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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臭师”：鼻尖上的秘密 ! 符遥

在环境监测中，恶臭检测也是其中一部分。当前环保部门主要依靠嗅辨员
负责“闻臭”，人的鼻子比检测仪器好用得多。一名专业的闻香师需要分辨并记
忆400多种气味，熟悉大约3000种气味。如果说这需要一些超乎常人的天
赋，作为普通人的你，只要能够分辨5种气味，就有可能成为一名“闻臭师”。

普通的鼻子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是全国最早开

始进行恶臭检测的机构之一，从上世纪!"年
代成立之初就有了“嗅辨员”这一岗位的雏
形。现在在职的“嗅辨员”约有#"人，高级工程
师陈圆圆正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个近几年才逐渐为人所知的新鲜
职业，嗅辨员的主要职责是对从工厂、垃圾填
埋场、污水处理厂等地采集回来的气体样本
进行嗅辨，判定这些地点周边的污染状况。

嗅辨员并非专职，只有接到嗅辨任务时
才到实验室“帮忙”。

自$%%&年国家制定了《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嗅辨员就成为了环保系统里一项不可
或缺的兼职岗位。后来，国家开始对嗅辨员进
行资格考试并颁发上岗证，统一编号管理，这
一工作也变得更加严格、规范。由于是兼职，
为了保证每次在接到任务时都有充足的人
手，“每年新入职的同事，无论哪个岗位的，我
们都会推荐他们先去参加嗅辨员的资格考
试。”陈圆圆告诉记者。

与要求闻香师具备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
不同，选拔嗅辨员看中的是一个“普通的鼻
子”。换句话说，如果鼻子太灵，不能代表普通
人的感受，也可能会影响判断。

据监测中心分析实验室的工程师陈维介
绍，嗅辨员的考核标准并不复杂。任何人只要
年龄在$'!&(岁之间，不吸烟、不喝酒、无嗅觉
器官疾病，经考试合格后，如无特殊情况，都
可以连续)年承担嗅辨员的工作。)年后如想
继续，则要重新进行考核。

“闻臭”的学问
往简单了说，嗅辨员的工作不过是闻闻

采回来的气体臭不臭，这个过程看似容易，其
实挺有技术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嗅辨员的判
定结果直接影响着环保、执法部门对违规排
放单位的处理，责任重大，因而嗅辨实验从气
体采样到嗅辨检测，各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一般来说，嗅辨员需要判定环境和污染
源两类恶臭样品。对于环境样品，专门的采样
人员要根据采样现场的风向和风速，在工厂厂
界下风向或有臭气的厂界上选定监测点。每个
现场选定&个监测点，每个监测点至少采集)个

环境样品，每间隔*小时采$次，污染源样品共
采集&次。从臭气进入大气的排气口中采集，每
*小时或&小时采集一次。

由于采集的样品保质期只有*&小时，这
些恶臭气体将被直接送往嗅辨实验室。陈维
说，通常情况下都是完成一个地点的嗅辨检
测再去采集另一个地点。考虑到人的嗅觉疲
劳程度，一天顶多安排$+*个污染源的嗅辨。

进行嗅辨实验，每次需要,名嗅辨员、$名
配气员和$名判定师共同完成。

首先，配气员要将)只臭袋注满通过活性
炭过滤得到的洁净空气，用石蜡密封。进行编
号后，用针筒从恶臭样本中抽取部分气体注
入其中一只臭袋。抽取的气体量根据稀释浓
度的不同进行选择。配气员一共需配置,组共
$'个这样的臭袋。

随后，各组臭袋被送入嗅辨间，由,名嗅
辨员分别嗅辨。为了保证准确性，同一组样品
需要打乱顺序嗅辨)次。根据鉴别结果，配气
员会逐次增加对臭气浓度的稀释倍数，再重
复嗅辨过程，直到统计数据达到嗅辨员的嗅
觉阈值———也就是说，当他们的判断准确性
低于标准规定的目标预期，对于一个样品的
嗅辨检测才告结束。判定师会对数据结果进
行统计，通过严密的计算公式和统计模型，就
能判断出采集到的恶臭样品是否超标。

据陈圆圆介绍，这与欧美国家检测时通
过动态稀释仪稀释，从浓度小的气味开始闻
不同，这套“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是根据日本
多年的检测经验设计的。实验表明，两种测定
方法的准确性并没有太大区别。

除了采样时位置和采样装置的不同，环
境样品和污染源样品的嗅辨过程也不尽相同。

“环境样品的稀释倍数是以$"为单位，第一次
$"倍、第二次$""倍，第三次$"""倍-而污染源
是以)为倍数，)"，$""，)""倍……”陈圆圆说。
在判定污染源样品时，每轮臭气嗅辨完成后，
判断错误的嗅辨员就将被“淘汰”，正确的则继
续闻，直到,人中有(人都闻不出臭气为止。

臭气很难靠仪器检测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要负责全市范围

内大气、水、噪声、土壤、生态等环境要素的环
境质量监测、各类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以及突发
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具备%大类共$',项检测
能力。虽然恶臭检测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
分，但也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这里，陈圆
圆他们每年至少要测定上百个样品。

所谓恶臭，指的是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
起人们不愉快且损坏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
这样的气体未必全都有毒有害，但会给人们
的正常生活带来极大困扰。现在，监测中心每
年会对全市范围内的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
厂以及有恶臭污染物排放的企业进行监测。

恶臭闻多了，嗅辨员也渐渐有了经验，闻
闻气体样本的味道就大概知道是来自哪里的
气味了。“比如垃圾填埋场，就是家里垃圾、水
果几天没有倒掉的那种酸味、馊味，木材厂有
种木头的焦糊味。”陈维对记者说。

在许多人看来，靠鼻子来检测污染物的
排放太原始，也太不靠谱了，但事实上，在现
阶段，鼻子的嗅辨结果更能直观地反映出恶
臭污染的状况。
“现在一些企业安装了‘电子鼻’进行在

线及预警监测，但总体而言机器还属于试验
阶段，在国外也不是很普及。目前只有氨和硫

化氢有专门的传感器，通过对‘电子鼻’进行
‘特种训练’基本可以达到人的嗅觉水平，但
现阶段的投入产出比并不高。而且，机器受环
境因素影响太大了，温度湿度都会影响传感
器的灵敏度的。”陈圆圆说，人的鼻子相当于
一个广谱的传感器，尽管机器替代嗅辨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但鉴于目前的科技水平、成本
等因素，机器还无法替代鼻子的作用。

根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恶臭污染
物控制指标除了恶臭浓度外还有氨、硫化氢、
甲硫醇、甲硫醚等'种化合物。这'种物质危害
较大，可以通过高科技仪器测定给出污染物
浓度，从而有效判断污染程度。

通常情况下，环保监测中心会在头一年
就制定好下一年的环境监测计划，除了固定
的嗅辨任务，有时也会根据群众举报临时安
排检测。陈圆圆至今对*"",年的一次突发任
务记忆犹新。那次，有群众通过环保举报热线
投诉北京的一家药厂偷排臭气。接到任务后，
陈圆圆和同事们一起前往现场采样，但白天
采到的样本丝毫没有问题。在得知工厂常常
在夜间偷排后，晚上$"点他们再次前去蹲守，
终于在夜里$点等到了企业开始偷排气体。监
测人员立即采样，夜里)点开始召集嗅辨员对
样品进行分析，第二天一早就将这家企业违
规偷排的“证据”上报给了有关部门。

不过，近年来，这样的任务已经越来越少
了。“这两年区县监测站标准化达标建设，恶臭
监测都是必备项目，也分担了一下我们的压
力。”陈圆圆说，相比以前，现在有资格做恶臭
监测的实验室多了，各区县站的环境监测站也
都开始定期对各自辖区内的垃圾处理设施、工
厂进行恶臭监测，分到他们这里的嗅辨任务少
了许多。而且，随着北京治理大气污染的力度
不断加大，“我们感觉超标的频次降低了”。

在她看来，嗅辨员这个工作并不神秘。因
为只影响小范围内的人们，大家的注意力更
多地放在了雾霾上。“./*0(是眼睛看见的，我
们1测恶臭2是闻出来的。”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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