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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检验中水分测定仪的使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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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简单介绍了水分测定仪的相关内容，探讨了粮食检验中水分测定仪的使用，旨在加强对水分测定仪的研
究，充分发挥水分测定仪在粮食检验中的作用，以保障粮食检验数据的精确性，确保粮食的质量达到了标准要求，重点监测
粮食中的水分，提高粮食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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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检验工作

显得格外重要。在粮食检验中使用水分测定仪来进行监测，
能够取得不错的检验效果。但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水分测
定仪数据的准确性，在使用水分测定仪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
照相关流程来进行操作，需要将其放置在适宜的环境中，做
好校正工作，以保障测量结果的准确性，以免其出现数据偏
差。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相应的水分测定仪类型，为粮食
储存工作奠定扎实基础，提高粮食检测工作水平，保障粮食
质量和安全。 
一、水分测定仪的相关内容 
（一）水分测定仪 
水分测定仪是一种能够检测各类有机、无机国体、液体、

气体等样品中含水率的分析检测类仪器。其主要分为两种测
定方法，一种是物理层定方法，如蒸馏分层法、气相色谱分
析法等；另一种是化学测定法，如甲苯法、卡尔费休法等。 
（二）常见水分测定仪类型 
常见的水分测定仪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电阻式粮食水

分测定仪。其包含了指示表、直流放大器、压力式导电传感
器等设备。采用的是电阻式测量方法。在使用这种水分测定
仪进行粮食检验的时候，需要先将样品进行破碎处理，然后
由化验人员将其放入到盛料盘中，再用压杆来施压样品，从
仪器的以表指针偏转刻度中得到含水率。该水分测定仪的优
势在于结构较为简单，具有较好的便捷性，但其结果的准确
性会受化验人员施压力度的影响[1]；第二种是隧道式粮食水
分测定仪。其需要利用水分失重、恒温加热等方式来处理测
量样品，然后通过自配象限秤来进行样品称重，以获取样品
的含水率数值。该装置的特点在于舍友自动恒温装置，能够
有效把控测量温度，操作上较为便捷，但确定在于体积大，
不利于携带，而且功耗较大；第三种是红外线水分测定仪。
其是利用热解重量原理来进行含水量测量，测量速度比较
快，而且能够对样品进行干燥处理，并显示其丢失的水分含
量。其优势在于检验速快，效率高，操作简便，测量数据准
确度高。 
二、粮食检验中水分测定仪的使用 
（一）保证放置环境，校正水分测定仪 
在粮食检验中，使用水分测定仪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

照规定来将一起放置在适宜的环境中。有些部门在使用和维
护水分测定仪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误区饿，其将重点放在天
平等强检、非强检仪器上，却并没有重视对水分测定仪的维
护，在使用操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从
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改进：一是要制定完善的技术档案，记
录水分测定仪的正确操作方法和维护方法，以此来提高水分
测定仪的检测准确性，保障其顺延性；二是水分测定仪所处
环境应当保持洁净，温度、湿度要达到规定的标准要求。在
检测粮食的时候，需使水分测定仪处于正常的温度和湿度环
境中，这是因为秋粮收购、烘干塔检验对灵活性、快速性有
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水分测定仪所处环境温度、湿度较高，
那么便会影响最终的检验结果，致使数据不准确。在检验烘
干塔跟班的时候，要离开车间分室，有效放置水分测定仪，
维持其环境的整洁度[2]。 
与此同时，在进行粮食检验实际工作的时候，对于快速

性、灵活性可能有着特殊的要求，水分测定仪的使用可以满

足检验需求，对于不同的要求可选择适宜类型的水分测定仪
来进行检测。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水分测定仪，在操作上
有着一定的差异性，需要根据国家标准规定来进行操作。比
如说，温定时烘干是标准的测定方法，105 摄氏度亨重发是
仲裁方法。为了避免水分测定仪数据出现偏差，在粮食检验
使用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常用标准和方法，来调整水分测定
仪，做好校正工作，以免影响最终的测量结果。 
（二）科学制备检测样品，自然降落 
在进行粮食检验的时候，可使用水分测定仪来测量粮食

样品中的含水率。通常来说需要将样品均匀散落至测量部
位，然后使用测温元件、传感器来进行测定，得出最终结果。
基于此，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需要科学制备检测样
品，其在颗粒、净度等方面都要遵循标准要求。对于不同的
粮食样品，我国有着相应的测试标准要求。比如说，大粒粮
食的检测，主要包含玉米、大豆等；中粒粮食的检测，则包
含了高粱、稻谷、小麦等[3]。对于谷物类粮食的检测，存在
一定的难度，这是因为样品在自然状态下，有着较高的孔隙
度，不利于水分的测量。而且其含有有机成分、无机成分，
如若在选择样品的时候不科学，则会导致最终结果不准确。 
一般来说，在测量粮食样品时，采用水分测定仪，需要

使用定量方式，或是定容方式。这就要求检测样品、测量杯
导入等符合测量标准要求。在导入样品的时候，应当使之自
然降落，恒定导入速度，倒入时要具有连续性。检测粮食样
品的时候，应当使之表面呈现水平状态。 
（三）调整温差 
在粮食检测时使用水分测定仪，需要确保检测环境达到

标准要求，环境温度、一起温度、样品温度要一致。在秋粮
收购的过程中，北方粮库会受到季节性影响，室内温度、室
外温度差较大，一般在四十至五十摄氏度之间。但粮食检测
的过程中强调快速性，也就是说从选择粮食样品，到进行样
品检测，整个过程比较快，所需要的时间不长，如若只是依
赖水分测定仪的自我调节，那么则很难保证结果不出现误
差。基于此，在进行测量的过程中一定要对温差进行合理调
整，以免温差过大影响数据的精确度。与此同时，在进行烘
干跟班检验的时候，可通过机械高温来对粮食进行烘干降水
处理，粮食颗粒中的游离水会蒸发，这个时候出塔口粮食的
温度比较高，需要当其冷却之后，再来选择样品，以免样品
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和仪器温度[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粮食检验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水分

测定仪的作用，为保障测量数据的准确性，应当从多方面来
把控，以免出现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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