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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干扰源$排放强度$气象条件$嗅辩员主观性等因素对恶臭监测结果的影响"
强调了采集样品的代表性和准确性"建议在监测前期做好排放规律调查"对嗅辨员进行周

期性培训并建立嗅辨员库"实施分级嗅觉检测%
关键词!恶臭监测&影响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
&’%() !*+

!"#$%&’#()#*+, -’#%*’&%#. /)#*)& 0*+*%’# ’1 02+#3% 4&’$%#5)6 7+%89+# ,-##."6 :2%#+;

./012341!/01 *+2341+516 72 *+8192191+51 6749516: 1;*66*7+ *+81+6*8<: ;18179737=*5>3 57+?*8*7+6:
>+? 801 64@A158*B*8< 72 6+*22196 7+ 7?19 ;7+*879*+= 9164386 C191 *+897?451?D /01
91E9161+8>8*B1+166 >+? >5549>5< 72 6>;E3*+= C191 1;E0>6*F1?G H8 C>6 64==1681? 87 *+B168*=>81
801 1;*66*7+ 91=43>8*7+ *+ 801 1>93< 68>=1 72 ;7+*879*+=: 89>*+ 801 6+*2219 E19*7?*5>33<: 618 4E >
6+*2219 @>61 >+? 53>66*2< 801 7?19 ;7+*879*+=G
567 892:0! I?79 ;7+*879*+=J H+2341+51 2>58796J K74+819;1>64916G

收稿日期!.,$LM,NM$O
作者简介!张鑫,%*("’-"女"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工

程师"工学硕士"主要从事环境监测采样工作%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能 源 环 境 保 护
!"#$%& !"’($)"*#"+,- .$)+/0+()"

;9<=>?=’9=@
&41=A?BCD

随着我国工业特别是化工产业的快速持续发

展!由工业废气造成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

一种特殊的大气污染! 恶臭污染已被列为世界七

大环境公害之一P$Q"恶臭物质大都是低空无组织排

放!具有成分复杂#来源广泛#突发性#挥发快#主

观性等特点!另外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给监测的

代表性和准确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国恶臭污染的情况与日本#韩国#台湾省类

似! 同时也可以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
P.Q" 恶臭污染评价主要依据是环境法规" 我国在 L,
年代中后期开始恶臭污染嗅觉测定技术的研究工

作! 制定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R $SNNSM
T-’#$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RU/ $SO"NMT-’#$恶臭嗅觉实验室建设技术规

范%&’V LONM.,$"’及$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V T,NM.,$"’!还有一些地方标准!如天津市

的$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WR$.M,NTMTN’#上海

市的$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R-$U$,.NM
.,$O’和河北省的$ 生活垃圾填埋场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XWR $-U .OT"M.,$LY" 本文就该监测过

程中遇到的若干影响因素及对策做了以下探讨"

Z 干扰源的影响

在采样时要注意来自对象以外的其他干扰"
采样点周边存在自然因素&如花香味#青草味

等’或人为因素&有来自其他厂的臭源’时!会对测

试产生一定的干扰" 在采样时应该尽量避开会产

生直接影响的因素" 若有干扰存在而又无法避开

时!可增采背景值或本底值!即参照无组织采样!
在不受被测排放源影响的地方设置 Z 个参照点!
此参照点代表采样的背景浓度! 并将比较结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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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监测报告中!当背景值与采样值较为接近时"对

所测得的数据按一定的准则进行修正!

! 气象的影响

采样气象条件#如风速$风向$湿度$气象稳定

度等% 会对恶臭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有明显的影

响!选择适宜的气象条件&不利于或较不利于污染

物扩散和稀释%进行恶臭污染物的监测采样’可以

参照无组织采样规定"在无雨雪$无雷电"风速 "
#$% 以下进行监测! 跟踪监测整个采样时段"并不

断地根据气象的变化规律及时调整监测点位!
环境温度也会影响嗅辩结果! 嗅辩室的温度

应该恒定在 &’(!" !!夏天温度较高时"会使结果

出现正偏差(反之冬天温度较低时"产生负偏差)
建议采集回来的样品不要立刻分析" 在嗅辩室内

放置一段时间" 待样品温度和室内温度基本一致

后再进行嗅辩!

) 代表性问题

现场勘探"广泛收集污染企业的生产工艺$主

要生产原料和排放污染物" 结合企业的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申报的污染源数据"综合气象条件"研究

其种类及变化规律" 确定各污染源的特征排放污

染物!
调查监测对象的生产排放规律 &尤其是排放

不稳定或间歇式排放的污染源%"一定要处于排放

负荷相对较高的状态!在做好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现场监测期间可成立专门人员 跟 踪 生 产 变 化 情

况"随时告知外围监测人员做好采样准备"监测恶

臭气味最大时段!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于无组织排放规定

,厂界的监测采样点" 设置在工厂厂界的下风向

侧"或有臭气方位的边界线上-! 但在实际的监测

中" 排放强度和气象条件会导致恶臭污染物厂界

外的最大落地浓度并不一定在边界上! 因此实际

监测采样过程中" 应结合现场采样人员的实际感

受"不受单位周界的限制"选择恶臭浓度最高处进

行采样!
在实际采样中" 由于恶臭物质在环境空气中

衰减效应较强" 导致恶臭污染具有瞬时性和区域

性的特点!根据采样的现场及周边情况.各种干扰

因素.生产&排放%状况等调查结果"确定采样的特

征污染物.采样的时间和采样的地点"选择恶臭排

放气味最大时段和最大浓度点进行采样" 保证所

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

* 嗅辩员主观性的影响

配气员和嗅辩员的工作质量对恶臭监测起着

决定性的作用! 现行国标方法规定经嗅觉检测合

格的嗅辨员"如无特殊情况"可连续三年承担嗅辨

员工作!但因健康和其它干扰因素"也会造成临时

嗅能力的降低"无法保障嗅辨工作的质量!
一般来说"受年龄.性别.饮食口味等因素的

影响"人的嗅觉阈值和嗅觉敏感度会有所不同"从

而造成同一样品的监测结果差别较大! 如果嗅辩

小组中嗅觉敏感度高的嗅辩员比例过高" 就会使

得监测结果偏高(反之"则会使监测结果偏低! 而

如果长时间从事嗅辩实验" 特别是进行样品数量

较多的同一污染源恶臭嗅辩时"还会出现嗅疲劳!
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 对嗅辨员进行周期性地培训

嗅辩员应该掌握丰富的嗅觉特征理论知识"
了解典型恶臭物质的气味特性" 提高对各种臭气

的嗅辩能力!另外还应建立广泛的嗅觉气味谱!多

接触当地恶臭污染源" 有意识地培养各种气味灵

敏度" 了解恶臭污染强度和实际监测得到恶臭浓

度的关系!
*+! 嗅辨前后确定参加恶臭实验人员是否嗅阈值

变化

避免个体嗅觉阈值的波动对嗅辨监测结果产

生影响!
*+) 建立广泛的嗅辨员库

广泛的嗅辩员库"以供筛选!避免出现因个体

的原因造成嗅辩工作无法展开的情况!
*+* 合理搭配!优化配置

建立分级嗅觉检测!通常情况下"女性嗅觉阈

值较低"更适合嗅辩工作(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嗅

觉灵敏度会降低,)-!因此应充分考虑性别比例和年

龄比例" 根据嗅辩员嗅觉阈值的高低来区分嗅辩

员的等级" 并在嗅辩员上岗证上注明级别便于恶

臭测定过程中人员进行安排! 随机从不同级别中

抽取相同的人员组成嗅辩小组"保证监测结果!
*+" 采用正确地嗅辩方法来缓解嗅觉疲劳

一般连续嗅辩 & . 后要到无臭环境中休息 &"
#/0 左右"以解除嗅觉疲劳! 待嗅觉恢复正常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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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测定! 全天做测定时间不应超过 ! 个小

时" 此外还可以采用不同污染源样品交叉试验的

方法!防止嗅疲劳现象的发生"
另外! 嗅辨员还应在实验当天避免情绪不稳

定#在嗅辨测量开始前 "# $%&!到达嗅辨区准备实

验!以适应嗅辨室的实际气味环境#嗅辩前或期间

都不能饮食$喝水除外%#小组人员不得与其它人

就选择的结果进行交流&

’ 其他影响

建设单位建筑布局也会影响监测! 如厂区的

面积#周边的环境#污染源的位置和高度#围墙的

高度及通透性等&
避开树木’高大建筑等的影响"
当其周围存在敏感点(如居民区%时!还可以

考虑在敏感建筑物外进行采样&

( 结语

我国恶臭污染嗅觉测定技术的研究工作起步

较晚!对环境恶臭污染状况的监测和评价很少&产

生恶臭的主要物质不是物质浓度最高而是阈稀释

倍数最高的恶臭物质! 但也不能完全断定阈稀释

倍数最高的恶臭物质对臭气贡献最大)!*!另外物质

之间相互作用!如李凌波等)’*提出炼油厂特征恶臭

污染物的臭味复合效应可能是独立’加合’协同或

抵消的!也可能是多种效应共同作用的!这也就造

成了判断的复杂性& 避免环境客观性和嗅觉主观

性的影响!采集更具有代表性的样品!更好地在环

境管理和污染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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