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是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约占世界粮

食总产量的 25％；建国以来，我国玉米生产取得

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产量仅次于小麦和水稻。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

物消费将向富于营养和有益健康的方向发展，从

不合理的消费习惯向科学、营养的食品观念转变，

目前玉米主要以深加工的各类产品进入人们的饮

食中，为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相应地，对玉米的储藏也提出了保持营养品

质等新的要求和研究课题。玉米作为我国重要的

储粮品种，在储藏过程中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生

理演变和新陈代谢活动，随之出现陈化、生虫、发

霉等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玉米含水量过高。

1 玉米储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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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始水分含量高

辽宁省无霜期短，气温低，收获时天气已冷，

加之玉米果穗外有苞叶，在植株上得不到充分的

日晒干燥，新收获的玉米水分一般为 20%～30％。
1.2 吸湿性强

玉米的胚大，呼吸旺盛，玉米的胚几乎占玉米

子粒总体积的 1/3，占子粒重量的 10%～20％，玉

米胚部较之子粒其他部位具有更大的吸湿性。玉

米的胚含有 30%以上的蛋白质和较多的可溶性

糖，更加强其吸湿性。
1.3 易受到微生物的侵害

在储藏过程中，一旦有适宜的温、湿度条件，

霉菌即可迅速在玉米的表面、胚等部位生长，从而

造成玉米食用品质变劣，有些霉菌在代谢过程中

形成真菌毒素，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 (食物链)
危害人类健康。
1.4 胚部易酸腐

玉米胚部含脂肪较多，含有整粒中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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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的脂肪，所以胚部的脂肪酸值始终高于胚乳，

酸败首先从胚部开始。

2 玉米储藏方法

安全储藏的关键是降低水分。根据玉米的特

性，在对传统储藏经验的总结和优化的基础上，特

介绍如下两种储藏方法：

2.1 果穗储藏法

利用我省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气温较高，湿

度较低的自然条件，在收获前 15 d 采取站秆扒皮

晒穗，15 d 后可使水分从 32.8％降低到 14.8％。
站秆扒皮，平均日降水量比不站秆扒皮大 1.4 倍

左右，由于玉米子粒的物理特性，成熟后大量水分

凝聚在子粒毛细管内，降水明显，水分在 18％以

上时直线下降，当水分低于 18％时，水分多被吸

附在毛细管壁上，水分降低缓慢，故必须根据玉米

的物理特性抓住有利时机，搞好田间降水。
收获后在场地上用木杆或秸秆编成通风仓，此

种通风仓具有通风效果好，降水效果明显等特点。
将去掉苞叶的果穗堆在仓内越冬，次年再脱粒入仓；

收获前未采取站秆扒皮晒穗的，收获后可采取挂藏，

将果穗的叶子编成辫，在避雨通风的地方搭架挂藏。
果穗储藏法的优点：方法简便，效果好。子粒的

胚部埋藏在果穗穗轴内，对虫霉侵害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穗轴内的养分初期仍可继续输送到子粒内，增

加子粒的养分，所收获的玉米可在穗轴上后熟，使淀

粉含量增加，可溶性糖分减少，品质不断改善；由于

果穗间空隙大，通风条件好，又值低温季节，因此尽

管高水分玉米果穗呼吸强度仍然很大也能保持热能

代谢平衡，堆温变化较小，在冬春季节长期通风条件

下，玉米得以逐步干燥。次年再脱粒入仓。
2.2 子粒储藏法

2.2.1 干燥防潮

玉米储藏安全水分要保持在 13%～14％，低

于主要微生物繁育的含水量。
2.2.2 清除杂质

杂质也是影响玉米安全储藏的一个重要因

素，含杂质多的玉米容易发生霉变和虫害，因此在

玉米入仓前要清除杂质。
2.2.3 安装透气管，增强粮堆透气性

在玉米的储藏实践中发现由于玉米子粒大，

孔隙度小，加之呼吸旺盛，粮堆板结，透气性差是

导致玉米发热霉变的主要原因。针对上述情况在

粮堆内竖直安装用柳条等编制的圆形通气管，通

气管的直径可根据粮堆的大小而定。在玉米子粒

入库时，根据容积的大小间隔适当距离竖直安装

一根，通气管底部距地面 50 cm，顶端高出粮面

20～30 cm。通气管可保持粮堆良好的疏松透气

性，有效地避免粮堆表层湿热而导致板结从而引

起粮食发霉。
2.2.4 翻动粮面，防止板结

在夏季和气温交替季节适时翻动粮面，确保

粮面疏松。保持粮面疏松透气是确保玉米安全储

藏的关键，特别是超过安全水分的玉米，因此在夏

季要每隔 2～3 周翻动一次粮面，确保安全度夏。
2.2.5 做好防霉防虫工作

玉米在储藏期间要勤检查，有条件的可用微

生物监测仪检查玉米有无细菌生长繁殖。若对玉

米进行冬季冷冻和春晒过筛及倒仓通风，防虫效

果更好。
子粒储藏的优点是仓容利用率高。

3 结 论

提高玉米储藏管理意识，掌握玉米的储藏特

性、储藏方法及微生物的防治，才能安全科学地储

藏玉米，有效稳定玉米价值，确保玉米生产的经济

收益，在实际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上两

种玉米储藏方法经过研究和较大规模实践证明，

简便易行，费用低，玉米品质好，有效提高玉米的

经济效益，若能普遍推广应用将是储粮方式上的

重大改革，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

参考文献：

[1] 韩庭贵 . 对高水分玉米储藏技术的探讨 [J] . 黑龙江科技信

息，2004(5)，139 .
[2] 张 堃，王友良，苟祖明 . 一种玉米储藏的新方法[J] . 粮食问

题研究，2004(6)：50 .
[3] 柏九菊 . 玉米储藏实用技术及储藏品质分析 [J] . 粮食加工，

2005，30(4)：61- 62 .
[4] 吴存荣，张玉荣，刘 婷，等 . 玉米储藏过程中品质指标变化

研究[J] . 郑州工程学院学报，2004，25(2)：50- 5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