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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７０）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安徽省粮食局、湖北省粮食局、山东省粮食局、湖北

叶威（集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求是嘉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山东金钟电子集团、郑州华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中科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建军、甄彤、祝玉华、张庆、葛亮、李剑、卜崇军、叶维林、陈栋、祁波、吕宗旺、

刘斌、蔡军、王晏、朱建峰、张兵、臧传真、高峰、董作汉、赵兴卫、邵辉、李宏典、姬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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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典型业务流程、系统功能、硬件要求、系统分

类、数据规范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维护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４２５８　信息技术　自动识别与数据采集技术条码符号印刷质量的检验

ＧＢ５０３９５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ＬＳ／Ｔ１７００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行政、事业机构及社会团体分类与代码

ＬＳ／Ｔ１７０１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企业分类与代码

ＬＳ／Ｔ１７０２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属性分类与代码

ＬＳ／Ｔ１８０２　粮食仓储业务数据元

国家粮食局关于规范粮食行业信息化建设的意见　国粮财〔２０１６〕７４号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　犵狉犪犻狀犲狀狋狉狔犲狓犻狋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信息技术，将人、车船、设备、粮食及仓储设施为一体，实现粮食出入库业务过程的智能化识别、

监控和管理的信息系统。一般包括出入库登记、扦样管理、检化验管理、计量管理、值仓管理、结算管理、

统计分析等模块。

３．２

出入库登记　犲狀狋狉狔犲狓犻狋狉犲犵犻狊狋狉犪狋犻狅狀

粮食出入库作业时，对人员信息、车船信息、粮食信息等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发卡及销卡的业务

过程。

３．３

地磅称重控制器　狑犲犻犵犺犫狉犻犱犵犲狑犲犻犵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狉狅犾犾犲狉

集成地磅称重和控制功能为一体的装置，包括工控主板、交换机、路由器、语音功放、光电隔离板等

模块。可通过外围设备，完成视频的采集，并通过栏杆机、语音播报等设备自动指导现场车辆合理规范

的完成称重，自动采集处理称重数据并自动上传到指定服务器。

３．４

计量管理　狑犲犻犵犺犻狀犵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

通过检测设备自动进行称重或体积测量，并对计量过程及结果进行管理。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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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值仓　狅狀犱狌狋狔

粮食在出入仓时，保管员对粮食装卸过程进行监督，包括核实仓位、车辆、粮食品质等信息。

３．６

身份识别卡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犪狉犱

记录出入库过程中人员、车辆、业务等信息的载体，一般采用条形码、ＲＦＩＤ卡（高频、超高频）等。

３．７

散粮秤　犫狌犾犽狊犮犪犾犲

一种静态称量的自动衡器，一般对散装粮食和油料进行计量称重。

４　典型业务流程

４．１　入库流程

４．１．１　车辆入库流程

售粮人员进行出入库登记并领取身份识别卡。通过扦样设备取样，检验室进行质量检验。检验不

合格，销卡出门，检验合格称毛重。称重完成后到仓房进行值仓作业。值仓过程中发现粮食品质与检验

结果有差异，进行复检。值仓作业完成后，到磅房称皮重。进行业务结算，领取结算单，最后销卡出门。

车辆入库业务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车辆入库业务流程图

４．１．２　散粮秤计量粮食入库流程

采用散粮秤作为计量工具时，先对火车或船只进行出入库登记并发放身份识别卡；对同一批次粮食

进行扦样检验，检验合格后开始该批次粮食入库作业。通过散粮秤进行计量；作业完成后，确认该批次

粮食的总净重；进行业务结算，领取结算单；结算完成后进行销卡。散粮秤入库流程如图２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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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散粮秤入库流程图

４．１．３　车辆转运入库流程

采用火车或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时，需要车辆转运入库，应对火车或船只上的同一批次粮食进行扦样

检验，检验合格后开始该批次粮食入库作业。转运车辆进行出入库登记并领取身份识别卡，到码头或站

台装载粮食；转运车辆称毛重，称重完成后到仓房进行值仓作业；值仓过程中发现粮食品质与检验结果

有差异，进行复检；值仓作业完成后，到磅房称皮重，完成一次作业；转运车辆循环进行称毛重、值仓、称

皮重，直至该批次粮食入库完毕。该批次粮食入库完毕后，汇总所有的检斤单据，形成该批次粮食的总

毛重、总皮重，并计算净重，进行业务结算，领取结算单；结算完成后对转运车辆进行销卡。车辆转运入

库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车辆转运入库流程图

３

犔犛／犜１８０４—２０１６



４．２　出库流程

４．２．１　车辆出库流程

承运人员凭出库通知单进行出入库登记并领取身份识别卡，车辆称皮重。到仓房进行值仓作业，值

仓完成后进行称毛重，计算净重。打印结算单据，最后进行销卡出门。车辆出库业务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车辆出库业务流程图

４．２．２　散粮秤计量粮食出库流程

采用散粮秤作为计量工具时，承运人员凭出库通知单对火车或船只进行出入库登记并发放身份识

别卡；通过散粮秤进行计量；出库作业完成后，确认该批次粮食的总净重；进行业务结算，领取结算单；结

算完成后进行销卡。散粮秤出库流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散粮秤出库流程图

４．２．３　车辆转运出库流程

采用火车或轮船作为运输工具时，需要车辆转运出库，承运人员凭出库通知单进行出入库登记，转

运车辆领取身份识别卡。车辆称皮重。到仓房进行值仓作业，值仓完成后进行称毛重，计算净重并确

认。到码头或站台卸载粮食，完成一次作业。转运车辆循环进行称皮重、值仓、称毛重，计算净重并确

认，直至该批次粮食出库完毕。汇总所有的检斤单据，形成该批次粮食的总毛重、总皮重，并计算净重，

进行业务结算，领取结算单；结算完成后对转运车辆进行销卡。车辆转运出库流程如图６所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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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车辆转运出库流程图

５　系统功能

５．１　系统功能模块构成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一般由出入库登记、扦样管理、检验管理、计量管理、值仓管理、结算管理

和统计分析等七个模块构成，相关模块具有可扩展性，如表１所示。

表１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内容

序号 模块 功能概述

１ 出入库登记 具备登记、发卡及销卡等管理功能

２ 扦样管理 对粮食进行扦样管理，并标识样品

３ 检验管理 检验样品并记录结果，判定粮食品质

４ 计量管理 通过检测设备自动进行称重或体积测量，对计量过程及结果进行管理

５ 值仓管理 核对粮食和车辆信息，对出入仓作业进行监管

６ 结算管理 根据出入库作业过程中各环节的数据，形成同批次粮食的结算单据

７ 统计分析 对所有出入库作业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形成各种管理报表

５．２　出入库登记

出入库登记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对车船、人员、粮食信息进行登记并制卡；

ｂ） 作业完毕，销卡并放行；

ｃ） 对卡片丢失、损坏等异常进行补卡操作；

ｄ） 对已登记的信息查询、维护；

ｅ） 宜自动识别各类运输车辆的车牌号；

ｆ） 自动读取二代身份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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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扦样管理

扦样管理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根据身份识别卡核对车船信息，进行扦样控制，形成样品标识码；

ｂ） 适应对主要装载方式的扦样；

ｃ） 宜自动识别被扦样车辆信息；

ｄ） 宜随机选择扦样点，自动收集样品；

ｅ） 打印样品标识码。

５．４　检验管理

检验管理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依据样品标识码，录入粮食各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判定粮食品质，确定扣量扣价信息；

ｂ） 宜实行封闭检验，在录入检验结果时，扫描或读取样品的识别卡，自动识别样品的信息；

ｃ） 根据样品的信息，显示需要该品种的检验项目；

ｄ） 根据规则，自动判断检验指标的符合程度和质量等级等信息并进行扣量扣价；

ｅ） 根据需要打印检验单据；

ｆ） 检验合格的可进行继续入库，不合格的则须终止入库；

ｇ） 对某一时间段内的所有检验记录进行查询分析。

５．５　计量管理

５．５．１　计量管理模块分为检斤称重管理和流量计量管理两个子模块。

５．５．２　检斤称重子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读取身份识别卡，核对车辆、粮食、检验信息，获取汽车衡的计量值，确定车辆的毛重、皮重；

ｂ） 宜通过车辆识别设备自动识别、核对车牌号；

ｃ） 通过语音提示或屏幕显示等方式，引导车辆上磅执行称重作业；

ｄ） 对上磅的车辆称重过程进行人为监督或采用道闸、车辆红外分离器等设备，防止称重作业人为

作弊，宜使用视频监控设备对车辆及场地的关键部位进行拍照录像；

ｅ） 对称重的结果通过语音播报或屏幕显示；

ｆ） 依据质检、称重、值仓结果，自动计算扣量，确定净重；

ｇ） 根据需要打印检斤单据；

ｈ） 能够查询称重记录。

５．５．３　流量计量管理模块应具备以下内容：

ａ）　通过读取识别卡信息，核对车船、人员、粮食信息及检验信息，获取散粮秤的计量值，确定车船

粮食的总重；

ｂ） 记录每次计量数据，显示汇总数据和计划量数据，临近超量提醒功能；

ｃ） 依据质检、称重结果，自动计算扣量，确定净重；

ｄ） 根据需要打印计量单据；

ｅ） 能够查询计量记录。

５．６　值仓管理

值仓管理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通过身份识别卡核对车辆、人员、检验、出入库仓号等信息；

ｂ） 根据现场粮食质量情况，提出复检请求；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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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装卸完成或中止作业后，通过读取身份识别卡，完成值仓确认；

ｄ） 能够查询值仓记录。

５．７　结算管理

结算管理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根据出入库作业过程中各环节的数据，形成同批次粮食的结算单据，生成结算数量、金额；

ｂ） 根据需要打印结算单据、发票；

ｃ） 支持银行转账等结算方式；

ｄ） 能够查询、维护结算记录。

５．８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模块具备下列功能：

ａ）　查询粮食出入库作业各环节的业务信息；

ｂ） 按需提取数据生成各类报表。

６　硬件要求

６．１　硬件构成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硬件设备一般包括计算机、扦样设备、计量设备、身份证阅读器、条码扫描

器、车牌识别设备、监控设备、车辆限位设备、移动手持设备、身份识别卡及相关读写设备、打印机、地磅

称重控制器等。

粮库在进行设备选型时应根据粮库的规模和业务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配备相应设备。

６．２　主要硬件的功能要求

主要硬件的功能要求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主要硬件的功能要求

序号 硬件名称 功能要求

１ 身份证阅读器 自动读取二代身份证信息

２ 条码扫描器 识别一维码、二维码

３ 车牌识别设备 自动识别标准车辆的号牌

４ 监控设备
简易类出入库系统实现检斤过程的拍照，标准类出入库系统实现拍照和录像，设

备选型与配置符合ＧＢ５０３９５中的设备选型与配置

５ 车辆限位设备 能够检测车辆停放是否规范

６ 移动手持设备 能够读写身份识别卡，录入、查询值仓信息

７ 打印机 用作条形码打印时，打印的条形码质量标准符合ＧＢ／Ｔ１４２５８中的一般要求

８ 身份识别卡 具备记录出入库过程中人员、车辆、业务等信息

９ 相关读写设备 能够读写条形码、ＲＦＩＤ卡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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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系统分类

７．１　系统分类

按照管理和投资规模的不同，出入库系统可分类建设，按照《国家粮食局关于规范粮食行业信息化

建设的意见》文件的要求，粮库信息化系统一般分收纳库系统、储备库系统、示范库系统三个层级。按系

统功能和硬件构成分为简易、标准两类。一般建议收纳库系统按照简易类进行建设，储备库系统和示范

库系统按照标准类进行建设。简易类出入库系统建设内容如表３所示。标准类出入库系统建设内容如

表４所示。

表３　简易类出入库系统建设内容

序号 模块 功能 硬件

１ 出入库登记 具备登记、发卡及销卡等管理功能，自动识别身份证信息

２ 扦样管理 对粮食进行扦样管理，并标识样品

３ 检验管理 检验样品并记录结果，判定粮食质量

４ 计量管理
通过计量设备自动进行计量，对计量过程及结果进行管理，

对检斤过程进行拍照存档

５ 值仓管理 核对粮食和车辆信息，对出入仓作业进行监管

６ 结算管理
根据出入库作业过程中各环节的数据，形成同批次粮食的结

算单据，自动识别身份证信息并核实

７ 统计分析
对所有出入库作业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形

成各种管理报表

计算机、计量设备、身份

证阅读器、监控设备、身

份识别卡及相关读写设

备、打印机

表４　标准类出入库系统建设内容

序号 模块 功能 硬件

１ 出入库登记
具备登记、发卡及销卡等管理功能，自动识别身份证信息，自

动识别车辆号牌

２ 扦样管理 对粮食进行自动扦样，打印样品标识码

３ 检验管理 封闭检验并记录结果，判定粮食品质

４ 计量管理

通过计量设备自动进行计量，对计量过程及结果进行管理，

通过车辆识别设备自动识别、核对车牌号，通过车辆限位设

备防止车辆作弊，使用视频监控设备对车辆及场地的关键部

位进行拍照录像

５ 值仓管理
通过移动手持设备，核对粮食和车辆信息，对出入仓作业进

行监管

６ 结算管理
根据出入库作业过程中各环节的数据，形成同批次粮食的结

算单据，自动识别身份证信息并核实

７ 统计分析
对所有出入库作业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形

成各种管理报表

计算机、扦样设备、计量

设备、身份证阅读器、条

码扫描 枪、车 牌 识 别 设

备、监控设备、车辆限位

设备、移动手持设备、身

份识别卡及相关读写设

备、打印机、地磅称重控

制器、银行卡读卡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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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数据规范

８．１　数据元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数据元引用ＬＳ／Ｔ１８０２中的出入库信息数据元。

８．２　信息分类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信息分类引用ＬＳ／Ｔ１７００、ＬＳ／Ｔ１７０１、ＬＳ／Ｔ１７０２中的粮食信息分类与

编码。

８．３　数据库设计要求

粮食出入库业务信息系统进行数据库设计时，按照数据元标准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根据粮食各类

型的数据库建设以及粮食数据的交换、共享、服务和应用对数据结构的需要，建立基础性、通用性的数据

结构标准并使之目录化。基本数据结构主要包括库点基本信息、仓房货位信息、入库单、出库单、质检

单、结算单等内容。基本数据结构可参见附录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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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基本数据结构

犃．１　库点基本信息

库点基本信息如表Ａ．１所示。

表犃．１　库点基本信息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库点代码 字符型 ａ．３

２ 库点名称 字符型 ａ．．５０

３ 库点简称 字符型 ａ．．２０

４ 库点企业性质 字符型 ａ．１

５ 库点类别 字符型 ａ．．２０

６ 建成日期 日期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７ 库点设计仓容 数值型 ｎ．．８

８ 库点电话 字符型 ａ．．５０

９ 库点传真 字符型 ａ．．５０

１０ 库点地址 字符型 ａ．．２００

１１ 库点邮政编码 字符型 ａ．６

１２ 法定代表人 字符型 ａ．．５０

１３ 库点面积 数值型 ｎ．．１０，２

犃．２　仓房基本信息

仓房基本信息如表Ａ．２所示。

表犃．２　仓房基本信息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所属库点 自由文本 ａ．．２０

２ 仓房编号 字符型 ａ．３

３ 仓房名称 自由文本 ａ．．２０

４ 仓房类型 自由文本 ａ．．２０

５ 仓房结构 自由文本 ａ．．２０

６ 建筑类型 自由文本 ａ．．２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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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７ 仓房长度（直径） 数值型 ｎ．．３，１

８ 仓房宽度 数值型 ｎ．．３，１

９ 仓房高度 数值型 ｎ．．３，１

１０ 仓房设计仓容 数值型 ｎ．．８

１１ 仓房实际仓容 数值型 ｎ．．８

１２ 启用日期 自由文本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１３ 仓房状态 仓廒状态代码表 ａ．１

犃．３　货位信息

货位信息如表Ａ．３所示。

表犃．３　货位信息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所属仓房编号 字符型 ａ．３

２ 所属廒间编号 字符型 ａ．３

３ 货位编号 字符型 ａ．２

４ 货位启用日期 日期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

５ 货位状态 字符型 ａ．１

６ 储粮方式 字符型 ａ．１

７ 货位容量 数值型 ｎ．．８

犃．４　出入库单

出入库单如表Ａ．４所示。

表犃．４　出入库单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业务单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２ 业务类型 字符型 ａ．．２０

３ 通知单编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４ 合同编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５ 仓房编号 字符型 ａ．３

６ 货位编号 字符型 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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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续）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７ 粮食品种 字符型 ａ．．２０

８ 等级 字符型 ａ．．２０

９ 毛重 数值型 ｎ．．９，１ 单位：ｋｇ

１０ 皮重 数值型 ｎ．．９，１ 单位：ｋｇ

１１ 车号 字符型 ａ．．５０

１２ 现场扣量 数值型 ｎ．．９，１ 单位：ｋｇ

１３ 粮食净重 数值型 ｎ．．９，１ 单位：ｋｇ

１４ 运输方式 字符型 ａ．．２０ 值域：水运／汽运／铁路／其他

１５ 包装方式 字符型 ａ．．２０ 值域：散装／麻袋包装／其他

１６ 国别 字符型 ａ．．２０

１７ 产地 字符型 ａ．．１００

犃．５　入库质检单

入库质检单如表Ａ．５所示。

表犃．５　入库质检单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质检单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２ 出入库单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３ 检验时间 日期时间型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ｈｈ：ｍｍ：ｓｓ

４ 品种 字符型 ａ．．１０

５ 等级 字符型 ａ．．１０

６ 扦样人 字符型 ａ．．５０

７ 检验人 字符型 ａ．．５０

８ 合格判定 字符型 ａ．．２０ 值域：合格／不合格

犃．６　入库质检单检验明细

入库质检单检验明细如表Ａ．６所示。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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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　入库质检单检验明细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质检单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２ 检验项目
自定义质量安全指标，一般包括水

分含量、杂质、容重、不完善粒等

３ 检验结果 字符型 ａ．．２０

４ 检验扣重百分比 数值型 ｎ．．９，４

５ 检验扣价百分比 数值型 ｎ．．９，４

６ 检验扣重 数值型 ｎ．．９，４

７ 检验扣价 数值型 ｎ．．９，４

犃．７　质检扣重标准

质检扣重标准如表Ａ．７所示。

表犃．７　质检扣重标准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检验项目

２ 检验项目阶梯号 字符型 ｎ．．９，０

３ 该阶梯起始值 数值型 ｎ．．９，４

４ 该阶梯结束值 数值型 ｎ．．９，４

５ 该阶梯扣重标准 数值型 ｎ．．９，４
每超１％，需要扣百分之几，不合格

区间扣重１００％

６ 质检项目标准号 数值型 ｎ．．９，４
假如两个不同性质的粮食有两个

标准，再此区分使用哪一套

７ 是否启用 布尔型 ｂｏｏｌ

犃．８　结算单信息

结算单信息如表Ａ．８所示。

表犃．８　结算单信息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１ 结算单编号 字符型 ａ．．２０

２ 客户名称 字符型 ｎ．．９

３ 品种 字符型 ｎ．．１０

３１

犔犛／犜１８０４—２０１６



表犃．８（续）

序号 数据项名称 数据类型 数据格式 备注

４ 结算数量 数值型 ｎ．．５

５ 单价 数值型 ｎ．．５，２

６ 扣价 数值型 ｎ．．５，２

７ 结算金额 数值型 ｎ．．９，４

８ 等级 字符型 ａ．．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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