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备案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行业标准

燉—

粮食烘干机操作规程

┅┇┉┃┇┊━┈┄┇┇┃┇┎┇

┐┐发布 ┐┐实施

国家粮食局 发 布



目 次

前言 Ⅲ…………………………………………………………………………………………………………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和定义 １………………………………………………………………………………………………

４ 烘干机系统的工艺组织 ２…………………………………………………………………………………

４１ 系统构成 ２………………………………………………………………………………………………

４２ 系统的工艺组织 ２………………………………………………………………………………………

４３ 设备的生产技术数据 ３…………………………………………………………………………………

５ 开机前的准备 ４……………………………………………………………………………………………

５１ 基本要求 ４………………………………………………………………………………………………

５２ 准备 ４……………………………………………………………………………………………………

５３ 烘干机的调试 ４…………………………………………………………………………………………

６ 烘干机的操作 ６……………………………………………………………………………………………

６１ 开机 ６……………………………………………………………………………………………………

６２ 调整 ６……………………………………………………………………………………………………

６３ 停机 ６……………………………………………………………………………………………………

７ 热风炉的操作 ７……………………………………………………………………………………………

７１ 基本要求 ７………………………………………………………………………………………………

７２ 烘炉前的检查 ７…………………………………………………………………………………………

７３ 烘炉 ７……………………………………………………………………………………………………

７４ 生火 ７……………………………………………………………………………………………………

７５ 操作注意事项 ８…………………………………………………………………………………………

７６ 停炉 ９……………………………………………………………………………………………………

７７ 维护和维修 ９……………………………………………………………………………………………

８ 附属设备的操作 ９…………………………………………………………………………………………

８１ 斗式提升机 ９……………………………………………………………………………………………

８２ 带式输送机 １１……………………………………………………………………………………………

８３ 圆筒初清筛 １２……………………………………………………………………………………………

８４ 自衡振动筛 １２……………………………………………………………………………………………

８５ 除尘系统 １２………………………………………………………………………………………………

８６ 闸门 １３……………………………………………………………………………………………………

８７ 电气控制系统 １３…………………………………………………………………………………………

９ 安全注意事项 １４……………………………………………………………………………………………

１０ 烘后粮食品质要求 １５……………………………………………………………………………………

１１ 维修和检修 １６……………………………………………………………………………………………

１１１ 维修 １６…………………………………………………………………………………………………

１１２ 检修 １６…………………………………………………………………………………………………

Ⅰ

燉—



１２ 管理制度 １７………………………………………………………………………………………………

１２１ 岗位责任制 １７…………………………………………………………………………………………

１２２ 安全管理制度 １７………………………………………………………………………………………

１２３ 人员培训 １８……………………………………………………………………………………………

１２４ 烘干生产记录 １８………………………………………………………………………………………

Ⅱ

燉—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ＧＢ燉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１部分：

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及 ＧＢ燉Ｔ１６７１４—１９９６《连续式粮食干燥机》、ＪＢ燉Ｔ６６７２《热风炉 技术条件》等

的要求进行编写的。本标准规定了粮食烘干机系统的工艺组织、主要设备的操作方法、安全注意事项、烘

后粮食品质要求、维护和检修以及管理制度等内容。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粮食储备局郑州科学研究设计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谷集团中央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国家粮食局科

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芦燕敏、姚郑、刘新春、牛兴和、崔国华、赵国利、罗希雷、夏建桥。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粮食烘干机操作的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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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烘干机操作规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烘干机及辅助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工艺组织、开机前的准备、设备的操作、烘后粮

食品质要求、维修和检修、管理制度等。

本标准适用于粮食烘干机系统，包括烘干机、热风炉、热风机、冷风机、附属提升、输送、清理设备和

电气控制设备等。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４９１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ＧＢ燉Ｔ５４９２ 粮食、油料检验 色泽、气味、口味鉴定法

ＧＢ燉Ｔ５４９４ 粮食、油料检验 杂质、不完善粒检验法

ＧＢ燉Ｔ５４９６ 粮食、油料检验 黄粒米及裂纹粒检验法

ＧＢ燉Ｔ５４９７ 粮食、油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

ＧＢ燉Ｔ５４９８ 粮食、油料检验 容重测定法

ＧＢ燉Ｔ６９７０ 粮食干燥机试验方法

ＧＢ燉Ｔ８９００ 粮油仓储设备名称 术语

ＧＢ１３２７１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燉Ｔ１６７１４ 连续式粮食干燥机

ＧＢ１７４４０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ＪＢ燉Ｔ６６７２ 热风炉 技术条件

ＮＹ燉Ｔ４６４ 热风炉评价规范

ＳＢ燉Ｔ１００８１ 粮食斗式提升机

ＳＢ燉Ｔ１００８２ 粮食带式输送机

ＳＢ燉Ｔ１０１４８ 粮油加工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术语除按 ＧＢ燉Ｔ８９００规定外，对该标准尚未规定的采用下列定义。



粮食烘干机 ┇┃┇┎┇

采用加热方式降低粮食水分的设备的统称。



热风炉 ┉┐┇┊┇┃

为烘干机提供热源的设备。本标准特指燃煤热风炉系统，包括热风炉主体、鼓风机、引风机、热交换

器、附属设备和电气控制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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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逆）流烘干机 ┄┃┊┇┇┃┉┐━┄┌┃┄┊┃┉┇┊┇┇┃┉┇┎┇

干燥介质与粮食流动方向一致（相反）的烘干机。



横流烘干机 ┇┄┈┈┐━┄┌┇┎┇

也称错流烘干机。粮食流动方向与干燥介质流动方向垂直的烘干机。



混流烘干机 │┍┐━┄┌┇┎┇

粮食依靠重力自上而下流动，干燥介质以顺流、逆流和横流方式穿过粮层的烘干机。



安全水分 ┈┉┎│┄┈┉┊┇┄┃┉┃┉

可以安全储藏的粮食的水分。



调试 ┊┈┉┃┃┉┈┉┇┊┃┃┃

新烘干机达到正常生产状态前的调整和试运行。



维修 │┃┉┃┃

设备运行期间或出现故障时进行必要的修理和维护工作。



检修 ─┃┇┅┇

为了保证设备能够运行良好，在下一个烘干期开始前对烘干系统设备进行的检查和修理。



烘干期 ┇┎┃┅┇┄

也称烘干季节。从开始接收湿粮到烘干全部结束的总时间。



干燥介质 ┇┎┃│

能从粮食中带走水分的物质。



热损伤粒 ┉─┇┃━

粮食籽粒受热后，外表或胚显著变色或损伤的颗粒。

 烘干机系统的工艺组织

 系统构成

粮食烘干机系统包括粮食烘干机、热风炉、风机、提升、输送、清理、除尘、电气控制设备及烘前烘后

仓等。

 系统的工艺组织

 粮食烘干一般按以下顺序进行：

湿粮→磁选→初清筛→斗式提升机→烘前仓→带式输送机→斗式提升机→烘干机→带式输送机→

斗式提升机→自衡振动筛→斗式提升机→烘后仓。

注：流程中，粮食应可以返回烘干机，也可以直接排出。

 干燥介质在烘干过程中的流动按以下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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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排放（除尘）

↑

冷空气→换热器→热空气→烘干机→废气排放

↑

冷空气→燃烧炉→烟道气

↑

煤

 烘后干粮除尘按下列顺序进行：

干粮输送、清理设备吸口→离心除尘器→布筒滤尘器→风机→排放。

 设备的生产技术数据

 烘干机

 产量（ｔ燉ｈ）：５０；７５；１００；１２５；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

 降水幅度

玉米：５％～１６％；稻谷：２％～６％；小麦：２％～１０％。

 进机粮食水分不均匀度：≤３％。

 进机粮食含杂率：≤２％，其中长茎杆（≤５０ｍｍ）含量：≤０．２％，且不得有大的异物。

 出机粮温：见表 １。

表  出机粮温

环境温度燉℃ ≤０ ＞０

出机粮温燉℃ ≤＋８ ≤环境温度＋８

 热风炉

 型式：连续式机械传动链条炉排，配备上煤机和出渣机等。

 热介质：洁净的自然空气。

 系统的热效率：≥７０％。

 输出热风温度的波动

机械操作：±５℃；人工操作：±１０℃。

 烟尘排放应符合 ＧＢ燉Ｔ１３２７１和 ＮＹ燉Ｔ４６４的相关规定。

 附属设备

 斗式提升机

ａ） 对高寒地区高水分冰冻粮食烘干系统，湿粮带速：≤２５ｍ燉ｓ；干粮带速：≤２０ｍ燉ｓ；

ｂ） 一次提升所造成的粮食破碎率增值：≤０３％；

ｃ） 头轮应挂胶，胶层厚度：≥１２ｍｍ，凸度：≥５ｍｍ。尾轮为鼠笼式结构。

 带式输送机

ａ） 最高带速：３ｍ燉ｓ；

ｂ） 最大输送倾角：１１５°。

 圆筒初清筛和自衡振动筛

ａ） 筛筒倾角：约 ７°；

ｂ） 大杂去除率：８５％（大杂含粮率：≤３％）；

ｃ） 小杂去除率：初清筛：≥６０％；振动筛：≥７０％；

ｄ） 振动筛筛体倾角：０°～１２°范围内可调节；

ｅ） 在同一烘干系统中，自衡振动筛粗筛孔应比初清筛粗筛孔小 ２ｍｍ。

 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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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闸门关闭后与外壳的重叠距离：≥２０ｍｍ；

ｂ） 电动闸门全部开启或关闭时间：≤３５ｓ。

 除尘系统

ａ） 吸风量：各吸口风量见表 ２；

ｂ） 设备总阻力：０８ｋＰａ～１．２ｋＰａ；

ｃ） 低压泵气源压力：５０ｋＰａ～１００ｋＰａ（选用低压脉冲布筒滤尘器时）。

表  除尘系统吸口风量

集尘点 输送量燉（ｔ燉ｈ） 风量燉（ｍ
３
燉ｍｉｎ）

带式输送机进料口 ≤１００ ２０～２５

斗式提升机抛料罩 ≤１００ ２５～３５

斗式提升机底座 ≤１００ ３０～３５

圆筒初清筛 ≤１００ ６０

自衡振动筛 ≤１００ １００

 电气系统

ａ） 电动机电源：３８０Ｖ，３相，５０Ｈｚ交流电；

ｂ） 照明和其他用电设备电源：２２０Ｖ，单相，５０Ｈｚ交流电；

ｃ） 室内环境温度：１８℃～４０℃；

ｄ） 电机进线端电压波动：±５％；

ｅ） 稳定状态下，热风温度波动自动控制：±５℃；

ｆ） 出机粮食水分在线检测精度（不低于 ９０％的比率）：±０５％。

 开机前的准备

 基本要求

．． 烘干机的制造、安装按 ＧＢ燉Ｔ６９７０、ＧＢ燉Ｔ１６７１４和 ＳＢ燉Ｔ１０１４８执行。

．． 烘干机系统安装结束后，应调试合格后才能进行生产操作。

．． 烘干机系统所有机械设备运转正常。

．． 烘干机进粮和排粮速度应调整到能保持烘干机稳定工作的速度。

． 粮食进入烘干机前应清理杂质。

．． 调试中，处理量、降水幅度和热风温度应达到平衡和相对稳定。

．． 热风炉操作平稳时，热风温度波动：±５℃；人工操作：±１０℃。

 准备

．． 检查所有机构和零件应安装正确适当；传动件、声光报警装置应运转正常，风机应旋向正确；电

机的转动方向、三角带的松紧程度应正确适当。

．． 热电偶应校对一次。

．． 附属设备空车连续正常运转时间不得少于 ４ｈ。

．． 根据处理量准备好能够保证烘干作业调试所需的湿粮。

． 湿粮应按水分不同分堆存放，分批进行烘干。

．． 进机粮食水分差应≤３％。

． 燃煤热风炉已经过烘炉、调试。

．． 烘干机操作人员必须经过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

 烘干机的调试

．． 烘干机或下部装入干粮、上部装入待烘干的湿粮。如果没有干粮，也可以全部装入湿粮。下部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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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由排粮机构排出后，应重新进行循环烘干。当烘干机排出干粮时，立即停止循环烘干进入连续烘干。

．． 当装粮高度达到高料位时，进粮系统应自动停止。排粮机构开启。

 处理量的控制和调整

通过调节烘干机排粮机构的变频调速器或电磁调速电机来调整处理量。

．．． 叶轮式排粮机构：调节叶轮转速。叶轮转速越高，排粮速度越快，处理量越大；反之越小。

 排粮板式排粮机构，采用下列两种方式调节。

ａ） 调节排粮板往复运动的频率。频率越高，排粮速度越快，处理量越大；反之越小。

ｂ） 调节排粮板与流粮斗的间隙。间隙越大，排粮速度越快，处理量越大；反之越小。

．．． 拨粮板式排粮机构，调节拨粮板转数。转数越大，处理量越大；反之越小。

．． 粮食水分的测定

． 湿粮水分的测定

湿粮水分由粮库收粮时统一测定。或烘干前测定，测定方法按 ＧＢ燉Ｔ５４９７的规定执行。

．．． 烘后干粮水分的测定

ａ） 快速水分测定仪测定；

ｂ） 烘箱法测定，按 ＧＢ燉Ｔ５４９７的规定执行；

ｃ） 烘干机粮食水分在线检测仪测定。

生产中可以方法 ａ）、方法 ｃ）为主，但每班至少应用方法 ｂ）对方法 ａ）、方法 ｃ）标定两次。

．． 降水幅度的调整

．． 降水幅度与处理量呈负相关关系。当进机湿粮水分较高或出机粮食水分超过要求的水分时，

按 ５．３．３的方法，减少处理量，提高降水幅度。

．．． 降水幅度与热风温度呈正相关关系。当进机湿粮水分较高或出机干粮水分超过要求的水分

时，在不影响品质的前提下，提高热风温度，提高降水幅度。

．． 调节热风温度时应保证有足够的热风风量。

 热风温度的控制和调整

．．． 换热器出口热风温度不大于 ３００℃。热风温度的确定除应按烘干机降水所需总热量的要求

外，还应根据烘干机机型、结构、粮食种类及最终用途、原粮水分、处理量、降水幅度和干燥速度等因素的

不同而确定。

．．． 负压换热器：调节热风管上手动和电动闸门的开启程度可控制冷风的配入量，从而调整烘干

机的热风温度。

．．． 正压换热器：调节风机进口闸门的开启程度可控制总风量，从而调整烘干机的热风温度。

．． 对不同的烘干机，推荐的最高热风温度见表 ３。

ａ） 当烘后粮食准备装入浅圆仓、立筒仓时，为减少输送过程中的破碎，表 ３给出的温度应降低

２０℃～３０℃；

ｂ） 热风温度的调整和热风炉的工作状态密切相关，热风炉的调整按第 ７章的规定执行。

表  烘干机最高热风温度推荐值 单位为摄氏温度

粮食种类 粮食用途
热风最高温度

顺（逆）流 错流 混流

玉米

饲料 １６０ １２０ １３０燉１４０（多段干燥）

食品 １４０ ８０ １１０

淀粉 １００ ７０ ８０

稻谷 大米 ８０ ５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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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单位为摄氏温度

粮食种类 粮食用途
热风最高温度

顺（逆）流 错流 混流

小麦 面粉 １３０ ６５ ８０

注 １：玉米降水幅度不大于 １０％，稻谷、小麦降水幅度不大于 ５％。

注 ２：环境温度：≥－２０℃

 风量的调整与热风温度的调整互为关联，对不同型式的换热器，风量的调整方法按 ５３６２和

５３６３的规定执行。

 烘干机的操作

 开机

．． 开机原则：根据粮食流动方向，从后至前依次开启设备。关机时则相反。

．． 开机顺序：烘后仓进粮提升机→自衡振动筛→提升机→烘干机排粮输送机→排粮机构→提升机

→烘前仓仓下闸门→初清筛。烘前仓进粮设备和烘后仓出粮设备可单独控制。

．． 烘干机没有排出干粮之前，可暂不开动自衡振动筛及后面的输送机和提升机等设备。

． 烘干机进粮达到上料位时，启动热风机，微调配风手动、电动闸门，使热风温度由低到高逐渐达

到设定值。对湿粮预热烘干 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后，开始进入循环或连续作业。

．． 除尘设备应与系统主要设备电气联锁。设备起动前，除尘设备应提前 ５ｍｉｎ起动，设备停机后，

除尘设备应延后 １０ｍｉｎ停机。

 调整

． 处理量的调整按 ５．３．３的要求执行。

． 降水幅度的调整按５．３．５的要求执行。当烘干机运行稳定时，应优先调节排粮速度，使出机粮食

达到安全水分。热风温度不作为主要调节对象。

．． 热风炉的调整按 ７．５的要求执行。

 停机

 临时停机

．．． 临时停机一般有以下原因：

ａ） 单机及系统故障；

ｂ） 临时停电；

ｃ） 粮源不足。

．．． 因单机及系统故障造成临时停机时，应按以下步骤和顺序处理。

ａ） 关闭故障点前的所有联动设备，再关闭烘前仓的排粮闸门，烘干机停止进粮；

ｂ） 停机时间不长时，可不必熄灭热风炉。应关闭鼓风机，当烟气温度降至 ３００℃以下时，并闭所有

热风机；

ｃ） 关闭排粮电机，停止排粮；

ｄ） 停机后，每 ２ｈ应排粮 ２ｍｉｎ～３ｍｉｎ，防止粮食板结。

．．． 因粮源不足造成停机时，按 ６．３．２的要求处理。

．．． 因临时停电造成停机时，各种机械不能运转，按 ７．６．４的要求处理。

．．． 重新开机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ａ） 热风炉升温。当换热器出口烟气温度未达到 ３００℃时，不能进行烘干机的操作；

ｂ） 热风机启动；

ｃ） 热风温度达到要求时，开启出粮设备；同时开启排粮电机，烘干进入正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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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停机

烘干期结束时或时间超过 ２４ｈ的停机。长期停机按以下两种方法的步骤和顺序处理。

．．． 当机内只剩最后一塔湿粮时：

ａ） 从前至后依次关闭烘干机前的设备；

ｂ） 随着烘干机内粮食逐渐排空，自上而下关闭热风机及进风闸门，逐步减少热风炉的加煤量；

ｃ） 保持冷却风机开启，直至粮食完全冷却后排出烘干机；

ｄ） 关闭烘干机的排粮机构，关闭冷却风机；

ｅ） 从前往后依次关闭烘干机后边的输送、清理设备；

ｆ） 关闭除尘系统；

ｇ） 停炉，熄灭炉膛内的余火。

．．． 当机内只剩最后一塔湿粮时，也可以采用下列方法处理：

ａ） 停炉，熄灭炉膛内的余火；

ｂ） 关闭风机和进粮输送设备；

ｃ） 将粮食全部排出；

ｄ） 烘干机和附属设备停机；

ｅ） 排出湿粮晾晒处理。

． 当机内只剩最后一塔湿粮时，也可以在停炉后，打开热风机配风门，利用热风炉内的余热和烘

干机内的热量，使粮食在烘干机内停留 ４８ｈ后排出。

 热风炉的操作

 基本要求

热风炉应符合 ＪＢ燉Ｔ６６７２的要求。

 烘炉前的检查

操作人员应对热风炉及附属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ａ） 炉排片应与链轮啮合良好，在链轮轴处转动平稳；

ｂ） 炉排片上的通风孔应全部通畅；

ｃ） 炉排长销两端面与炉体侧板应无摩擦现象；

ｄ） 炉排片和长销轴应无损坏和碰弯现象。如有损坏的部件应及时更换；

ｅ） 安装时遗留在炉排上的螺栓、铁钉、焊条头等金属杂物应清理干净；

ｆ） 点火门开关应灵活，下沿与炉排上表面应保持平行，盖板应严密；

ｇ） 沉降室、换热器的清灰门应关闭或堵死；

ｈ） 所有电机调速器（箱）和轴承油杯应已加注润滑油（脂）；

ｉ） 鼓风机、引风机、上煤机和出渣机空载运转应正常。

 烘炉

．． 新砌筑的热风炉开机前应在制造厂家的指导下进行烘炉。

．． 烘炉时应用木柴小火烘 ４８ｈ。

．． 逐渐加煤，间断开启鼓风机和引风机，炉膛不可骤然升温。

．． 烘炉中，由沉降室后烟道上测温仪表测定的温度不得超过 ３００℃。

．． 当热风炉和沉降室上出气孔不冒蒸汽，孔周围不再有潮湿的痕迹时，可以结束烘炉。烘炉时间应

为 ５ｄ～７ｄ。

 生火

．． 顺序：引燃木柴→人工送煤→上煤斗装煤→煤仓闸板调节→炉排间断送煤→机械上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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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ａ） 调整引风机闸门，增强自然通风；

ｂ） 当引燃物燃烧后，开启鼓风机；

ｃ） 将火苗适当拨至前拱下面，加热前拱。当煤层连续着火后，调节鼓风机、引风机风量，使燃烧渐

趋正常。

 操作注意事项

 开机原则

ａ） 先开出渣机，后开炉排；

ｂ） 先开引风机，后开鼓风机。

．． 停机原则

停机与开机相反。

 炉膛内正常的工况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火床平整，没有冷风火口；

ｂ） 火焰密集、呈橘黄色，排出的烟气呈淡灰色；

ｃ） 炉膛应保持轻微负压，不可正压燃烧；

ｄ） 煤层应在距炉排尾部 ０．３ｍ～０．５ｍ的位置燃烧完毕。

． 应通过调节风门将进入换热器的烟气温度控制在小于 ７５０℃（不锈钢换热器应控制在小于

８５０℃）。

．． 应根据烘干机需用热量情况调整炉子负荷。

ａ）需用热负荷增加时，应增加引风量和鼓风量，适当增加炉排速度或增加煤层厚度；

ｂ）需用热负荷减少时，应减少鼓风量和引风量，减慢炉排速度或减少煤层厚度。

．． 燃料的选择和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应选择Ⅱ、Ⅲ类烟煤，块度不得超过 ４０ｍｍ，小于 ３ｍｍ的煤块不得超过总煤量的 ３０％；

ｂ） 当煤粉量大、过干或两种煤混烧时，可适当掺水并混合均匀；

ｃ） 为防止高挥发成分的煤种过早燃烧，也可适当掺水或加快炉排速度；

ｄ） 不可直接向煤斗内浇水。

．． 炉排速度与燃料厚度、燃料性质及炉膛负荷有关。

ａ） 炉排速度应控制在 ２ｍ燉ｈ～１４ｍ燉ｈ；

ｂ） 一般烟煤应采用薄煤层快速燃烧；

ｃ） 烟煤和无烟煤混烧时，应采用厚煤层慢速燃烧；

ｄ） 雨天因煤中水分过多，应采用厚煤层慢速燃烧。

．． 只有在炉子负荷变动较大或改换煤种时，煤层厚度才相应改变，调整后不宜多动。

．． 发生断火现象时，应将火苗拨至未燃烧的煤层上，或向前拱下部投入木柴。断火严重时，应停止

炉排运行，待煤正常燃烧后再启动炉排。

 发生结焦妨碍通风时，应及时打碎或清理，使煤渣顺利进入出渣机或从炉门口清除。如果结焦

严重，应调换煤种。

 发现炉排煤层不均匀时，应耙平煤层，消除火口，保持火床平整。

．． 不允许长期压火。停炉压火应在炉膛内温度降低时进行，压火时煤不能撒得太多。煤闸板

２００ｍｍ距离内不应压煤。

．． 应根据炉膛燃烧情况调节炉排几个中间调风门。除生火和燃烧困难外，不宜经常打开炉排首尾

调风门。

．． 炉排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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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炉排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炉排故障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炉排跑偏 炉排两边调节杆螺母松紧不一致 调整螺母

炉排卡住

炉排跑偏 调整调节杆螺母松紧

炉排在链轮处拱起，与侧密封角钢卡住 调整炉排松紧程度

炉膛结焦，炉排运行阻力增加 清理炉膛

炉排拱起 炉排过紧 调整炉排两边调节杆螺母，使松紧适宜

 需加水的出渣机应加水并始终保持一定的水位。

 停炉

 故障停炉

故障停炉时，关闭鼓风机和炉排电机，打开热风炉上的所有炉门、风门和闸门，加煤压火，保持热风

机工作以降低炉膛和换热器温度。待炉子自然或强制冷却后排除故障。

 长期停炉

长期停炉按下列步骤处理。

．．． 提前 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停止供煤，将炉排速度减到最慢，放掉煤斗中的煤。

． 当炉排上的煤进入离煤闸板 ２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处时，炉排停止转动，将煤闸板放下。

．． 关闭鼓风机，待炉排上的煤基本燃尽后停止引风。

 停炉时，热风机应继续运行，直至进入换热器的烟气温度降至 ３００℃以下时，才能停止。

 由于临时停电造成机械设备不能运转时，应立即打开换热器配冷风门，进行自然通风。

 维护和维修

 在换热器未进行热交换的情况下，进入换热器的烟气温度不允许超过 ３００℃。

．． 渣斗内应有足够高度的水位。

．． 当铁块、大块炉渣卡住出渣机时，应立即关闭出渣机电源，盘动皮带轮，清出杂物。如果仍不能排

除，应打开出渣机后部检查孔，清除底部杂物后再启动。

．． 每班必须清理炉排前部的漏煤斗 １次～３次。

．． 每半个月应清理沉降室内和换热器下部的灰尘一次。

．． 为保证换热器的换热性能，每个烘干期应清理换热器管组两次，维修人员应逐根管子进行清理。

 清理结束后，所有清灰门应关闭或砌死，不能有跑风和漏气现象。

 热风炉系统运行 １年～２年后，应按厂家使用说明书进行检查维修，更换已经磨损的部件。

 按生产厂家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润滑。

 附属设备的操作

 斗式提升机

．． 斗式提升机技术要求应满足 ＳＢ燉Ｔ１００８１的要求。

．． 开机前的准备

ａ） 检查并紧固畚斗带接头螺栓和畚斗螺栓；

ｂ） 检查并更换磨损的畚斗；

ｃ） 检查机座（下箱）内应无堵塞，如有，应抽开插板清理。精理后插上插板；

ｄ） 检查各轴承应无松动，润滑应正常；

ｅ） 将电机驱动装置与输出联轴器断开（三角带传动的将三角带拆下），点动电机，确定设备转动方

向应正确；

ｆ） 设备连接正常时，点动电机，检查畚斗带应无跑偏，无异常声响。如有，应调整机座两侧张紧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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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或机头轴承座垫片，张紧畚斗带，使畚斗带偏移量不大于 １０ｍｍ；

ｇ） 停机时，畚斗带应无逆行现象。如有，应检查止逆器是否失灵；

ｈ） 安装结束后，应空车运行 ４ｈ，检查并处理故障；

ｉ） 进料前，先空车运行 １０ｍｉｎ，正常后才能进行负载操作。

 负载运行

ａ） 应逐步进料，设备正常方可满负荷运行；

ｂ） 应保持流量稳定，调整正常后不应随意乱动；

ｃ） 经常检查提升机内部的畚斗与外壳无碰撞。如有碰撞，应检查畚斗的连接状况和畚斗带的松紧

程度。找出原因后，应立即停机修理；

ｄ） 发生粮食堵塞时，应立即停机，抽开机座的插板，排出堵塞物料。严禁将手伸入机座内扒取；

ｅ） 当遇到突然停机时，立即关闭进料闸门，抽开机座的插板，排出物料，以便于重新启动；

ｆ） 如运转中粮食产生大量回流，应调整机头处的挡板位置，减小畚斗与挡板之间的间隙；

ｇ） 运转中，严禁开启头部上盖或抽开机座的插板；

ｈ） 正常停机时，应首先停止进粮，待机内粮食排空后再停机；

ｉ） 机座内的死角处每周应清理一次，防止其中存粮霉变腐烂。

 故障处理

斗式提升机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见表 ５。

表  斗式提升机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常见故障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畚斗带跑偏
头轮轴水平度超差 调整机头轴承座垫片

底轮轴与头轮轴不平行 调整机座张紧丝杆

畚斗带打滑
提升机过载 减少进粮量

畚斗带张紧力不够 张紧畚斗带

机内异常响声

畚斗带跑偏碰撞 调整机座张紧丝杆

畚斗碰撞 张紧畚斗带

异物掉进机筒 立即停机清除异物

畚斗螺栓松动，畚斗脱落损坏 紧固畚斗螺栓

畚斗与挡板间隙过小 调整挡板位置

物料回流
畚斗与挡板间隙过大 调整挡板位置

后续设备故障 停机，排除后续设备故障

处理量达不到

设计要求

进料不够 调整进料

回流严重 调整挡板位置

畚斗带打滑 张紧丝杆

物料堵塞

出料口或溜管被异物堵塞 清除异物

进料量过大 减少进料量

设备或电器发生故障造成突然停机 排除故障

后续设备故障 停机，排除后续设备故障

 维修保养

 根据设备要求定期加注润滑油。每年系统检修时应拆洗一次并加注润滑油。

 应按规定定期检查畚斗和畚斗螺栓，松动和损坏的应及时紧固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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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式输送机

 带式输送机的选型和技术要求应满足 ＳＢ燉Ｔ１００８２的要求。

 开机前的准备

 检查各个转动部分的润滑情况，及时补充或更换润滑油脂。

 清除输送带表面上的粘附杂物。

 检查输送带表面及接头处有无损伤或裂口，如有，应及时修补，以免扩大。

 调整输送带的松紧程度并观察输送带的跑偏情况。当输送带跑偏时，可采用下列方法调整。

ａ） 头轮滚筒的调整：如果输送带向右偏斜，将左方轴承架后移适当距离。反之亦然；

ｂ） 尾部拉紧装置的调整：如果输送带向右偏斜，根据输送带松紧情况，带松时，拉紧右边调节丝

杆；带紧时，放松左边调节丝杆，直至两边拉力相同为止。反之亦然；

ｃ） 上、下托辊的调整：上托辊的调节方法与头轮滚筒的调节方法相同，下托辊则相反。

 空车运转 ３０ｍｉｎ后，各部件应运转正常，轴承温升不得大于 ４０℃。

 负载运行

 应在空载起动 ２ｍｉｎ～３ｍｉｎ后进料。

 逐步进料，不允许骤然大量进料。

 均匀进料，防止大块料或铁件等杂物进入输送机。

 带式输送机运转时，所有托辊都应转动。如有托辊不转时，应及时排除故障。

 停机时应先停止进料，待机上物料输送完毕后再关闭电源。

 移动式带式输送机应进行升降试验。保证撑脚滚轮移动顺利，钢丝绳在卷筒上盘好。

 故障处理

带式输送机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见表 ６。

表  带式输送机的常见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常见故障 原 因 排 除 方 法

输送带跑偏

驱动滚筒、张紧滚筒与机身轴线不垂直
调节张紧滚筒，使胶带跑偏的一边拉力加

大，胶带向拉力小的一边移动

滚筒表面物料粘结 经常检查、清扫滚筒

进料不均匀或料流不正
重新安排进料管或导料槽使加料方向和输

送带运动方向一致且居中

空载时跑偏，而负载后能得到纠正 适当调整初张力

胶带本身弯曲不直或接头不正 将接头切正后重新连接

输送带打滑

胶带张力不足 调节张紧轮拉紧胶带

轴承活动不灵活 拆洗、加油或更换

输送机过载 调整输送机

胶带撕裂
粮流中混入尖锐异物 加强清理，及时清除异物

胶带跑偏，零件卡住接头 纠正跑偏

轴承过热

缺润滑油或轴承内有脏物 加润滑油，清洗轴承

安装不当 重新安装

轴瓦磨损或滚珠损坏 更换新轴承

托辊不转
润滑油积灰引起轴承阻塞，托辊阻滞不转 定期检修并润滑

胶带未接触托辊 调整托辊到位

粮食抛散
装载过量 调整装载量

进料不正确 调整进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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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保养

 应按规定定期检查滚筒、托辊、轴承等主要部件有无磨损，固定螺栓螺母有无松动，机件有无

折断、裂纹、弯曲等现象，如有机件损坏，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防止胶带与汽油、柴油、机油等油脂类物质接触，并避免日晒雨淋，以保证其使用寿命。

 每 ３个月～６个月检查一次，使用一年后应大修一次，更换已损坏和磨损过度的零件。

 按照使用说明书定期润滑。

 圆筒初清筛

 开机前的准备

ａ） 检查筛孔应通畅，筛筒应转动灵活；

ｂ） 检查自动清理刷应能正常工作；

ｃ） 检查托辊转动应灵活；

ｄ） 筛筒角度应满足工艺要求。

 负载运行

 空车运行 ５ｍｉｎ后，温升、噪音均无异常时才能进行负载运行。

 正常生产时，应先启动设备电机后再进料。

 开机后，设备要密闭，防止灰尘外扬。

 停机时，应先停止进料，待筛内物料全部排净后才能停机。

 维修保养

 每班用钢丝刷清理筛面一次。禁止用棍棒或铁器敲打筛面。

 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更换损坏的筛面及筛面清理装置。

 按照厂家使用说明书定期润滑。

 自衡振动筛

 开机前的准备

 两台振动电机应相向旋转并配置电气联锁装置，保证两台振动电机同时运转和停止。

 检查筛面的筛孔是否通畅。

 调整筛面角度及振幅大小，以满足工艺要求。

 空车运行 １０ｍｉｎ后，停机检查所有螺栓连接，保证无松动现象。

 负载运行

 空载试车 １ｈ，温升、噪音均无异常时才能进行正常操作。

 经常检查两侧行程盘上的指示振幅是否一致并符合工艺要求。

 经常检查橡胶弹簧支撑，应无脱出、松动现象。

 应保证进料的均匀性。如发现物料偏向一侧，应检查进料口是否进料不畅或两振动电机激振

力不同。

 调节吸风道，使吸风、除杂效果达到最佳。

 维修保养

 定期用刮板清理筛面。禁止用锤子或铁器敲击筛面。

 设备应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更换损坏的筛面和筛面清理装置。

 定期检查螺栓及手柄等紧固件，保证处于紧固状态。

 按照使用说明书定期润滑。

 除尘系统

 每个独立的除尘系统包括旋风集尘器、布筒滤尘器、关风器、集尘斗、风机、除尘风网和闸门。

 布筒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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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前的准备

ａ） 检查检修门的密封应完好，滤袋应无破损。如有，应立即更换；

ｂ） 检查布筒清理机构应正常工作；

ｃ） 检查布筒滤尘器下部排灰的关风器或螺旋输送机应运转正常，无刮蹭和堵塞现象。

 负载运行

ａ） 布筒滤尘器开机顺序：

低压脉冲布筒滤尘器：卸灰用电机→刮板用电机→脉冲控制器→气泵→除尘风机。

回转反吹布筒滤尘器：卸灰用电机→反吹风机构→除尘风机；

ｂ） 停机顺序与开机顺序相反；

ｃ） 布筒滤尘器排气口处不得有明显的灰尘泄露；

ｄ） 脉冲布筒滤尘器电磁阀和脉冲控制仪的动作应灵活，应经常保养维修，确保正常运行。

 维修保养

ａ） 经常清洗滤尘器布袋，检查布袋有无破损和堵塞。如有，应及时修补或更换。吸入式布筒滤尘器

应检查布袋金属丝环是否残缺或破坏，如有应及时补充更换；

ｂ） 布筒滤尘器内灰尘较多影响除尘器效率时，应及时清理。

 离心风机

 开机前的准备

ａ） 断开电源，用手盘动离心风机的叶轮，查看转动是否灵活。检查传动带的松紧程度，过松过紧均

应调整；

ｂ） 接通电源，点动离心风机的电机，使其按旋向标记旋转；

ｃ） 离心风机启动前应关闭进风闸门。

 负载运行

ａ） 运行中如有剧烈振动和异常噪声，应立即停机查明原因，解除故障后才能开机；

ｂ） 经常检查轴承温升变化。如出现高热现象，应立即停机检查；

ｃ） 经常注意吸风效果，适时调整风门开启程度。烘干机稳定运行后，则不应经常调动风门；

ｄ） 经常检查风机进出口和风管的接头处，发现漏风现象，待停机后立刻修补；

ｅ） 除尘系统应先于其他设备启动，在其他设备停止运转后才能停机。

 维修和保养

ａ） 所有润滑部位应有足够润滑剂；

ｂ） 经常检查轴承磨损情况，如有磨损应及时更换；

ｃ） 定期检查风机叶轮的磨损程度，过度磨损应更换叶轮；

ｄ） 经常检查地脚螺栓和内部机件是否松动或有无不正常现象，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闸门

 开机前的准备

ａ） 检查闸板滑动是否灵活，关闭时是否完全密闭；

ｂ） 电动闸门的限位开关是否能正常工作；

ｃ） 滑动件是否加注润滑油脂。

 负载运行

按工艺要求逐渐打开闸门，直至达到规定的流量。

 电气控制系统

除按照常规电器安全操作规程执行外，还有以下规定。

 烘干机上部储料段安装的高、中、低料位器应与烘干机进粮和排粮系统联锁。当收到低料位信号

时，电控系统应自动开启烘前仓排粮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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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干机系统应在下列开关处配置声光报警装置。

ａ） 烘干机高、低料位器；

ｂ） 烘前仓高、低料位器；

ｃ） 烘后仓高料位器。

当系统后部设备堵塞、烘干机低料位、烘后仓高料位触发时，报警装置提醒烘干机操作人员应及时

采取措施。

 电气操作、维修人员应熟悉生产工艺和设备，严格遵守电器操作安全规程。

 开机前，应首先检查各配电柜、控制柜及各设备上的电器设备和装置，保险装置应完好，用作过

载保护和时间控制的继电器的电流和时间的整定应准确。

 中央控制室集中控制的烘干系统，应先向各控制工序发出开机通知，得到应答反馈后，才能进入

控制运行。

 严格按照烘干工艺规定的顺序启动和关停设备。启动时，一般应先后边设备，再前边设备；关停

时则相反。采用联锁启动方式的，应按照电器工艺设计线路操作，避免同时启动或停机。运行中应避免

无故停机。

 在控制系统运行时，应密切注意信号指示，及时通报各设备的运行情况，确保烘干系统正常

生产。

 经常检查总电压表、电流表，在正常工作电压和电流±１０％范围内才能投入运行。

 定期对电器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排除。

 停止运行时，应先停止对设备的控制运行，再关闭设备电源，最后拉下电源总闸。

 认真作好电器设备运行和事故处理记录。

 安全注意事项

 烘干机系统应设置避雷装置。

 设备的所有运转部分应设置防护罩，并有警示或提示标志。

 系统运行时，电气系统应设有专人负责管理，严格执行电气安全操作规程。停机时，要切断电源。

 已装粮或正在作业中的烘前、烘后仓及烘干机储粮段不允许进人。

 烘干作业正常进行时，严禁打开检修门。

 热风炉停炉后，炉膛温度应降至 ５０℃以下并在通风状态下才能进人维修。维修人员应采取安全保

护措施。

 设备维修时，电气控制柜应设有警示标志，并有专人看管。

 高空操作和维修人员应配备安全带和安全帽。

 高空进行焊接操作时，下面不得有粮油和易燃物品。离焊接点较近的易燃物应做防火处理。现场

应配备消防工具。

 经常检查烘干机的排粮是否畅通，发现排粮板或叶轮堵塞，应及时清理，防止机内粮食流动不畅

形成死角，粮食过度干燥而着火。

 不得长时间超负荷使用热风炉，以免烧坏换热器而引发烘干机着火。

 严格控制热风温度，防止因人员疏忽导致热风温度过高而造成的烘干机着火。

 烘干机内着火时，火未扑灭前任何人不允许进入烘干机。

 出机温度不符合 ４３１５要求的粮食不允许直接进仓。

 斗式提升机发生畚斗带卡住故障时，不允许用手或硬物撬畚斗带。

 当烘干机内着火时，应立即进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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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烘干机实施紧急停机，并闭所有风机总闸门；

ｂ） 热风炉实施临时停炉。操作方法按故障停炉进行（见 ７６１）；

ｃ） 打开紧急排粮口，排出粮食及燃烧的火块；

ｄ） 清理烘干机内着火点的残余，分析原因并及时处理后方可开机。

 烘后粮食品质要求

 烘后粮食品质要求见表 ７。

表  烘后粮食品质要求

检 验 项 目 规定值

水分不均匀度燉％ ≤２

玉米裂纹率增值燉％ ≤３５

稻谷爆腰率增值燉％ ≤３

稻谷破碎率增值燉％ ≤０３

玉米破碎率增值燉％ ≤０５

热损伤粒增值燉％ 无

焦糊粒（有燉无） 无

色泽 无明显变化

 烘干机正常运行时，根据粮库要求，每个班应至少两次采集烘干前后粮食品质样品进行化验，检

验粮食品质变化情况，烘干前后水分样品的采集按 ＧＢ５４９１执行，化验次数根据粮库具体要求确定。检

验方法按照ＧＢ燉Ｔ５４９２，ＧＢ燉Ｔ５４９４，ＧＢ燉Ｔ５４９６，ＧＢ燉Ｔ５４９７，ＧＢ燉Ｔ５４９８，ＧＢ燉Ｔ６９７０执行。检验结果

见表 ８。

表  粮食品质检验表

粮食种类：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抽样时间
烘前水分

％

烘后水分

％

水分均匀度

％

爆腰率（裂纹率）

增值

％

破碎率

增值

％

热损伤粒

增值

％

焦糊粒

有燉无
色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注 １：爆腰率增值指标特指稻谷。

注 ２：粮食色泽由感官判定。

 当粮食品质检测结果达不到表７规定的要求时，应逐项查找原因并及时解决。原因查找及处理方

法见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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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烘后粮品质指标超标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超 标 项 目 原 因 解 决 办 法

水分不均匀度

原粮水分差过大
将待烘干的湿粮按水分不同分堆暂存，分批进行烘

干，每堆水分差不大于 ３个百分点

排粮机构局部堵塞 停机清理

排粮机构的排粮间隙不均匀 停机，调整排粮机构间隙，使其均匀一致

热风温度及热风风量分配不均 改进烘干工艺和烘干机结构。使其分配均匀

玉米裂纹率增值

稻谷爆腰率增值

破碎率增值

干燥速度过快或稻谷的一次降水幅

度过大
降低热风温度，或将稻谷分两次干燥

后续输送、清理、入仓设备选择不当 选择低破碎的后续设备

色泽 干燥速度过快 降低热风温度

热损伤粒和焦糊粒

干燥速度过快 降低热风温度

排粮机构局部堵塞或烘干机内部粮

食流通不畅
停机清理

 维修和检修

 维修

 根据各设备厂家提供的备品备件清单或根据实际操作经验，及时采购必要的备品备件。

 操作人员应注意观察生产设备运转情况，发现设备故障时，应及时处理或报告。

 设备维修时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操作顺序停机，停止进料。烘干机出现故障时应视故障位置和

严重程度排空物料；附属设备出现故障时应排空物料，切断电源。维修过程中电源处应有专人看管，以防

发生事故。

 检修

 系统检修前，应按照设备生产厂家提供的备品备件清单或根据实际操作经验，有计划地采购或

准备检修所需的备品备件。

 检修时应保证系统各设备内的粮食全部排空。

 对所有设备进行检查，特别应检查生产中曾经出现过故障的设备和元件。发现问题按规定进行

修理。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ａ） 设备外观；

ｂ） 工艺流程的通畅性；

ｃ） 单机设备运行状态；

ｄ） 设备安全装置；

ｅ） 电气及控制部分；

ｆ） 设备运行及故障记录（生产班组记录）。

 检查中应对发现问题做记录，检查后制定修理方案。

 检修前应切断烘干车间总电源。

 拆卸设备零部件时，应认真仔细。零部件的安装位置和安装顺序应仔细确认，必要时应先作好

记号再拆卸。不应强行拆卸。检查系统内各设备所有易损件的磨损情况，发现磨损比较严重的应及时

更换。

 所有机构、传动件、减速器、轴承等应加足润滑油。如果机构内部太脏，应先清洗干净后再加注

润滑油。

 烘干期开始前，应对烘干机在线流量计和水分在线检测仪重新标定。

 粮库应做好精密仪器的保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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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

烘干机系统操作应实行人员定编定岗。粮库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人员倒班，保证全天 ２４ｈ系统正

常运转不停机，一般每天可安排 ２个班～４个班。每班人员配备及职责见表 １０。

表  烘干车间操作人员岗位责任制

名称 岗位 人数 职 责

车间主任 日常工作 １

负责烘干车间行政、生产、安全等全面工作

制定生产计划和设备检修计划，组织管理正常生产，定期检查生产记录，组织工人

进行设备清理和检修工作

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安全教育，检查岗位安全生产情况，组织并处理事故，保

证安全生产

组织工人学习技术

班组长 作业现场 １

负责本班现场生产，工人分工及监督检查工作

经常巡视现场，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上报

经常对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作好生产记录，填报工人上岗情况

控制室

操作工
控制室 １

坚守岗位，监控设备运转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机械设备操作人员处理，必要时

实行紧急临时停机

保持控制室整洁，作好交接班记录

机械设备

操作工
室外 ２

负责除热风炉房和电控室以外所有设备的操作；系统进粮、出粮速度的调节；热风

手动闸门的调节等。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设备操作

经常检查机械设备的安全装置，发现故障和危险情况及时解决或上报。必要时采

取有效安全措施或紧急停机

定期对设备加注润滑油（脂）

交接班前清理生产现场，保持现场清洁

司炉工

热风炉房 １

负责热风炉系统所有机械设备的控制。应坚守岗位，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密切注意炉膛燃烧情况并及时调整。检查上煤机、炉排、配风门、引、鼓风机的工作

情况，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解决或上报。辅助班组长填写生产记录

负责定期组织热风炉系统工人进行炉排维修、换热器清灰工作。参与长期停机后

的大修工作

推煤推渣 ２

负责向上煤斗输送煤。必要时将煤拌水，挑出大煤块

控制上煤机的开启

负责出渣机排出炉渣的清理工作

观察出渣机的工作和水封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协助维修工处理

化验员 化验室 １
遵守操作规程，定期采集烘前、烘后粮食样品进行化验，作好化验记录并及时反馈

维护保养好化验室设备。保持化验室整洁，作好交接班记录

注 １：班组长可兼任控制室操作工。

注 ２：烘干系统可配备一名电工。

注 ３：表中人数仅供参考。

 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应参照《国家粮油仓库管理办法》执行。

 对烘干机系统，应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定期进行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应按

期消除并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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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人应认真进行安全教育并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烘干机操作人员严禁酒后上岗、违章作业，上岗时禁止打闹、串岗、脱岗和进行与烘干作业无关

的活动。

 烘干系统操作人员及维修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

 生产过程中，如遇大型事故（爆炸、失火、人身伤亡等），除应立即组织人员抢救外，还应保护好

现场。车间主任和班组长应认真、详细地作出事故记录。粮库应于 ２４ｈ内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人员培训

 粮库应定期组织烘干系统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包括授课和跟班操作学习两种形式。

 授课时间可根据烘干系统操作工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学习内容包括：粮食干燥及储藏原理；粮

食烘干机及附属设备的构造和基本原理；烘干系统基本控制原理；烘干机系统操作规程；一般机械维修

知识；烘干系统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教育等等。

 烘干生产记录

烘干生产记录见表 １１。

表  烘干生产记录 年 月 日

交接时间
上班班长

本班班长
本班人员

机械状况

烘干机

风机

热风炉

斗式提升机

胶带输送机

圆筒初清筛

自衡振动筛

除尘系统

闸门

电气控制系统

粮食种类

数量燉ｔ

粮食

品质

容重燉（ｋｇ燉ｍ
３
）

纯粮率燉％

杂质燉％

不完善粒燉％

裂纹率（爆腰率）

增值燉％

破碎率增值燉％

热损伤粒增值燉％

焦糊粒（有燉无）

消耗

煤燉ｋｇ

水燉ｍ
３

电燉（ｋＷ·ｈ）

粮食

水分

产量燉ｔ

序号 １ ２ ３ ４ ５ 平均

检测时间

原粮燉％

干粮燉％

本班 本日 累计

气温燉℃ 原料囤号 成品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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