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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魏孟辉, 袁  建* 
(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随着粮食生产及加工业的发展, 粮食的质量品质越来越受到粮食部门及相关企业的重视。本文就粮食

质量标准现状进行综述, 重点介绍了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的质量分级标准。在此基础上, 从粮食

物理品质和成分品质对粮食分级检测技术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以期能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情况推动

粮食检测技术的研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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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China's grain quality standards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WEI Meng-Hui, YUAN Jian*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the quality of grain has draw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grain sector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in 
quality standards was reviewed, focusing on the quality of rice, wheat, corn, soybeans and rapeseed. On this 
basis, the physical and ingredients quality of grain were reviewed, the grading and detecting technology were 
also summariz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f grain de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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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 粮食的
质量与安全事关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健康, 而粮
食收购和销售价格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1], 因此, 粮食的
品质分级在粮食产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目前
我国粮食品质检验大多还是采用简单低效的设备和主观的

感官方法, 已不能适应检测技术仪器化、标准化、快速化
的需求。另一方面, 现代粮食品质检测技术得到迅速发展, 
产生了许多有关粮食品质检测的新方法。如果能够将现代

检测方法应用到粮食品质检验当中, 势必可以降低检测成
本又可提高检测准确性, 也将大力促进我国粮食质量检测

技术水平。本文就目前我国粮食质量标准和国内外检测技

术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介绍了粮食质量和安全的检测技术
和装备水平, 并对现代检测方法应用到粮食品质检验当中
进行一些展望, 以期推动我国粮食品质检测的研究步伐。 

2  我国现行主要粮食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粮油标准工作迅速发展, 
全面制修订了小麦、玉米、稻谷、杂粮及食用植物油等主

要原粮和产品标准。2006年以后,相继发布了油菜籽、稻
谷、小麦、玉米、大豆等新的国家标准, 修改了质量检测
项目, 进一步完善了粮油标准体系。在这些标准中, 油菜
籽以含油率定等, 稻谷以出糙率定等, 小麦、玉米以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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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 大豆以完整粒率定等。水分、蛋白质、脂肪是粮食
的重要组成成分 , 也是人类的重要营养物质 , 各种粮食
中化学组成不同 , 含量差异较大 , 这些化学指标也在标
准中有所体现。 

2.1  稻谷标准 

我国稻米标准主要以外观特性、加工特性、食用品质

特性等指标对稻米的品质进行评价。2009年, 我国发布了
《稻谷》(GB 1350-2009)标准, 与《稻谷》(GB 1350－1999)
相比, 将整精米率由定等指标改为非定等指标, 并对指标
值进行修改, 增加了等外级、判定规则和有关标签标示的
规定[2,3]。根据我国稻谷生产、加工和消费特点, 我国已建
立了普通稻谷、优质稻谷、富硒稻谷等系列标准, 形成了
出糙率、整精米率、谷外糙米、垩白粒率、垩白度等相应

的质量评价指标和相应检测方法。 

2.2  玉米标准 

2009年我国发布了 GB 1353-2009《玉米》, 2009年 9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历次标准版本的替代, 反映了标准的
延续性。《玉米》新标准仍以容重进行定等, 并将原有的 3
个等级调整为 5 个等级, 并增加等外级, 调整了不完善粒, 
并对应等级设定指标[4,5], 同时研究完善了玉米容重测定
方法, 调整了高水分玉米容重测定规则。也建立了饲料用
玉米、高油玉米等相应的国家标准, 以及爆裂玉米、糯玉
米、优质蛋白玉米、高淀粉玉米、高油玉米、甜玉米等相

应的行业标准, 形成了针对玉米专用特性的爆花率、膨化
倍数、蒸煮品质等相应的质量评价指标和检测方法。 

2.3  小麦标准 

我国小麦是以容重进行定等, 并规定了不完善粒、杂
质、水分等质量指标。与 GB 1351-1999相比, GB1351-2008
《小麦》标准修改了杂质等定义及不完善粒指标, 以硬
度指数取代角质率、粉质率作为小麦软、硬的表征指标, 
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硬度指数测试仪，制订了小

麦硬度指数的标准测定方法，增加了检验规则及有关标

签标识的规定[6,7]。并制定了小麦硬度指数的测定的标准

方法[7], 近年采用皮色、粒质(硬度指数)等物理特性来划
分小麦类型, 引入了蛋白质、面筋含量、稳定时间等内
在品质指标。 

2.4  大豆标准 

大豆品质评价主要是依据其外观特性、营养品质特性

等指标。与《大豆》(GB 1350-1986)相比, GB 1352－2009
《大豆》标准，调整了普通大豆定等指标, 新标准使用完
整粒率代替纯粮率进行定等, 质量等级仍为 5 级, 同时增
加等外级以及规定了完整粒、损伤粒、热损伤粒的检验方

法。除了普通大豆以外, 还增加了高油大豆和高蛋白大豆
的质量要求[8,9]。 

2.5  油菜籽标准 

油菜籽是重要的油料作物，主要采用含油量定等。与

GB/T 11762-1989相比，GB 11762－1989《油菜籽》标准，
()相比, 增加了未熟粒、热损伤粒、生芽粒等限制性指标, 
将原来的“霉变粒”改为“生霉粒”。同时增加了双低油菜籽
的质量标准, 增加了芥酸、硫苷含量的限制性指标, 如果 2
项有 1项达不到要求, 不能作为双低油菜籽[10,11]。 

3  国内外粮食质量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 

粮食物理特性和成分检验是粮食质量分级的基础, 不
断研究开发新技术、新方法, 统一规范相应的检测设备, 对
粮食质量检测技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国内外学者在这
两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粮食物理特性检测技术方面, 尤其
是基于图像的粮食检测方法已有很多极具实用性的研究成

果, 部分已应用到实际操作中, 使工作效率成倍提高[12]。在

粮食成分检测方面, 我国已建立了水分、粗蛋白质含量等化
学指标相应的近红外检测方法标准，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不断尝试新技术，改善实验方法，改进仪器检测设备。 

3.1  粮食物理特性指标检测 

粮食物理特性指标检测是粮食品质评价的重要组成部

分，检测指标一般包括品种分类、不完善粒、霉变粒、整

精米率、出糙率以及容重等。 
3.1.1  粮食品种识别与分类 

粮食的品种识别是粮食质量检测的关键。由于粮食形

态特征对外部生长环境非常敏感, 近年来, 依据粮食籽粒
外观形态和颜色的各种特征, 结合神经网络和模式识别等
技术来实现粮食的识别与分类一直是研究热点。2011 年, 
Zapotoczny[13]采用非破坏性方法对谷粒品种进行评估, 实
验调查了 11个品种不同质量等级的春小麦和冬小麦。从平
板扫描仪接口到个人计算机获取的图像进行分析, 对 11个
小麦基于纹理的品种分类识别精度达到 100%。最终分类
质量没有受到栽培 , 水分或品种年份的影响。2015 年 , 
Kurtulmus 等[14]也提出一种基于计算机视觉的方法对 7 种
油菜籽品种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类型的功能集, 功能模型
和机器学习分类方法, 来获得最佳的预测模型, 并用验证
集合来验证预测模型。结果表明, 所开发的计算机视觉系
统的最佳预测模型 , 区分油菜品种的总准确率达到
99.24%。由于可见光图像检测法高额的成本, 并且检测过
程较为复杂, 使它的实时应用受到限制, 但在未来的发展
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力。 

许多研究者在粮食籽粒宏观性状与内部微观结构关

系的研究上也在不断深入, 并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潘艺
等[15]提出了一种以显微图像为基础的小麦分类识别方法, 
通过电镜扫描对不同品种的小麦籽粒的微观组织结构进行

观察。不同品种小麦具有不同的显微纹理结构, 该方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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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小麦品种综合识别率达到 90%以上, 为小麦品种识别
与分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刘振宁等[16]通过扫描电子显微

镜对来源不同生境的野生大豆的种皮、种脐、脐冠等微观

形态特征进行比较观察, 结果表明野生大豆的形态、结构
特征受品种所处环境条件的影响。谷玉娟等[17]将扫描电子

显微镜应用于分析彩色小麦的特性研究上, 结果证明, 彩
色小麦与普通小麦在胚乳形态特征上有很大差异。通过研

究小麦微观形态来区分小麦品种具有重要的意义。扫描电

镜检测技术目前还只是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 与实际应用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随着扫描电镜和图像处理技术的发
展和不断成熟, 其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 
3.1.2  籽粒外部形态特征检测 

图像检测法能对粮食进行直接测量 , 且比较稳定 , 
能够节约大量时间 , 降低成本 , 在粮食外部形态特征检
测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使得图像处理技术在粮食行业得
到普遍关注, 图像检测法在粮食物理指标评价方面有很
大发展[12]。目前, 国内外基于图像的粮食检测方法已有不
少极具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 有的已应用到实际操作中 , 
使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18], 并将逐步在粮食质量特性检测
方面得以应用。 

2009 年, Igathinathane[19]等用 Java 开发的机器视觉
Image J 插件来从数字图像中确定单一化颗粒的垂直长度
和宽度。该插件应用于测量 8 种粮食正交尺寸, 具有整体
精度大于 96.6%的准确率, (254±125)粒/s的运算速度, 可以
处理所有颗粒的形状和取向, 具有可重复性和经济性, 该
方法为籽粒外观形态特征的检验提供了依据。2011 年 , 
Walker[20]等也使用 2-D数字图像对单个大麦颗粒的尺寸、
重量、体积和密度进行测定, 用图像形态学测量进行校准, 
并使用一系列散装大麦样品进行验证。相比物理测量方法, 
图像法测量粒径和粒重算法的相关性分别为 0.93 和 0.97, 
标准误差分别为 0.09 mm和 1.37 mg。以上 2种鉴别籽粒
外部形态特征的方法都运用图像特征进行识别, 但两者获
取数据的方法和建模方法不同 , 故检测效果存在差异。
2013年, 张浩等[21]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来获取及分析

小麦籽粒图像, 来描述小麦的形态特征。该系统测定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其中短轴、长轴、投影面积与手工测
定值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了 0.993、0.991和 0.985, 用图像
技术对粮食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3.1.3  不完善籽粒与分级定等检测 

我国粮食质量标准中分级定等通常采用粮食容重及

不完善粒等指标，因此粮食质量检测包括对粮食容重、不

完善粒、杂质、出糙率以及整精米、裂纹米、黄粒米品质

指标的测定。采用近红外国外对粮食品质进行检测, 国外
研究较早, 研究重点集中在近红外光成像波段的选择以及
图像特征提取方法上。2009年, Singha等[22]通过近红外光

谱成像检测经昆虫损伤的麦粒进行了研究, 检测了由 4 种
不同昆虫引起的明显受损的麦粒。6个统计图像特征值(最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偏差和方差)和在图
像 1101.69和 1305.05 nm处提取的 10直方图, 输入到统计
判别分类器(线性, 二次, 和马氏)上进行分类。线性判别分
析和二次判别分析结果表明, 近红外装置能够正确分类
85%~100%的健康和昆虫破坏的麦粒。2012年, Agelet等[23]

也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鉴别单个种子正常与非正常颗粒的

可行性进行测试, 表明鉴别热损伤粒的准确性, 并提出未
来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检测种子损伤阈值的观点, 为近红外
发展应用上提供支持。 

采用可见光技术对粮食品质进行检测与分级也是近

年来的研究重点。可见光图像检测技术将计算机视觉, 图
像处理与模识别技术相结合, 能够准确的将粮食不完善粒
识别检测。2015年, Liu等[24]通过图像获取与智能相机相结

合来识别虫害及霉变的大豆种子, 建立了一个神经网络分
类模型, 平均识别准确度为 97.25%。并对 1000 粒不同受
损种子大豆进行识别, 正常粒、霉变粒、虫蛀粒、皮表破
损粒、断裂粒及部分有缺陷的颗粒平均准确率分别达到了

99.24%、98.2%、96.4%、85.6%、92.4%和 85.2%。该实验
对于精确选择大豆或其他农作物种子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进一步肯定了可见光技术在粮食品质检测中的应用。 

此外, 2014年, 陈赛赛等[25]建立了小麦不完善粒、杂

质、不同容重小麦完整籽粒的识别和检测模型, 该模型对
完善粒、破损粒、病斑粒和虫蚀粒的判别正确率分别为

93%、98%、100%和 90%, 整体判别正确率达到 93%, 完
整籽粒图像的小麦容重整体识别率也在 95%以上。该研究
将小麦多种品质指标相结合, 为粮食品质分级提供又一个
研究方向。2015年, Suresh等[26]通过微 X射线计算机断层
扫描(CT)对生芽和虫害麦粒的籽粒特征进行探究, 进行三
维可视化和定量分析, 并使用微 X 射线 CT 图像重建和图
像处理算法进行处理。结果表明, 对于生物体如单个小麦
颗粒的无损检测和显微组织结构, X射线显微 CT也是一种
强大的工具。 

3.1.4  霉变籽粒的识别 
粮食霉变不仅降低粮食的营养和商品价值, 更重要

的是影响粮食及其制品的可食性和安全性, 并且有些霉菌
还能产生具有毒性的二级代谢产物, 严重影响粮食的品质
安全, 因此, 将其作为粮食品质检测中的重要指标[27]。 

电子鼻技术在粮食霉变识别检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

研究[28]。2011年, 崔丽静等[29]建立了电子鼻对霉变玉米和

正常样品的识别模型, 并对传感器组合进行优化。优化后
Correlation 和 DFA 法的判别率都比优化前提高 , 其中
Correlation 法达到 90.63%, 该模型对霉变样品的判别率远
高于正常样品。但是由于电子鼻气敏传感器阵列部分大多

数使用的是半导体氧化物, 高的工作温度也限制了其在粮
食检测方面的应用。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新的技术
材料的应用, 以及信号处理技术和模式识别方法的改进, 
电子鼻将会在粮食品质检测中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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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Siripatrawan 等 [30]开发了基于高光谱成像

(HIS)的快速无损检测方法监测存储糙米腐败真菌的生长。
对糙米中接种米曲霉的非致病性菌株, 利用可行的菌落数
米曲霉对水稻生长进行监测,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真菌
发育进行观察, 并使用 HSI 系统获取图像信息。该研究提
供了快速、非破坏性, 并且有效的真菌检测系统的米粒科
学信息。2015 年, Kandpal 等[31]使用短波红外(SWIR)高光
谱成像技术检测黄曲霉毒素污染的玉米粒。对玉米样品接

种 4种不同浓度的黄曲霉毒素 B1(AFB1)浓度(10、100、500
和 1000 µg/kg), 并对感染和对照样品用短波红外光谱系统
进行扫描, 观察到接种的样品 AFB1 浓度增加的频谱的偏
差。研究结果表明, 短波红外光谱成像是一种快速、准确、
非破坏性的检测技术。综上所述, 在粮食霉变识别上, 图像
检测技术可以有效检测识别霉变籽粒, 并且可以有效检测
粮食籽粒的霉变程度, 随着图像检测技术的发展, 粮食霉
变籽粒的识别会更加智能化。 

3.2  粮食化学性指标检测 

粮食成分检测是粮食分级的主要部分, 水分、蛋白
质、脂肪等是粮食的重要组成成分, 也是人类的重要营养
物质。粮食种类不同, 化学组成及含量均不同, 检测这些化
学性指标是粮食质量评价的重要工作。 
3.2.1  水分检测 

常规检测水分方法主要还是采用恒重法和高温定时

烘干法。2011年, 周洲等[32]探讨了用 ASAE法、自定 110、
115 和 120 ℃恒重法和国标法来测定不同水分含量的大豆
样品。综合得出, 大豆完整籽粒可采用 110 ℃恒重法测定
其水分, 且数据结果准确可靠。在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
定上, 2007 年, 丁耀魁等[33] 应用卡尔费休法方法对油脂
水分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 卡尔费休法测定油脂水分
与国标法测定结果相近, 且操作简便, 重现性好, 可以推
广应用。 

2010年我国颁布了小麦、稻谷、玉米的水分近红标准
外测定方法, 另外微波法、高频测水法也受到研究。2011
年, 曹玉华[34]等利用微波法测定 3 种油料中水分、脂肪的
含量。实验结果表明, 油料种类不同, 微波法测定水分的加
热时间也不同。微波法测定油菜籽、花生、大豆的最佳条

件为: 功率为 720 W, 样品量为 2.0 g左右, 加热时间分别
为 9、8、7 min。测定结果与国标法相比相对误差在
0.13%~4.24%之间。 

基于电阻、电容等快速水分测定方法也得到研究及应

用。2012年, Wang等[35]依据单片机和电容传感器的原理来

测量谷物水分含量, 并对系统的信号处理电路进行详细的
描述。实验结果表明, 该系统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良好
的控制能力。2013年, 刘哲等[36]依据粮食水分与其电阻之

间的相关性, 开发了一套电阻式粮食水分在线检测仪。
2014年, 孙耀强等[37]依据水分与电容式传感器之间的相关

性, 开发了一套电容式粮食水分在线检测系统。两者均能
够实现均能够实现对水分的精确测定。有些学者利用容重

与水分之间的关系 , 实现容重与水分测定相结合。2014
年．李洪莉等[38]开发了一套基于容重的玉米水分在线检测

装置, 结果表明, 容重检测误差在±3 g 以内, 可以用于容
重的测定; 通过水分预测模型得到的水分的绝对误差最大
2.5%, 最小误差为 0.1%。在检测精度要求较低时, 该装置
可作为干燥机出口处水分在线检测装置。 
3.2.2  蛋白质含量的检测 

蛋白质的测定主要采用凯氏定氮法，通过凯氏定氮

仪、、杜马斯燃烧定氮仪、氨基酸分析仪等已实现了仪器的

自动化、半自动化测定。田培等[39]通过优化的杜马斯燃烧

法和凯氏定氮法来测定油料样品的粗蛋白含量，并比较了

两者的测定结果。结果表明，杜马斯燃烧法的测定结果准

确、并且重现性好，适用于油料样品粗蛋白含量检测。近

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蛋白质测定上已得到普遍关注, 2010
年我国颁布了 5项粮食粗蛋白近红外测定方法。 

近红外检测粮食成分含量的方法, 已从实验室研究
进化为生产和生活中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主要工具。

2009年, Tallada[40]发明了一种能够快速检测粮食品质的单

籽粒近红外设备, 该设备与 PLSR 相结合使用, 也可不同
程度地检测出玉米中天然蛋白质、某些氨基酸和油等成分

含量。2012年, 王旭等[41]采用了国产便携式近红外谷物分

析仪快速测定小麦中蛋白质含量, 建立了小麦蛋白质含量
的近红外分析模型。结果表明该方法与国标法测定值之间

并无显著性差异, 可应用于优质小麦收购过程中蛋白质含
量的快速测定。 

2014 年, 李琳琳等[42]采用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建立

了大豆蛋白质含量的近红外检测模型, 并对最佳模型进行
内部验证和外部验证。结果表明: 所建立的大豆蛋白质含
量的内部交叉验证相关系数分别为 0.9471, 外部验证相关
系数为 0.962, 说明所建立的大豆蛋白质含量的近红外检
测模型, 可用于大豆成分的无损检测。随后, Lin等[43]研究

了大麦籽粒蛋白质含量和漫反射光谱之间的关系。结果表

明, 成功开发的GPC的大麦的校准模型可以适用于麦芽产
业的品质控制, 饲料加工和种子选育。Bagchi 等[44]通过优

化近红外光谱技术, 采用偏最小二乘(mPLSs)模型对粮食
质量参数进行预测, 通过对参考值和预测值进行 t 检验和
相关回归分析证明了该试验中校正与预测模型的高精度

性。可见, 近红外在粮食蛋白质检测中一直是研究热点, 主
要集中于波段的选择, 模型的建立优化等。随着近红外光
谱技术的成熟, 其在粮食育种及品质检测上可以成为一种
有效的工具。 
3.2.3  脂肪含量的检测 

脂肪的测定主要采用经典索氏抽提法, 现在自动索
氏提取仪也普遍得到应用。2010年, 林凯等[45]探讨了采用

酸水解-自动索氏提取仪测定食品脂肪含量的方法。样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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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水解仪中经盐酸水解后, 置于索氏提取仪中用有机试剂
提取脂肪, 提取完毕后取出干燥称重即可获得结果。与国
标法相比较, 2 种方法未见显著性差异。得出应用酸水解-
自动索氏提取仪检测食品中脂肪的自动化程度高, 适用范
围广、操作简便、并且准确、环保。2012年, 方敏等[46]通

过在原索氏抽提装置上加装恒温冷凝水系统, 对索氏抽提
法进行改良。结果表明, 改良的索氏抽提法对油料种子含
油量的测定具有更高的准确度和精确度。 

核磁共振是基于原子核磁性的一种波谱技术, 是一
种鉴定有机化合物结构和研究化学动力学等的现代仪器分

析方法, 核磁共振快速测定方法用于油料、油粕中脂肪含
量的测定[47-49]。2006年, 宋丹阳等[50]建立核磁共振法测定

大豆含油量的标准曲线, 并对 408 份大豆的含油量进行了
分析。结果表明, 用脉冲核磁共振仪测定的含油量与索氏
抽提法相比, 更加快速准确。因此, 该方法在大豆产业油脂
含量测定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国家标准已经颁布脂肪含量的近红外测定方法, 将
满足了生产、加工及流通等环节快速脂肪含量测定的需要。

2014年, 徐飞等[51]通过热分析法建立了一种能够快速准确

测定粮食中粗脂肪和粗蛋白含量的新方法。通过对玉米中

粗脂肪和玉米样品的热分析图谱解析, 找出玉米粗脂肪分
解的特征温度区间, 并用红外光谱进行验证。通过测定小
麦、玉米或大豆的在特征温度区间的峰面积, 即可得到粗
蛋白或粗脂肪的准确含量, 该方法准确、快速, 并具有较好
的实用性。 

4  总结与展望 

统一规范的粮食质量检验方法和技术是保证数据准

确及各质量标准顺利实施的基础。美国等发达国家一般采

用官方认证、官方指定、统一采购、定期校正等手段, 规
范粮油检验仪器设备。加拿大则通过标准样品和统一检验

仪器设备为质量标准的实施提供保障。我国还尚未制定粮

油检验专用仪器设备的认证制度, 仪器缺乏统一的技术标
准, 导致不同仪器检验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在粮食物理特
性指标的检测上, 用仪器代替人工检测一直是研究热点, 
但在实际应用方面还是还在探索阶段。随着多种技术如高

光谱、拉曼光谱、核磁共振、电子鼻和机器视觉技术等多

种技术的发展与融合, 必将能够进一步提高对粮食物理特
性指标的检测速度与精度[52]。在成分检测上, 传统的检测
方法与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国内外学
者也在不断尝试新技术, 改善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条件, 深
入研究化学指标检测方法, 进一步加强加快化学成分检测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我国粮食质量检验技术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

还很薄弱, 还处在跟踪学习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阶段。目前
粮食检测技术正朝着快速、高效、高准确性的方向快速发

展, 未来粮食检测的发展趋势是尽量以更多的仪器检测代
替感官评价, 使感官指标仪器化、标准化、智能化。随着
粮食检测与识别技术的完善与成熟, 我国粮食质量分级标
准将会更加规范, 从而满足人们对粮食质量分级提出的越
来越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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