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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４５３４《谷物与豆类隐蔽性昆虫感染的测定》包括以下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取样；

———第３部分：基准方法；

———第４部分：快速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４５３４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６６３９１：１９８６《谷物与豆类　隐蔽性昆虫感染的测定　第１部分：总则》。

为方便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删除了ＩＳＯ６６３９１：１９８６的前言；

———删除了ＩＳＯ６６３９１：１９８６的“简介”部分；

———将ＩＳＯ６６３９１：１９８６表１中使用的符号加文字注释的部分，改为直接用文字表示。

本部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粮食储备局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严晓平、周浩、许胜伟、兰盛斌、檀先昌、黎万武、丁建武、侯兴伟、郭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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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与豆类隐蔽性昆虫感染的测定

第１部分：总则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４５３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测定谷物与豆类中隐蔽性昆虫感染的基本原则。

本部分适用于谷物与豆类中隐蔽性昆虫感染的测定。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２４５３４的本部分。

２．１

初观感染　犻狀犻狋犻犪犾狅犫狊犲狉狏犲犱犻狀犳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初次检查样品时，表面上能立即被肉眼发现的活的昆虫感染。

２．２

隐蔽性感染　犺犻犱犱犲狀犻狀犳犲狊狋犪狋犻狅狀

存在于粮粒内不能被肉眼立即发现的昆虫感染。主要是从产在粮粒内的卵发育而成的幼期昆虫，

或者是为了取食而蛀入粮粒内部的昆虫形成的感染。

２．３

粮食　犵狉犪犻狀

谷物和豆类或其中之一。

３　概述

有些昆虫种类非常适于侵害完整粮粒，并通常在粮粒内度过相当大部分的生活周期，其中包括全部

幼虫取食期。另一些种类则利用粮粒上的孔洞及缝隙进入并在内部取食粮粒，这些昆虫造成了在样品

或一批粮食中不易发现的隐蔽性感染。

大多数的储粮害虫很小，体长小于２ｍｍ～３ｍｍ，行为隐秘，颜色灰暗。飞行种类通常在光线暗淡

或高温时飞行，因此除非其种群非常大而产生明显的活动，否则即使它们自由生活在粮粒外部，且已构

成以上所说隐蔽性感染，仍不易被发现。由于昆虫的活动性，至少活动虫态如此，昆虫能够在粮堆中移

动并趋于集中至最适合其取食、繁育的粮堆部分。这些昆虫活动中心不一定是静止的，它们可以因为很

多复杂的原因而扩散、缩小或移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粮食物理条件（如温度、水分）的变化及昆虫快

速繁殖而造成的虫口密度过大。因此，粮堆内的昆虫分布很少是随机的，检查发现它们需要专门的知识

及技术。

４　取样

ＩＳＯ９５０和ＩＳＯ９５１规定的取样方法并不适用于谷物与豆类中隐蔽性昆虫感染的取样，这是因为

昆虫种群的非随机分布性，尤其在长期的储藏或运输之后。

和ＩＳＯ９５０、ＩＳＯ９５１规定的以粮食质量检测为目的的方法不一样，隐蔽性昆虫感染的专门取样技

术，包括在袋装粮堆的外部及顶部或堆内粮袋中的取样，以及从散装粮堆表层及粮温较高区域的取样。

这些位置通常都是最易发生昆虫感染的部位，因此有违于抽样的代表性这一基本原则。尽管如此，大部

分情况下，相同的人用相同的操作、相同的设备而取得的样品，既可用于粮食品质测定，也可用于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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