,D9A6'-,

T

565789'('

TJ

A6,9H,-H,A685@,ADA

#

7'F@D95HZD68685('7,(57'('

T

D7,(59YD-'9F596

'IA6'-5H

T

-,D9,9H685AD6G,6D'9'I685

T

-,D9)<AD9

T

685F568'H'I,7S

7G-,65H56576D'9'IZ,65-

#

-5,A'9,@(5(,

J

'G6'IY596D(,6D'9956Z'-E

#

F578,9D7,(Y596D(,6D'9

#

F'DA6G-5@,(,975H,'7,9

TX

-57D

X

D6,6D'9

#

[

J

'

X

6DFD\D9

T

6855]

X

5-DF596,(

#

A'(Y56855]75AADY5H-

J

D9

T

'I685

T

-,D9

D9A

X

57DID7H-

J

D9

TX

-'75AA

#

Y596D(,6D'9

X

-57D

X

D6,6D'9

X

-'75AA,9H@'6S

6(5957E

X

859'F59'97,GA5H@

J

H-

J

D9

T

5II576

T

'6H57-5,A5H,9H

T

-,D9

85,

X

5,78

X

,-6'I685F'DA6G-5

T

-,HD596DA(,-

T

5)̂'-'685-

T

-,D957'S

('

T

D7,(\'95A,9H'685-Y,-D56D5A'I

T

-,D9H-

J

D9

T

,9H

X

-'YDH5-5I5-5975)

89

:

;<5=-

&

1,-58'GA5H-

J

D9

T

'

'Y5-H-

J

D9

T

'

F'DA6G-5

T

-,HD596

黄淮流域是中国粮食主产区!主要粮食品种为小麦%玉

米和大豆"黄淮流域属于中温干燥储粮区!四季分明!温度

适中!降雨偏少!空气相对干燥!比较适合晾晒和机械通风干

燥"近年来机械烘干和机械通风干燥逐渐普及0

$V"

1

"然而

机械烘干投资大%烘干费用高!只适用于种粮大户和大粮商"

适当晾晒和通风干燥相结合的方法干燥费用低!很适合黄淮

流域中小储量库的粮食干燥"

当前!黄淮流域中小储粮库在储存托市收购或种粮大户

自行收获的高水分玉米干燥方面!主要采用烘干机机械干燥

等方法将玉米降到安全储藏水分以下"其基本操作方式是

由粮食烘干专业人员到储粮库进行干燥作业!根据粮食水分

含量不同!协议烘干价格基本在
B#

!

/#

元/
6

不等!烘干费用

高!仓储成本压力大"此外!张德欣等0

"

1对高达平房仓储存

高水分玉米进行了外加热通风干燥探索(蒋国斌等0

!

1进行了

偏高水分玉米就仓节能干燥试验!但也使用了外部加热的方

式"以上方法不但能耗较高!而且风网和烘干设备投资较

大!非专业大型粮食仓储企业设备利用率不高!还有仓内各

部位水分梯度较大等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本研究拟

在粮油储藏就仓干燥技术规范0

.

1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0

0

1

%储

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0

B

1等国家粮食干燥技术规范%规程的基

础上!结合当地玉米收获入储的秋冬季节气候干燥%托市收

储玉米水分不太高&绝大部分在
"#Q

以下'的实际粮情和以

中小型平房仓为主的仓储条件!通过合理布置通风网络%合

理选择通风机械%多点监控储粮水分!结合其他热泵技术或

冷谷方法!探索更符合当地气候特征%实际粮情和仓储条件

的就仓干燥方法!获得相关的试验数据和经验参数!为选择

合理的就仓干燥条件!优化就仓干燥工艺提供参考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供试粮情

本课题组自
"##R

!

"#$.

年陆续对地产高水分玉米实施

干燥试验!累计干燥玉米
0

万余
6

!其中单体容积
0##6

的小

型仓占
"#Q

左右(单体容积
0###6

&实际装粮量
.###6

左

右'的高大平房仓占
/#Q

左右"地产混品种玉米!入仓平均

水分为
$B)#Q

!

"#)#Q

!杂质
(

$Q

!不完善粒
%)#Q

!

/)#Q

!

霉变粒
(

$)%Q

"

玉米入仓水分在
"#Q

以下!托市低温干燥的气候特点!

为就仓通风干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

!

方案设计

$)")$

!

粮仓准备
!

粮仓设施完备!气密性良好"使用前充分

清扫!通风干燥后备用"

$)")"

!

机械通风系统
!

设计有方案一和方案二"方案一配

备就仓干燥风机
$#

台(方案二配备就仓干燥风机
$B

台"相

应配备风管系统"风管系统安装完毕后方可将玉米入储"

$)")!

!

粮食入储
!

严格控制入储玉米的初始水分保证
(

"#Q

!对杂质%不完善粒%霉变粒也要按收储指标严格控制"

尽量将每批次入储玉米分散开来!不同批次的尽量混匀"

$)").

!

通风干燥
!

入仓时逐组风道进粮!边进粮边平整粮

面!当一组风道被粮食完全覆盖即可通风降水"通风降水宜

采用压入式通风"

$)")0

!

水分检测
!

合理分布水分检测点"扦样点的确定非

常关键!扦样点选择见图
$

%

"

"

图
$

为扦样点平面图"取通风道前端和末端的正中间

为扦样点!通风道正上方和两条通风道正中间各取一个点!

扦样点取双数!一机三道取
B

个点!一机四道取
/

个点"

图
"

为扦样点立面图"粮堆高度上%中%下
!

等分!取

上%中%下
!

份的中间点为扦样点"

降水过程中逐点扦样检测水分.通风降水期间按图
$

%

"

布设扦样点逐点扦样!用快速水分仪检测水分!掌握通风降

水期间水分变化情况"

!!

接近通风结束时定点定量扦样检测水分.按图
$

%

"

布设

扦样点逐点扦样!每个扦样点取样数量一致&用小容器或小

图
$

!

扦样点平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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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扦样点立面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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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杯定量!都取
0#

T

或
$##

T

'!分层混合或整体混合检测分

层综合水分或整体综合水分"

当各组通风道通风降水持续时间不一致时!逐组风道检

测综合水分!达到目标水分停止该组风道通风降水"

$)!

!

试验设备

离心风机.

P.S%"S*'BM

型!配备功率
%)0E1

!转速

$0###-

/

FD9

!流量
/"//

!

$B0%B F

!

/

8

!全压
$$$B

!

$%B#C,

!石家庄市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电动吸式扦样器.

4hB##S"0

型!功率
$0## 1

!电压

""#&

/

0#:\

!扦样深度
#

!

$#F

!浙东粮检仪器厂(

水分测定仪.

C+/$//

型!高频电容式&

0#+:\

'!使用温

度范围
#

!

.#W

!测定精度
k#)0Q

!日本
?N22

公司"

$).

!

试验方法

$).)$

!

玉米就仓干燥流程

通风系统改造
.

玉米入仓
.

通风干燥
.

检测水分
.

倒

仓混合
.

降温平衡水分

$).)"

!

通风系统改造
!

近十几年新建的仓房大多是高大平

房仓!仅能满足通风降温需要!

0##

!

$###6

的小型房式仓

通风系统基本可以满足降水通风要求"高大平房仓通风系

统改造分别有方案一&见图
!

'和方案二&见图
.

'"

散仓储粮&图
!

'!干燥风道从墙外穿入粮仓"每栋仓房

配
$#

台
P.S%"S*'BM

型风机!一机三道!风道间距
"F

!风道

长度
".F

!仓房一面开通风孔!堆粮高度
!

!

.F

"

!!

包围储粮&图
.

'!在布置主风管的两侧以盛粮麻袋打围!

内侧堆粮!主风道布置在打围麻袋之间"每栋仓房配
$B

台

P.S%"S*'BM

型风机!一机三道!风道间距
"F

!风道长度
$"

!

$/F

!通风口在仓内包打围侧面!通过软连接经过两门中间

通道与仓门外离心风机出风口相连!两门中间包打围!包围

高度
"F

!包围宽度
$)0

!

$)/F

!堆粮高度
!F

!粮堆上部堆

成梯形"

风机选用
P.S%"S*'BM

型离心风机"需要注意的是.从

离心风机出风口
.

仓房通风口
.

空气分配箱
.

主风道
.

支

风道有效通风截面面积不能减小!防止出现瓶颈现象"很多

厂家生产的通风系统都存在瓶颈现象!严重影响通风降水效

果!当通风系统某一处有效通风截面面积减小一半!风机的

风量也减小将近一半"

$).)!

!

通风降水操作方法
!

通风降水条件参照)储粮机械通

风技术规程*

0

B

1

&

P;

/

2$"#"

+

"##"

'!一般早晨
/

!

$#

时至晚

上
/

!

$#

时!如果配备热泵加热装置!夜间加热空气升温
0

!

$#W

可
".8

不间断通风降水"

如果秋季降水达不到目标!玉米温度降到
0

!

$#W

!不

宜过低"通风降水期间加强粮情检查!发现局部发热及时通

风处理!等到次年春天气温回升到
$#W

以上继续通风降水"

$).).

!

水分监测方法
!

将
4hB##S"0

型电动吸成扦样器插

入对应的扦样点扦样!立即用
C+/$//

水分测定仪测定水分

含量!并记录"

$).)0

!

倒仓混合%平衡水分操作
!

监测点水分含量达到预期

含量时!进行倒仓混合!进一步平衡水分"

0!$

贮运与保鲜
!

"#$%

年第
!

期



图
!

!

散仓通风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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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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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打围通风贮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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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

!

通风干燥效果分析

")$)$

!

干燥时间测算试验
!

为预演和推算干燥时间!用

P.S%"S*'BM

型离心风机对不同数量%不同水分含量的玉米

进行了单台风机通风降水试验!不同水分%不同数量的玉米!

将平均水分含量降到
$.Q

时!所需通风时间见表
$

"

!!

选择其它风机时!要测量风机的实际风量!计算每台风

机每小时降水量!每立方米空气可以带走水分
$)"

!

$)/

T

&经

验数据仅供参考'"根据每台风机&风量参数'干燥的粮食数

量和水分降幅计算需要的实际干燥天数"

根据可供选择的干燥时间段&有效降水天数'%干燥前粮

食水分%每台风机每小时降水量!再根据)粮油储藏
!

就仓干

燥技术规范*

0

.

1附录
[

规定的粮食安全干燥期!确定每台风机

所能干燥的最多粮食数量"干燥时间段最好选择秋季入冬前

降水结束!有利于后期倒仓混合%平衡水分%降温和安全储藏"

!!

应根据每台风机干燥的粮食数量和仓房状况确定通风

道布置方式和堆粮高度"

!!

若秋季通风降水达不到预期目标!玉米温度应保持在

$#W

左右!最低不应低于
0W

"经验表明.次年春天气温回

表
$

!

单台
P.S%"S*'BM

型离心风机通风与降水时间关系表j

2,@(5$

!

2856,@(5'I685-5(,6D'9A8D

X

@56Z559Y596D(,6D'9

,9H

X

-57D

X

D6,6D'96DF5'I,AD9

T

(5P.S%"S*'BM759S

6-DIG

T

,(I,9

干燥前玉米初

始水分/
Q

干燥时间/
H

"##6 !##6 .##6 0##6

$B $/ "% !B .0

$% "% .$ 0. B/

$/ !B 0. %" R#

$R .0 B/ R# $$!

"# 0. /$ $#/ $!0

!

j

!

不同水分和数量玉米籽粒终结水分降到
$.Q

(每天通风按
$"8

计算!经验数据仅供参考!空气温湿度%粮温变化时降水时间也

随着变化"

升玉米通风降水前期!低温的玉米水分不降低反而增加

#)0Q

左右!玉米温度越低增加水分越多"通风降水期间加

强粮情检查!发现局部发热及时通风处理!等到次年春天气

温回升到
$#W

以上继续通风降水"

通风期间必须准确测定水分"按照现行扦样规则检测

B!$

第
!!

卷第
!

期 张德欣等.黄淮流域高水分玉米就仓干燥技术优化研究
!



水分误差较大!与玉米的实际水分相差
$Q

!

"Q

!原因是玉

米干燥期间水分非常不均匀&水分梯度过大造成'!现行扦样

规则扦取样品的水分不能代表实际玉米的综合水分"

通风道前端和末端降水速度相差
$#Q

!

"#Q

!通风道正

上方和两条通风道正中间降水速度相差很大!粮堆上中下
!

层降水速度相差更大"

表
$

试验数据表明了用
P.S%"S*'BM

型离心风机单台风

机分别对
"##

!

!##

!

.##

!

0##6

的存量封闭仓%初始水分依次

为
$BQ

!

$%Q

!

$/Q

!

$RQ

!

"#Q

的玉米!干燥到终结水分

$.Q

的通风量和降水量的关系"可以看出!降水量最少的为

$)""#

T

/

F

!

2通风量!降水量最大的为
$)"!0

T

/

F

!

2通风

量!平均值为
$)"!"

T

/

F

!

2通风量!且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这说明!通风降水主要除去的是玉米籽粒中的自由水分!在

$.Q

的水分含量限值以上!水分降低的质量是随着通风量的

增加而增加的"据此!可以根据干燥玉米的总质量%初始水

分含量和最终水分含量来计算所需的干燥时间"经验公

式为.

Fa

%g

&

@

#

V@

$

'

g$2$B

Xg$2"!

g$#

B

a

%g

&

@

#

V@

$

'

g$2#R

X

g$#

B

! &

$

'

式中.

F

+++干燥时间!

8

(

%

+++储粮质量!

6

(

X

+++风机风量!

F

!

/

8

(

@

#

+++初始水分!

Q

(

@

$

+++干燥结束水分!

Q

(

$)"!

+++经验系数&每立方米通风量带走的水分克数'(

$)$B

+++推算值.以
$##

T

湿玉米&

$0Q

(

水分
(

"#Q

'

当水分降到
$.Q

时!水分每降低
$Q

实际逸去水分的质

量&

T

'"

")$)"

!

倒仓混合水分平衡的效果
!

玉米通风降水结束水分

非常不均匀!粮堆的底层和上层水分相差
0Q

左右!必需倒仓

混合平衡水分后才能安全储藏"试验数据见表
"

"

!!

本试验组对玉米经通风干燥后倒仓水分平衡情况进行

了跟踪测定"中储粮阜阳直属库朱寨收购点
B

号库
.00#6

玉米于
"#$.

年
.

月
".

日通风干燥结束!随后从
"#$.

年
.

月

"0

日起开始转运至阜阳直属库本部
_"

号仓进行倒仓贮存!

"#$.

年
0

月
$"

日倒仓运输完毕封仓!即进入封仓水分平衡

阶段"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测定各分布点水分"不同水分含

量所占的比例分布情况见表
!

"

为进一步验证高低水分混合平衡效果!本试验分别用低

水分小麦混合高水分玉米&第一组'和高水分小麦与低水分

玉米&第二组'各
"E

T

密封于塑料袋中!在不同的时间节点!

分取部分样品!用
*

.)0 FF

分级圆筛进行筛分并用

C+/$//

型水分测定仪快速测定水分!得到的高低水分粮食

混合后水分平衡试验数据见表
.

"

倒仓混合时要注意最先出仓的粮食水分较高!原因是最

先出仓的粮食由于漏斗效应大多是上层高水分粮食!这部分

粮食单独干燥后才能倒仓混合或与后期出仓水分较低的粮

食混合后倒仓"秋季干燥结束的玉米倒仓混合后利用冬季

通风降温同时平衡水分"春季干燥结束的玉米倒仓混合后

利用夜间低温时段通风降温同时平衡水分&最好选择连续

!

!

0H

偏北风气温降低湿度较低的时段夜间通风降温'!如

果后期气温较高!利用谷物冷却机通风降温同时平衡水分"

表
!

数据表明.通风干燥结束虽然整仓平均水分降到

$!)$Q

!但 是 水 分
$.)#Q

以 上 的 数 量 占 到
!#Q

!水 分

$")#Q

!

$.)#Q

的数量占到
!!Q

!水分
$")#Q

以下的数量占

表
"

!

朱寨库玉米通风干燥结束水分检测表j

2,@(5"

!

e8GYD((,

T

5(D@-,-

J

7'-9Y596D(,65HH-

J

59HF'DA6G-565A6D9

T

6,@(5

检测点
*'$ *'" *'! *'. *'0 *'B *'% *'/ *'R *'$#

上层
$0)0 $0)B $B)# $0)" $0). $.). $.)0 $0)B $!)/ $!)B

中层
$!)$ $")% $0)B $!)$ $")% $")! $")B $!)! $$)0 $$)0

下层
$$)! $$)! $!). $$)$ $$)0 $$)# $$)B $$)/ $$)$ $$)$

!

j

!

"#$.

年
.

月
".

日(检测点从
*'$

至
*'$#

依次代表
B

号库从东至西的第
$

间至第
$#

间(每个水分数值对

应分层测定的
B

个点的平均值!按单间储存总数量的
$

/

!

计算为该水分玉米的数量"

表
!

!

玉米通风就仓干燥结束至倒仓水分平衡后不同水分数量比例分布表

2,@(5!

!

M'-9H-

J

D9

T

Z,-58'GA5Y596D(,6D'9G96D(68559H'I685Z,65-@,(,975,I65-

HDII5-596Z,65-

`

G,96D6

J

HDA6-D@G6D'96,@(5 Q

时间节点 水分
&

$.Q

以上 水分
$"Q

!

$.Q

水分
(

$"Q

通风干燥结束时不同水分含量数量比例分布&

"#$.

年
.

月

".

日!袁寨收储点
B

号库'

!# !! !%

倒仓混合结束封仓时不同水分含量数量比例分布&

"#$.

年

0

月
$!

日!阜阳直属库本部
_"

号库'

$R %. %

推定水分平衡结束时不同水分含量数量比例分布&

"#$.

年

0

月
$!

日!袁寨收储点
B

号库'

. /B $#

%!$

贮运与保鲜
!

"#$%

年第
!

期



表
.

粮食水分平衡试验j

2,@(5.

!

4-,D9F'DA6G-5@,(,97565A6

时间
累计时

间/
8

各平衡时间点水分含量/
Q

玉米 小麦 玉米 小麦

R

月
%

日
$$

.

## # $B)" $#)/ $$)# $B)$

R

月
%

日
$/

.

## % $.)0 $")% $")0 $.)/

R

月
/

日
$#

.

## "! $!)/ $!)! $")R $.)"

R

月
$#

日
$%

.

## %/ $!)% $!). $")R $.)"

R

月
""

日
$$

.

## !B# $!)B $!). $!)# $.)$

!

j

!

高低水分粮食混合后
".8

水分转移基本结束达到平衡"

到
!%Q

!水分非常不均匀!不能安全储藏"表
"

数据表明.通

风干燥结束最高水分
$B)#Q

(倒仓混合结束最高水分含量

$0)#Q

!

"

种情况均不能达到安全储藏的要求!但是水分平衡

结束后!最高水分含量点含量为
$.)"Q

!可以满足安全储藏

的要求"

表
!

数据还表明.玉米就仓干燥从通风干燥结束到平衡

水分结束!水分
&

$.Q

的数量从
!#Q

下降到
.Q

!水分

$"Q

!

$.Q

的数量从从
!!Q

上升到
/BQ

!粮堆水分的均匀

度大为改善!有利于后期安全储藏"

表
.

是高低水分粮食混合非常均匀的情况下水分平衡

试验数据!混合后
".8

水分转移基本结束达到平衡!实际倒

仓混合达不到这种效果!必需适当通风平衡水分"

")$)!

!

粮食干燥降水损失分析
!

根据粮食干燥前后干物质

不变的原理计算数量损失"干燥前后质量损失按式&

"

'计

算!干燥后理论质量按式&

!

'计算.

3

K

+

L

S

! &

"

'

S

K

$

L

@

#

$

L

@

$

! &

!

'

式中.

3

+++干燥前后质量损失!

E

T

(

S

+++干燥后质量!

E

T

(

@

#

+++干燥前水分!

Q

(

+

+++干燥前质量!

E

T

(

@

$

+++干燥后水分!

Q

"

玉米在通风干燥过程中实际损耗情况为.干燥前入仓数

量
B./$0#E

T

!综合水分含量
$%)#%Q

(干燥后出仓数量

B"#"B#E

T

!综 合 水 分 含 量
$!)"BQ

(实 际 质 量 损 失

"%/R#E

T

!干燥前后水分含量差为
!)/$Q

(玉米干燥每降低

水分
$Q

理论损耗率
$)$0Q

!实际损耗率
$)$!Q

!基本相符"

干燥试验表明!实际干燥过程中的质量损失与理论损失

量基本相符!可以通过初始水分和干燥终结水分以及实际入

仓量进行计算"

")"

!

就仓干燥成本分析

P.S%"S*'BM

型离心风对机玉米通风降水单位能耗为

$"##Eb

/

E

T

2水分!是 粮 食 烘 干 机 国 家 标 准 能 耗

/###Eb

/

E

T

2水分的
$0Q

")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

0

B

1附

录
M)")"

降水通风的单位能耗要求.玉米降水单位能耗
(

")#E1

2

8

/&

$Q

水分2

6

'"夏季入库小麦秋季用
P.S%"S*'BM

型离心风机通风降水单位能耗
(

")#E1

2

8

/&

$Q

水分2

6

'"轴

流风机通风降水单位能耗
(

")#E1

2

8

/&

$Q

水分2

6

'!但轴

流风机风量小!干燥速度慢!干燥时间长!不适宜高水分玉米

通风降水"本试验通风降水能耗统计见表
0

"

!!

由表
0

可知!采用
P.S%"S*'BM

型离心风机对玉米进行

通风降水
.)!Q

!电费
$")%%

元/
6

!倒仓混合人工费
$"

元/
6

!

合计
".)%%

元/
6

左右!比机械烘干费用
B#

元/
6

&当地市场通

用价格'降低一半还多!节约效果明显"

表
0

!

朱寨
B

6库玉米通风就仓干燥成本分析表j

2,@(50

!

L9,(

J

ADA'9685H-

J

D9

T

7'A6'I7'-9Y596D(,6D'9D9B

6

-5A5-Y'D-

干燥玉米

总质量/
6

干燥前初始平

均水分/
Q

通风干燥后平

均水分/
Q

累计通风

时间/
8

风机台

数/台

单台风机

功率/
E1

通风降水单位能耗/

0

E1

2

8

2&

$Q

水分2

6

'

V$

1

能耗费用/

&元2

6

V$

'

人工布置风网及倒仓

混合费用/&元2

6

V$

'

能耗及人工费用

合计/&元2

6

V$

'

.00# $B)# $$)% $"00 0 %)0 ").$ $")%% $")# ".)%%

!

j

!

电价按
$)#

元/
E1

2

8

计(人工布置风网及倒仓混合费用为合同协议价"

")!

!

高水分玉米获得良好干燥效果的相关环节操作实施

要点

!!

按照既有的粮食干燥规范%规程操作!玉米干燥结束时

干燥区前沿移出粮面或移出粮堆底面!当干燥区前沿水分降

到
$.Q

!

$0Q

时&黄淮流域玉米安全水分
$.Q

'!整仓玉米

平均水分已降到
$"Q

左右!远低于玉米国家标准水分
$.Q

!

造成干燥过度!玉米数量损失
")!Q

左右!每吨玉米损失
.#

!

0#

元"原因是玉米通风干燥水分非常不均匀!粮堆实际水

分梯度达到
")#Q

水分/
F

粮层厚度左右!远大于)储粮机械

通风技术规程*

0

B

1的要求&粮堆水分梯度
(

#)0Q

水分/
F

粮

层厚度'"由于水分梯度大!粮堆的底层和上层水分相差
0Q

左右!当干燥区前沿水分降到
$0Q

左右时!整仓玉米平均水

分已降到
$"Q

左右!造成过度干燥"

)粮油储藏
!

就仓干燥技术规范*

0

.

1制定的组合式多管

通风系统就仓干燥方法也存在上述现象!当相邻
.

根立体通

风管正中间水分降到
$0Q

左右时!整仓玉米平均水分也降到

$"Q

左右!造成过度干燥"

为此!要解决过度干燥问题!根据多年探索谷物就仓干

燥的经验!提出以下意见.

玉米不耐高温!其最适宜降水温度为
$#

!

"#W

!

"0W

左右可以降水但玉米脂肪酸值升高较快!

$#W

以下降水速

度很慢而且能耗高!降水时间为
$#

!

$"

月和次年的
!

!

.

月"玉米田间收获时间不宜过早!在不影响小麦播种期的前

提下尽量晚些收割!通过田间晾晒使玉米水分降到
"0Q

左

右"收获的玉米穗继续晾晒!待水分降到
"#Q

左右脱粒晾

晒0

B

1

"如果玉米粒晾晒能力有限或天气不好!玉米穗不要急

于脱粒且要保持良好的通风状态&脱粒后的高水分玉米不及

!下转第
$..

页"

/!$

第
!!

卷第
!

期 张德欣等.黄淮流域高水分玉米就仓干燥技术优化研究
!



一种有效的方法!制备的玉米黄色素具有一定抗癌活性!但

其确切抗胃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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