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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和适用范围

1门 本标准规定了恶臭污染源排气及环境空气样品臭气浓度的人的嗅觉器官测定法。

1.2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恶臭源以不同形式排放的气体样品和环境空气样品臭气浓度的测定。样品包括

仅含一种恶臭物质的样品和含二种以上恶臭物质的复合臭气样品。

1.3 本标准测定方法不受恶臭物质种类、种类数目、浓度范围及所含成分浓度比例的限制。

2 术语

2.1 臭气浓度(odor concentration)

    臭气浓度是根据嗅觉器官试验法对臭气气味的大小予以数量化表示的指标，用无臭的清洁空气对

臭气样品连续稀释至嗅辨员闭值时的稀释倍数叫作臭气浓度。

2.2 嗅觉9值(odor threshold value)

    嗅觉阂值包括可以嗅觉气味存在的感觉闭值和能够定出气味特性的识别阂值，本标准中规定使用

的是指感觉IA值。

2.3 嗅辨员(panel)

    是经专门考试挑选和培训 其111,1 ."k合格者作为本标准方法测定需要的嗅辨员。

3 原理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测定恶臭气体浓度，是先将三只无臭袋中的二只充入无臭空气、另一只则按一定

稀释比例充入无臭空气和被测恶臭气体样品供嗅辨员嗅辨，当嗅辨员正确识别有奥气袋后，再逐级进行

稀释、嗅辨，直至稀释样品的臭气浓度低于嗅辨员的嗅觉闭值时停止实验。每个样品由若干名嗅辨员同

时测定，最后根据嗅辨员的个人14值和嗅辨小组成员的平均阐值，求得臭气浓度。

4 试剂、材料与装里

4.1

4.1门

标准臭液和无臭液

  丘种标准臭液浓度及性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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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臭液的组成与性质

标 准 臭 液 结 构 式 浓度cu/u> > 气味性质

A 0-苯乙醉 0.-CH,CH_OH 10 “勺 花香

B 异戊酸 (CH, ),CHCH,000H l0 汗臭气味

C 甲基环戊酮

  ()

火
x-人-H

10 刁几 甜锅巴气味

D Y-卜一碳〔烷)酸内脂
0=CH(CH)CH

    叭 尸
10-0̀' 成熟水果香

E 0-甲基叫噪 } -CH, 10 粪臭气味

4.1.2 液体石蜡作为无臭液和标准臭液溶剂。

4.2 无臭纸:层析滤纸纸条宽10 mm，长120 mm.密封保存。

4. 3 无臭空气净化装R.:见图1.

            图1 空气净化装置

4 三升无臭袋,B一供气分配器;C一玻璃瓶;D 活性碳;

    E一气体分散管;F一进气口;G一供气量控制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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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采样瓶(左)与真空处理装置(右)

                A 进气口硅橡胶塞瓜一采样瓶;D一真空汞;E 真空表或真空计;

                              F一气量计;B一充填衬袋口硅橡胶塞

聚酣无臭袋:3 1.,10 L,

采样瓶与真空处理装置:见图2。

排气筒内臭气采样装置:见图3..

                                  图 3 排气筒气体采样装器

                        A 真空箱s B-采样袋刃一抽气泵;D一样品气体导管;E一阀

4.7 嗅辨室:

4.7.1 嗅辨室要远离散发恶臭气味的场所，室内能通风换气并保持温度在17̂-25 C，至少可供6-7

名嗅辨员同时工作。

4.7.2 要设蹬单独的配气室。

4.8 注射器:100 mL,50 mL,10 mL,5 ml,,l mL和100 pL,

5 嗅辨员

5.1 嗅辨员

    嗅辨员应为18̂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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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连续三年承担嗅辨员工作。

5.2 嗅觉检测及嗅辨员挑选

    嗅觉检测必须在嗅辨室内进行。主考人将五条无臭纸的三条一端浸入无臭液1 cm，另外二条浸入

  一种标准臭液l cm,然后将五条浸液纸间隔一定距离平行放置，同时交被测者嗅辨，当被测者能正确嗅

辨出沾有臭液的纸条，再按上述方法嗅辨其他四种标准臭液。能够嗅辨出五种臭液纸条者可作为嗅辨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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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样品

6.1 排气筒内恶臭气体样品的采集

    对于以排气管道(筒)排放的恶臭气体，按图3的采样方式采集臭气样品。排气温度较高时，应对采

样导管f,以水冷却或空气冷却，使进入采样袋气体温度接近常温。采样时应根据排气状况的调查结果，

确定采样的时机和充气速度 保证采集的气体样品具有代表性。正式采样前，用被测气体充洗采祥袋三

次

6.2 环境臭气采样

6.2.1 采样瓶真空处理

    在实验室内，用真空排气处理系统将采样瓶排气至瓶内压力接近负1. OX 10l Pa.

6.2. 2 采样及样品保存

    采样时打开采样瓶塞.使样品气体充入采样瓶内至常压后盖好瓶塞，避光运回实验室，24小时内测

定。

了 样品的测定

排放源臭气样品的稀释及测定

对于以采样袋和采样瓶采集的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高浓度臭气样品，按以下方法进行稀释和测

不

定

了.1门 采集气体样品的采样瓶运回实验室后，取下瓶上的大塞并迅速从该瓶口装人带通气管瓶塞的

101聚脂衬袋。用注射器由采样瓶小塞处抽取瓶内气体配制供嗅辨的气袋，室内空气经大塞通气管进

入衬袋保持瓶内压力不变。

7.1.2 由六名嗅辨员组成嗅辨小组在无臭室内作好嗅辨准备，嗅辨员当天不能携带和使用有气味的香

料及化妆品，不能食用有刺激气味的食物，患感冒或嗅觉器官不适的嗅辨员不能参加当天的测定

7.1.3 高浓度臭气样品的稀释梯度按表2

                                                    表 2

在31无臭袋中注入样品的址 mL 100 30 10 3 1 0. 3 0.03 0.01

稀释倍数 30 100 300 1 000 3 000 1万 10万 30万

7.1.4 样品初始稀释倍数的确定

    由配气员(必须是嗅觉检测合格者)首先对采集样品在3L无臭袋内按上述稀释梯度配制几个不同

稀释倍数的样品，进行嗅辨尝试，从中选择一个既能明显嗅出气味又不强烈刺激的样品，以样品的稀释

倍数作为配制小组嗅辨样品的初始稀释倍数。

了门.5 配气员将18只3L无臭袋分成6组，每一组中的三只袋分别标上1,2,3号，将其中一只按正确

的初始稀释倍数定量注入取自采样瓶或采样袋中样品后充满清洁空气，其余两只仅充满清洁空气。然后

将6组气袋分发给六名嗅辨员嗅辨。

7. 1.6 六名嗅辨员对于分发的三只气袋分别取下通气管上的塞子，对三只气袋中气体进行嗅辨比较，

并挑出有味气袋。全员嗅辨结束后，进行下一级稀释倍数实验。若有人回答错误时，即终止该人嗅辨。当

有五名嗅辨员回答错误时实验全部终止。

7.2 环境臭气样品的稀释及测定

    对于以采样瓶采集的环境臭气样品按如下方法进行稀释和测定。

7.2.1 同7. 1. 1.

7.2.2 同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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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环境臭气样品浓度较低，其逐级稀释倍数选择10倍，其他配气操作同7.1.5。当嗅辨员认定某

一气体袋有气味，则记录该袋编号

:.:.:
将7.2.3实验重复三次。

实验主持人将6人18个嗅琳结果代入式(1)计算。

M =
1. 00 X a十 0.33X b+ 0 x ‘

摊
········。················⋯ ⋯(1)

式中: M— 小组平均正解率;

          a— 答案正确的人次数;

          b— 答案为不明的人次数;

          。— 答案为错误的人次数;

          ，— 解答总数(18人次)。

1.00,0. 33,0— 统计权重系数。

7.2.6 正解率分析与M值比较实验

7.2-6.1 当M值大于。.58时，则继续按 10倍梯度扩大对臭气样品的稀释倍数并重复7.2.3,7.2.4

和7. 2. 5的实验和计算，直至得出M,和风。

7.2.6.2 M，为某一稀释倍数的平均正解率小于1且大于。.58的数值。M:为某一稀释倍数平均正解

率小于。.58的数值。

7.2-6.3 当第一级to倍稀释样品平均正解率小于(或等于))0.58时，不继续对样品稀释嗅辨，其样品

臭气浓度以“<10”或“=10”表示。

8.1

结果计算

  污染源臭气测定结果计算

将嗅辨员每次嗅辨结果汇总至答案登记表，每人每次所得的正确答案以“o"表示，不正确答案以8110x”表示，答案登记表见8.3.
8.1.2

式中:

8.1.3

8.1.4

计算个人嗅阐值x:

x;= Iga,+lgaz
      2

·......·········..⋯. ⋯ ”·..····⋯ ⋯ (2)

a— 个人正解最大稀释倍数;

a2— 个人误解稀释倍数。

舍去小组个人嗅阔值中最大和最小值后，计算小组算术平均阐值(X>,

样品臭气浓度计算(y):

一
                                            Y=10"

式中:Y— 样品臭气浓度;

    X— 小组算术平均阐值。

8.2 环境臭气测定结果计算

    根据7.2.6测试求得的M,和Mz值计算环境臭气样品的臭气浓度。

一
Y = t, X

M,一0.58
M,一M2

100'e

:R一，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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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臭气浓度;

      t一一小组平均正解率为M，时的稀释倍数;

      t— 小组平均正解率为M2时的稀释倍数。

8.3 计算举例

8.3. 1 污染源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与计算举例如下:

                                  污染源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

稀释倍数(a) 30 100 300 1 000 3 000 l万 3万 个人嗅阖值

X一Iga,+Igu2
个人嗅IA值

最 ,k 小值
对数值(Iga) 1.48 2. 00 2.48 3. 03 3.48 4.00 4. 48

噢

辨

员

A 0 0 0 X 2. 74 舍去

I弓 0 0 0 0 0 火 3. 74

(、 0 0 0 0 火 3. 24

D 0 0 0 0 0 0 火 4. 24 舍去

E 0 0 0 X 2. 74

F 0 0 0 0 X 3. 24

X=
3.74十3. 24+2. 74+3. 24

                4
=3. 24(平均闭值)

v=100 "=1 739

8.3.2 环境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与计算举例如下:

                                  厂界环境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

稀释倍数 10 100

实验次序 1 2 3 1 2 3

嗅

辨

员

判

定

少占

果

A 0 0 0 0 X 0

13 0 △ X X 0 火

C 0 0 △ 火 △ K

D X △ 0 0 X 又

E △ 0 0 X X △

F X 0 △ 0 △ O

小!211 ,f.均正解率

        (M ) 、止)OX 10t0.33X5+O.OOX318 一。·65

              ,-6;b=3;, -9

    1.00K6十0.33X3十0.00X9

M=，一-一一一if厂— 一一~一V.“”

Y   10 X 10- 1,兴二18

9 精密度和准确度

    经fi:个实验室测定臭气指数为43.。的H2S统一样品(臭气指数为臭气浓度对数的10倍)，重复性

标准偏差为2.4,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为5.6%;再现性标准偏差为2. 7 .再现性相对标准偏差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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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回收率置信范围为10519. 3%;平均嗅闽值为3.4X1。一‘mg/m'̀

10 注意事项

10.1 方法实验中使用的标准恶臭气体样品应妥善保管，严防泄漏造成恶臭污染。经嗅辨后的样品袋不

得在嗅辨室内排气。

10.2 要通过技术培训，使嗅辨员了解典型恶臭物质的气味特性，提高对各种臭气的嗅辨能力。

10.3 稀释臭气样品所需的无臭清洁气体由本标准4.3条的空气净化器提供。与空气净化效果有关的

通气速度、活性炭充填量、活性炭使用更换周期等均根据嗅辨员对净化气体有无气味的嗅辨检验结果来

决定 与供气口连接的气袋充气管内径要稍大于气体净化器供气管外径，即保证气袋定量充满清洁空

气，又可防止充气过量、过压导致气袋破裂。

10.4 可采用无油空气泵向空气净化器供气，严禁使用含油或其他散发气味的供气设备。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荆治严、韩庆莉、杨杰、王凤芹、冯晓斌。

本标准委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