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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嗅辨员的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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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利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测定恶臭时!嗅辨员发挥关键作用(在实际测定过程中!由于嗅辨员的嗅觉阈值不同!

嗅觉敏感度不同!从而造成监测结果产生较大差别(通过细分嗅辨员的级别!优化嗅辨小组的人员结构!从而保证监测结
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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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恶臭污染投诉率
不断增高!约占全部污染投诉的

"%a

以上!仅次于噪
声位于第

"

位,

$

-

(目前!中国环境监测部门采用国家
推荐标准方法/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
袋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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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测定恶臭气体浓度(

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标准方法中规定!嗅
辨员应为

$<

"

C%

岁!不吸烟)嗅觉器官无疾病的男
性或女性!经嗅觉检测合格者!如无特殊情况!可
连续

!

年承担嗅辨员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嗅
辨员的嗅觉阈值和嗅觉敏感度有所不同!从而造
成同一样品的监测结果差别较大)未能如实反映
臭气浓度的情况(笔者希望通过细分嗅辨员的级
别!优化嗅辨小组的人员结构!从而保证监测结果
的准确性!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D

!

嗅辨环节存在的不足

$7$

!

嗅辨员人员结构有待优化
一般来说!人的嗅觉会受到来自年龄)性别)

饮食口味等因素的影响!嗅觉阈值会有不同(在
样品测定过程中!参与嗅辨的嗅辨员有

@

人!虽然
都已经通过嗅觉检测并取得嗅辨上岗资质!但是

由于嗅辨员的嗅觉阈值不同!对样品的嗅觉敏感
度有高有低!不同的人员组成将得出不同的监测
结果!以至测定结果产生较大差别!随机性较强!

不能如实反映臭气浓度(如果嗅辨小组中嗅觉敏
感度高的嗅辨员比例过高!就会使得监测结果偏
高"反之!则会使得监测结果偏低(

而恶臭环境监测是评价大多数人群对恶臭污
染的感受!所以嗅辨员需要合理搭配)优化配置!

监测结果才能客观体现大多数人群对恶臭污染的
感受程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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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嗅疲劳后监测就被迫中断
嗅疲劳是嗅觉器官固有特性!是指较长时间被一

种气味刺激后造成对该气味嗅觉敏感度下降或完全
丧失(嗅辨员在连续测试

$G

左右往往会出现嗅觉疲
劳现象!需要在空气新鲜的地方休息

"#,)'

以解除嗅
觉疲劳!待嗅觉恢复正常后再继续进行测试(只要一
名嗅辨员出现嗅疲劳!监测就被迫中断!只能等待嗅

&

%"

&

Please contact to Foxit Software for the licensed copy.Web Site:www.FoxitSoftware.comSales and Information:Sales@FoxitSoftware.comTechincal Support:Support@FoxitSoftware.com



第
!

卷
!

第
"

期
!!

邱祖楠等
7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嗅辨员的优化选择
"#$$

年
C

月

辨员解除嗅觉疲劳后再进行(

E

!

嗅辨环节的改进
在嗅辨员嗅觉检测上岗考核中!同步对嗅辨

员进行分级嗅觉检测!通过细分嗅辨员的级别!优
化嗅辨小组的人员组成!可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
确性!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7$

!

分级嗅觉检测
在分级嗅觉检测中!依据嗅辨员的嗅觉阈值的高

低来区分嗅辨员的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嗅辨
员!并在嗅辨员上岗证上注明级别以便恶臭测定过程
中的人员安排(图

$

为分级嗅觉检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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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

!

分级嗅觉检测流程

建议将嗅觉检测的
%

种标准臭液%花香)汗臭)

甜锅巴气味)成熟水果香和粪臭'稀释成浓度梯度
系列!对嗅辨员进行分级嗅觉检测!即嗅辨员通过
嗅辨这

%

种浓度梯度标准臭液系列来取得分数!最
后进行统计加和(

以
%

种标准臭液之一花香为例!可将其按照标
准浓度以及标准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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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依
次稀释!由嗅辨员由高浓度至低浓度依次嗅辨(

若嗅辨结果正确!继续下一浓度"若错误!该标准
臭液嗅辨终止(

依据单个嗅辨员的嗅辨结果正确的最高稀释浓
度的倍数!取其常用对数作为其嗅辨级别分数(例如
该嗅辨员在花香的标准浓度稀释

$##

倍嗅辨时结果
正确!而稀释

$###

倍时嗅辨结果错误!其得分为
0

2

$##̀ "

!即该嗅辨员在花香标准臭液系列的嗅辨级
别分数为

"

(依此类推进行!

%

种标准臭液的
%

项得
分相加即为该嗅辨员的嗅辨级别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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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辨员嗅辨级别分数"

/

&&&嗅辨
结果正确的最高稀释浓度的倍数(

在全体嗅辨员完成嗅觉检测并计算级别分数
后!将按照分数从高到低排列!将全体嗅辨员进行
分级!前

$

+

!

排名的嗅辨员为一级嗅辨员!中间
$

+

!

排名为二级嗅辨员!后
$

+

!

为三级嗅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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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人员结构
在组织嗅辨员进行样品分析前!从一级嗅辨员)

二级嗅辨员)三级嗅辨员
!

个级别中各随机抽取
"

人
共

@

人组成嗅辨小组!由于嗅辨小组中嗅辨员嗅觉阈
值的高低平均!可以保证监测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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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嗅疲劳时替换嗅辨员
由于恶臭样品需要在

"CG

内测定!当样品量较
大的时候!嗅辨员容易出现嗅疲劳(此时!出于维护
监测数据的可比性!无法替换嗅辨员的考虑!嗅辨实
验就被迫中断!只能等待嗅辨员解除嗅觉疲劳后再
进行(

对嗅辨员进行分级后!由于相同级别的嗅辨
员的嗅觉阈值大体相同!一旦嗅辨员出现嗅疲劳!

可以有相同级别的嗅辨员替换!从而保证监测数
据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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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是使用嗅觉器官进行

的感官监测方法!嗅辨员的工作质量对恶臭监测
起关键性的作用,

"

-

(通过细分嗅辨员的级别!优
化嗅辨小组的人员组成!可以提高监测结果的准
确性!客观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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