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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方储备粮仓设计实践及仓型选择探讨

史Ǔ夏
禾泽都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Ǔ宁夏Ǔ银川Ǔ750100

摘Ȟ要：为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

手中，“十三五”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粮安工程”危仓老库维修改造项目改造了储粮环境，提高了全区整体

储粮能力，全区粮食仓储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未完全建成现代粮食收储供应安全保障体系。随着自治区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粮食安全储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宁夏根据区位优势选择适宜的粮食储

备仓型设计，着力破解全区粮食收储设施能力不足的难题，确保全区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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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围绕宁夏储备粮安全管理需求，结合宁夏地

储和各市县储备粮任务要求，分析近三年宁夏地区部分

储备粮建设项目，通过对项目总体规划、屋面结构形式

和细部构造、新型材料的运用等方面的探讨，结合新型

储粮设施、机械在仓房中的使用效率，选择适合宁夏地

区地储和市县级储备的仓型，建设高性能、低成本、安

全、绿色、智能、环保的储备仓房，推动宁夏地区粮食

行业高质量发展。

1��储备粮仓仓型分析

高大平房仓、浅圆仓、楼房仓是我国现阶段粮食储

备主要仓型。

高大平房仓是近20年内我国主流散装粮储藏仓型，
通常采用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屋面采用双T板或者钢
筋混凝土桁架加预制槽型板，跨度一般不小于18米，堆
粮高度不低于6米。其优点是建造周期短、成本低、使
用寿命长、储存容量大；结构安全可靠性高；不受地域

限制，能适应不同气候条件和储粮需求；不受储备任务

限制，储备量少时可单栋建造，按需求分隔廒间大小，

储量大时可成规模建造，提高储粮高度；能与先进的储

粮设备配合使用，机械化程度高。缺点是仓顶和仓墙的

隔热效果不佳，夏季高温时仓内温度高，影响粮食储存

安全。

浅圆仓相较其他仓型单位体积小，存储量大，空间

利用率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能够配备先进的粮

食清理和输送设备，可以实现快速、高效的粮食进出库

操作；储粮条件优越，配置内环流控温系统、粮情测控

系统、远程监控系统和智能通风系统，可以精准控制粮

温粮情，有利于粮食的长期保存，缺点相对于传统的平

房仓，浅圆仓的建设成本可能更高；技术维护要求高，

对技术维护和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有较高要求；对特定

粮食类型有限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粮食储存；虫害

控制难度大；作业安全风险大。

散粮楼房仓在我国南方地区、产粮大省或者建设用

地面积紧张的地区建设数量较多，其优缺点较为突出。

散装楼房仓的优点是仓容利用率高，可以更有效地利用

空间，节约大量的土地资源；具有较好的抗震能力。缺

点是进出仓作业机械化程度低[1]、效率低、粉尘污染严

重；容易引起害虫在仓内交叉感染；墙体设计的窗户较

多，阳光在仓内的照射面积大，粮温稳定性欠佳；建设

成本和维护成本高于传统的平房仓。

2��具体项目分析

2.1  总体规划
粮食储备项目按照“总体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

进行规划设计，明确项目的近期任务和长期方向，综合

考虑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因素，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

确保项目未来能够适应变化。

规划应做到库区布局结构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交

通流线顺畅，符合储粮工艺要求。规划应有利于防火、

卫生及环境保护；场区建筑间距须满足生产、防火、采

光与通风等要求。

2.2  单体设计
储备粮仓设计总结以前的建设经验，结合项目实际

情况，充分反映近几年的科技成果。粮仓设计既要满足

技术的有效性、空间的实用性和舒适性，还要兼具生态

延续性，有效利用土地资源、节约能源。

2.3  储粮工艺
要实现现代化、标准化、系列化的储粮工艺，工艺

流程和设备选型必须选择合理，采用推荐的技术措施和

标准。推行粮食“四散”作业，尽量采用智能通风、

氮气储粮、智能化信息系统等现代储粮技术，向安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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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科学储粮、绿色储粮不断迈进。

3��设计实践分析

3.1  总体规划、分期实施
以2022年建设的吴忠市红寺堡区地方储备粮仓储及

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为例，项目总用地面积是16970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是5208.06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一期建
设1栋仓容为4200吨的高大平房仓、1栋建筑面积114.3平
方米的附属用房、1栋建筑面积774平方米的器材库，二
期建设1栋仓容为4200吨的高大平房仓、两栋仓容为1820
吨的成品粮油库，如图1所示。

图1��吴忠市红寺堡区地方储备粮仓储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鸟瞰图

以2023年建设的吴忠市陈袁滩粮库仓储设施建设项
目为例，项目总用地面积15408.1㎡，分两期建设，一期
建设总建筑面积为5887.05平方米的2.5万吨原粮平房仓，
建筑面积为729.22平方米的附属用房及消防水池，建筑
面积84平方米的门房、磅房；二期建设1栋建筑面积为
1226.4平方米的低温成品库，1个建筑面积为2179.38平方
米的仓间罩棚，如图2所示。

图2��吴忠市陈袁滩粮库仓储设施建设项目鸟瞰图

3.2  屋面结构形式
高大平房仓：

双T板高大平房仓屋面在承载能力、施工速度、经济
性和美观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屋面保温采用80厚Ⅰ型
硬泡聚氨酯板保温层现场发泡，防水层为3mm+3mm厚Ⅱ
型双层SBS聚酯胎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防水层上部设置一
道不小于25mm厚菱镁发泡板隔热层，隔热层距屋面防水
完成面不小于300mm。加装菱镁发泡板隔热层的屋面形
成自然空腔，利用屋脊的排风口，形成“烟囱效应”，

使得空腔里的空气快速流通，从而降低仓房屋面温度。

夏季高温时仓内温度相较不设置菱镁发泡板隔热层仓房

低2℃-3℃ [2]，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也能有效降低能

耗，节能减排。双T板上部增加菱镁发泡板隔热层做法如
图3、图4所见。

图3��双T板上部增加菱镁发泡板隔热层剖面图

图4��菱镁发泡板隔热层安装详图

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屋面面板为槽型板，保温采用

100厚挤塑聚苯板保温层，防水采用3mm+3mm厚Ⅱ型双
层SBS聚酯胎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或者两道1.5厚LEAC防水
涂料。相较双T板屋面，钢屋架屋面造价更高，屋面承载
力更强，但隔热保温效果较差。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仓

房剖面图及屋面构造图如图5、图3所见。

图5��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仓房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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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钢筋混凝土桁架结构仓房屋面构造图

浅圆仓：

钢顶浅圆仓屋顶承重结构为内置的放射状防腐钢

梁，屋顶分为多个扇区，由内外两层彩钢扣板组成，中

间填充玻璃丝、隔热棉等隔热材料，扣板通过檩条与钢

梁连接，并通过聚乙烯泡沫棒和双层硅酮胶进行密封，

这种构造方式会使隔热层会存在缝隙，导致热量渗透，

增强隔热层的密封性和使用更高效的隔热材料可以弥补

这一缺点。

砼顶浅圆仓屋顶承重结构为钢筋混凝土，屋顶通常

采用“三层”结构，包括钢筋混凝土滑模层、空气夹层

和加气混凝土砌块外层，混凝土结构提供了更好的整体

性和密闭性，减少了热量流失，使得砼顶浅圆仓隔热效

果良好，优于钢顶浅圆仓[3]。

3.3  仓储设施
宁夏近几年建设的粮食仓储工程，都配备了先进的

仓储设备，主要分为检化验设备、进出粮输送提升设

备、机械通风设备、环流熏蒸设备、粮情测控设备、智

能出入库系统。

进出粮输送提升设备的使用，可以减少人力投入降

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作业时间。机械通风设

备、环流熏蒸设备、粮情测控设备的高度机械化，是保

证粮食存储安全的重要因素。环流熏蒸系统能均匀分布

熏蒸气体，精准控制药量，确保粮堆内各部位药剂气体

浓度快速达到有效浓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符合绿色

环保的要求。机械通风系统可以精确控制风向和风量，

确保空气流通效果符合特定需求，也可以通过空气流

通，带走仓内多余热量，降低粮温。粮情测控系统可以

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时监测粮食储藏过程中的粮

情变化，并进行数据分析，智能分析与预警粮食超温等

异常状态，也具备数据存储和统计功能，便于长期跟踪

和分析粮情变化。

结束语：宁夏地区粮食产量和储备任务较少，建设

用地丰富，气候干燥，夏季高温天气较少，储备粮仓建

设时应结合实际情况和各种仓型特点，选择适合宁夏的

储备仓型。

高大平房仓在我国经过20年的发展，具有建造周期
短、成本低、使用寿命长、储存容量大，结构安全可靠

性高，不受地域限制等特点，是使用最普遍的一种仓

型。因其廒间可按需求划分，保证少量、不同品种、不同

产地的粮食能在一栋仓房存储，且储粮品质高，更有其四

项储粮新技术的运用，符合宁夏地区各市县储备任务少，

且粮食品种多，储备粮产地不一的特点，是目前各市县

建设仓储项目的主要选择。其机械化程度较高，便于管

理，也能弥补市县仓储管理人员配置不完善的缺点。

宁夏粮食集团储备粮有限公司，其储备任务多，储

备量大。今后的建设中，浅圆仓仓型因其单位体积小，

存储量大，空间利用率高，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浅

圆仓会是宁夏粮食集团储备粮有限公司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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