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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测定结果的

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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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比对了恶臭国标测定方法-5;*L$0)/2($(('.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对厂界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的测定

结果& 结果显示$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的测定值基本在同一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 1 种方法在

嗅辨方式%工作地点%结果计算方式%配气方法%样品原始性和测定范围上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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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恶臭作为大气污染的公害之一$属于感觉公
害$直接作用于人的嗅觉 )$* & 轻者给人以不愉快
的感觉$重者使人呼吸困难%恶心呕吐%流泪$甚至
中毒& 高浓度的恶臭还可使接触者发生肺水肿甚
至窒息死亡& 长期反复受到恶臭物质的刺激$还会
引起嗅觉失灵$脑神经受损$ 影响大脑皮层的兴奋
和抑制调节功能

)1 4'*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化工厂%焦化厂%制药

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排放恶臭污染的工
程项目越来越多的投入生产运行$使恶臭污染成为
环境污染投诉的热点和人们关注的环境焦点

)0 4/* &
目前恶臭监测$主要依据-空气质量3恶臭的

测定3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5;*L$0)/2($(('#
进行& 该方法需要至少 1 名配气员和 ) 名嗅辨员
的共同参与$虽不受恶臭物质种类及组成比例限
制$但操作烦琐%工作量大$如若在配气及嗅辨中操
作不当$则会产生诸多问题 )\* & 而便携式恶臭测
定仪则可以在现场直接得出数据$操作简便$正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
现采用 LCKE?-?Fd?.HKN%Z,KFO 便携式恶臭

测定仪和国标测定方法同时对制药厂%皮革厂等企
业厂界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行测定$并
对 1 种方法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

=>研究方法
$&$3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国标测定方法$

根据-空气质量3恶臭的测定3三点比较式
臭袋法. "5;*L$0)/2($(('#进行测定& 臭气浓
度的定义为!用无臭的清洁空气对臭气样品连续稀
释至嗅辨员阈值时的稀释倍数&
$&13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法

采用美国 8P&6NM,c8K.-MNU公司的 LCKE?-?F
d?.HKN%Z,KFO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进行测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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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构见图 $&

图 =>!"#Z(+(HT(,K#)%8*#H2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结构

$&1&$3原理
应用过滤后的无臭味的纯净空气对有臭味空

气进行稀释$创造一个校准过的间断式稀释过程$
每个间断的稀释倍数定义为 !*L比率$这个比率
也就是臭气浓度& !*L比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Lk经过炭盒过滤的纯净空气的体积*有臭
味的空气体积

$&1&13测定方法
LCKE?-?Fd?.HKN%Z,KFO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内

置的电子流量计用来测量和控制到 9LZ:气腔的
混合气流的总量& 该仪器利用纯净空气对有臭味
空气的稀释通过 1 个气路完成& 第一个气路为
+空气过滤,路径$周边空气通过附着在机架两边
的两个活性炭空气过滤器后成为纯净无臭味的空

气& 过滤后的空气进入测定仪内$与第二个气路混
合$稀释倍数通过 !*L转盘上的倍数来控制& 稀
释后的空气混合物进入 9LZ:气腔$嗅辨员对稀释
样品进行测量和嗅辨$直至嗅辨员不再嗅辨出异味
时停止$此时测定仪器显示的稀释倍数即为该点的
臭气浓度"即稀释倍数#& 如果在稀释倍数转盘的
空白位置$嗅辨员能嗅辨出异味$则需要更换活性
炭空气过滤器& LCKE?-?Fd?.HKN%Z,KFO 便携式恶
臭测定仪的具体操作程序见图 1&
$&'3样品采集

在厂界主导风向下风向轴线及两侧$沿风向变
化夹角 q8h范围内均匀布设 ' 个采样点$在污染物
排放浓度最高时间段进行样品采集$每天采集 1

图 ?>!"#Z(+(HT(,K#)%8*#H2便携式恶臭

测定仪操作程序

次$每次均取 ' 个采样点中的最大测定值为该厂此
次测定的臭气浓度值& 某制药厂采样时间为 1%$)
年 ) 月 2(/ 日$某皮革厂采样时间为 1%$) 年 ) 月
$'($2 日$某化工厂的采样时间为 1%$) 年 \ 月
1(('$ 日&

?>监测结果
1&$3对某制药厂监测结果

使用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对某制药厂厂界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

行监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在现场臭气浓度较低时$恶臭国

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的测定值基本在

同一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是在第 ' 天上
午$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捕捉到了最大臭气浓度值
$($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未检测到&
1&13对某皮革厂监测结果

使用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对某皮革厂厂界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

行监测$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分析可知$在现场臭气浓度中等时$恶

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的测定值基

本在同一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是在第 $
天上午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捕捉到了最大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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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某制药厂环境空气臭气浓度监测结果

时3间
国标法

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现场嗅辨测量仪法

!*L值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 月 2 日 上午 $% $% $% $% !*Lo2 !*Lo2 2 o!*Lo$% 2 o!*Lo$%
下午 $% $% $% $%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 月 ) 日 上午 $% $% $% $% !*Lo2 2 o!*Lo$% !*Lo2 2 o!*Lo$%
下午 $% $% $% $% !*Lo2 !*Lo2 2 o!*Lo$% 2 o!*Lo$%

) 月 / 日 上午 $( $% $% $(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下午 $% $% $% $%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表 ?>某皮革厂环境空气臭气浓度监测结果

时3间
国标法

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现场嗅辨测量仪法

!*L值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 月 $' 日 上午 12 $% $% 12 2 o!*Lo$% 2 o!*Lo$% $% o!*Lo1% $% o!*Lo1%
下午 $$ $/ $0 $/ 2 o!*Lo$% $% o!*Lo1% $% o!*Lo1% $% o!*Lo1%

) 月 $0 日 上午 $% $% $% $% !*Lo2 $% o!*Lo1% 2 o!*Lo$% $% o!*Lo1%
下午 $% $% $% $% !*Lo2 !*Lo2 2 o!*Lo$% 2 o!*Lo$%

) 月 $2 日 上午 $( $\ $% $( $% o!*Lo1% 2 o!*Lo$% $% o!*Lo1% $% o!*Lo1%
下午 $% $% $% $% 2 o!*Lo$% 2 o!*Lo$% $% o!*Lo1% $% o!*Lo1%

值 12$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未检测到& 在第 ' 天
下午$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测定出一次 $% o!*Lo1%
的值$而国标方法的测定值均为 $%&
1&'3对某化工厂监测结果

使用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对某化工厂厂界环境空气无组织排放臭气浓度进

行监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分析可知$在现场臭气浓度较高时$恶
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的测定值基

本在同一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是该便携
式恶臭测定仪受限于其稀释盘最大仅能测定出

!*Ll$%%$在臭气浓度 l$%% 时$不能如恶臭国标
测定方法一样得出具体的测定值&

表 F>某化工厂环境空气臭气浓度监测结果

时3间
国标法

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现场嗅辨测量仪法

!*L值测定值
$ 1 '

臭气浓度

\ 月 1( 日 上午 )( '% 1) )(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下午 00 12 '\ 00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 月 '% 日 上午 0\( 1(2 $12 0\( !*Ll$%% !*Ll$%% !*Ll$%% !*Ll$%%
下午 )% 00 '( )% 2% o!*Lo$%% 2% o!*Lo$%% 2% o!*Lo$%% 2% o!*Lo$%%

\ 月 '$ 日 上午 1$\ )$) 0\ )$) !*Ll$%% !*Ll$%% !*Ll$%% !*Ll$%%
下午 (' )0 /10 /10 !*Ll$%% !*Ll$%% !*Ll$%% !*Ll$%%

F>讨论
通过对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

仪测定结果的比对分析$可以得出恶臭国标测定方
法与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有以下不同点&
'&$3嗅辨方式不同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是配制不同稀释倍数的气

袋在嗅辨实验室内由 ) 名嗅辨员分别嗅辨完成$该
方法的测定需要至少 1 名配气员和 ) 名嗅辨员共

同参与$操作烦琐$工作量较大& 便携式恶臭测定
仪是直接在现场通过手动稀释装置稀释为不同倍

数后由嗅辨员进行嗅辨$参与工作人员少$操作步
骤较少$不易引入误差&
'&13工作地点不同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在嗅辨实验室内进行嗅辨

试验&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直接在监测点位现场测
定$能快速得出臭气浓度$但嗅辨过程容易受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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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干扰&
'&'3结果计算方式不同

虽然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均是用稀释倍数表示恶臭的测定结果$但恶臭国标
测定方法的最后结果是将 ) 名嗅辨员对不同稀释
倍数样品的判断结果进行加权统计$计算出小组平
均嗅阈值$求得臭气浓度&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是嗅
辨员在短时间内将样品快速稀释测定$最终给出一
个最大稀释倍数$即为该点的臭气浓度& 便携式恶
臭测定仪法与恶臭国标测定方法相比$其测得结果
的精密度和准确度更容易受嗅辨员主观因素影响&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测得的臭气浓度是 ) 位嗅辨员
对同一样品嗅觉阈值的平均值$因而是无量纲$而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测得的臭气浓度是最大稀释倍

数值$二者虽然都是稀释倍数$但含义不同&
'&03配气方法不同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是用气袋稀释进行人工配

气$无法保证准确的稀释倍数&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则是直接用双通道气路稀释实际样品进行手动配

气$能够保证稀释倍数的准确度和稳定性&
'&23样品的原始性不同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可以在现场对捕捉的空气

样品立即测定$恶臭国标测定法则是将样品采集到
采样瓶中后$带回嗅辨实验室进行分析& 从样品的
原始性上看$便携式恶臭测定仪法更能接近场地实
际情况$可以避免样品运输过程中发生的干扰$但
是应用时需要注意避免现场干扰&
'&)3测定范围不同

便携式恶臭测定仪可以通过更换 !*L转盘来

改变测量范围$但测定范围受 !*L转盘刻度限制&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没有测定范围的约束$对臭气浓
度高的环境空气样品$仍然可以得出准确的监测
数据&

G>结语
恶臭国标测定方法和便携式恶臭测定仪 1 种

方法在嗅辨方式%工作地点%结果计算方式%配气方
法%样品原始性和测定范围上都存在一定差异& 但
二者的测量值基本在同一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可比
性& 而且便携式恶臭测定仪可现场检测$需要人员
少$操作相对简单$耗时短$在臭气浓度现场检测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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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31浓度增加将致上亿人营养不良

科技日报报道3美国研究人员在-环境与健康展望.期刊线上版发表论文称$大气中二氧化碳"6"1 #浓度升高$会降低

主要农作物的营养价值& 如人为造成的 6"1排放量继续上升$到 1%2% 年$全球将有 $&2 亿人面临蛋白质缺乏风险&

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人主要从植物中获取日常所需的大部分蛋白质& 为了评估未来蛋白质缺乏的风险$美国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了高浓度 6"1环境中$农作物培育实验数据和联合国全球人口饮食信息等数据& 他

们发现$在大气 6"1浓度升高情况下$水稻%小麦%大麦和马铃薯的蛋白质含量会分别下降 /&)a%/&\a%$0&$a和 )&0a&

数据分析显示$如果全球 6"1排放趋势不变$到 1%2% 年$目前已经饱受蛋白质缺乏影响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民将

面临更大挑战$而以水稻和小麦为日常蛋白质来源的南亚国家也将面临蛋白质缺乏风险$仅印度就将有 2 '%% 万人日常蛋

白质摄入不足&

论文作者之一%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塞缪尔/迈尔斯表示$研究结果表明$各国在制定粮食安全政策时$有必要将

6"1浓度增加对农作物营养成分的影响考虑在内$尤其是以水稻%小麦等易受影响作物为主食的国家& 而更重要的是告诫

人们$遏制人为 6"1排放非常必要&
摘自 +-CT&HMX&Q. 1%$/ 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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