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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保护环

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有组织源排放、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排放中臭气的测定方法，制定

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测定有组织源排放和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排放中臭气的三点比较式臭袋

法。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是对《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 14675-93）的修订。 

原标准首次发布于1993年，原标准起草单位为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实验材质：对实验过程中使用的空气净化用活性炭、采样袋、采样管、嗅辨袋、橡

胶管和橡胶塞、配气系统连接管等实验用品材质进行了规定； 

——标准臭液配制：规定了标准臭液贮备液和使用液的配制过程； 

——嗅辨员培训管理：提出对嗅辨员的嗅觉培训管理方法，明确实际样品测定时嗅辨员

的挑选原则； 

——现场监测技术：将样品分为有组织源样品和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明确不同样

品的采样方法； 

——分析实验：对于有组织源样品分析，将嗅辨小组调整为不少于4人，规定了实验进

程、终止条件等；对于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引入自信度嗅辨判断方法，明确嗅辨小组

平均正解率的计算方法；增加了判定师的概念和职责； 

——结果计算与处理：改进了有组织源样品分析数据的计算过程；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增加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章节。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 14675-93）

在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实施中停止执行。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定。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验证单位：大连市环境监测中心、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太原市环境监测中心

站、河北省保定环境监测中心、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天津市环科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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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臭气污染源排气、环境及周界空气样品臭气浓度的嗅觉器官测定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臭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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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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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2366/ISO 13301  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选配法（3-AFC）测定嗅觉、味觉

和风味觉察阈值的一般导则 

HJ 865  恶臭嗅觉实验室建设技术规范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臭气浓度  odor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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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嗅觉阈值  odor threshold value 

嗅觉阈值是指引起人嗅觉刺激的最小物质量，包括可以嗅觉气味存在的感觉阈值和能够

定出气味特性的识别阈值，本标准中规定使用的是感觉阈值。 

3.3  

嗅辨员  panel 

嗅辨员是嗅觉实验中用鼻子对异味的种类和级别进行辨别的人员。经专门考试挑选和培

训，嗅觉合格者作为本标准方法测定需要的嗅辨员。 

3.4  

判定师  odor evaluation engineer 

具备嗅辨员资格，熟悉臭气测试全过程工作，能够主持整个臭气嗅觉测试的实验人员。 

4 方法原理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测定臭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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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样品供嗅辨员嗅辨，当嗅辨员正确识别有臭气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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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时停止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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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和嗅辨小组成员的平均阈值，求得

臭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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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剂和材料 

除非另有说明，分析时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分析纯试剂，实验用水为新制备的去离子

水或蒸馏水。 

5.1 甲基环戊酮（C6H10O）：无色至淡黄色液体，优级纯。 

5.2 β-苯乙醇（C8H10O）：无色粘稠液体，优级纯。 

5.3 γ-十一碳酸内酯（C11H20O2）：无色至淡黄色粘性液体，优级纯。 

5.4 β-甲基吲哚（C9H9N）：白色结晶，优级纯。 

5.5 异戊酸（C5H10O2）：无色粘稠液体，优级纯。 

5.6 正丁醇（C4H9OH）标准气体：无色气体，使用高压罐储存，市售有证标准物质且在有

效期内使用。正丁醇气体的摩尔分数为 60 μmol/mol。 

5.7 活性炭：选用食品医用级颗粒状活性炭（活性炭颗粒尺寸为 2.5～5 mm）或活性炭棉。 

5.8 分子筛：选用 5A 分子筛。 

5.9 标准臭液 

5.9.1 标准臭液贮备液： 

用恒重的称量瓶分别称取 0.632 g（精确至 0.1 mg）甲基环戊酮，0.200 g（精确至 0.1 mg）

β-苯乙醇，0.632 g（精确至 0.1 mg）γ-十一碳酸内酯，0.200 g（精确至 0.1 mg）β-甲基吲哚，

0.200 g（精确至 0.1 mg）异戊酸，再向以上称量瓶中加入液体石蜡，继续称量至 20.000 g。

用玻璃棒搅拌，使臭液纯品于液体石蜡中充分溶解、混匀，配制成为浓度分别为 10-2.0的 β-

苯乙醇，10-2.0 的异戊酸，10-1.5 的甲基环戊酮，10-2.0的 β-甲基吲哚，10-1.5的 γ-十一碳酸内酯

标准臭液贮备液。将各贮备液转移至棕色瓶中密封保存，在冰箱 4℃条件下冷藏可保存半年。 

5.9.2 标准臭液使用液： 

使用 10 ml 或 1 ml 移液管分别移取标准贮备液甲基环戊酮 1.00 ml，β-苯乙醇 10.0 ml，γ-

十一碳酸内酯 1.00 ml，β-甲基吲哚 1.00 ml 和异戊酸 1.00 ml，于 5 个 1000 ml 棕色容量瓶中，

以液体石蜡定容。混匀后分装成安瓿瓶，即配制成为所需浓度的标准臭液使用液。标准臭液

在冰箱 4 ℃条件下冷藏可保存两年。 

五种标准臭液浓度及性质见附录 1。液体石蜡为无臭液和标准臭液溶剂。 

6 仪器和设备 

6.1 真空瓶和采样袋：真空瓶按 HJ 905 中附录 A.1 要求。采样袋按 HJ 905 中附录 A.2.2 要

求。 

6.2 抽气真空泵：按 HJ 905 中附录 A.3.1 要求。 

6.3 真空表：量程-0.1~0MPa，最小分度值低于或等于 5 kPa，精度低于或等于 2.5 级。 

6.4 真空瓶与真空处理装置：真空瓶与真空处理装置由真空瓶（6.1）、抽气真空泵（6.2）、

真空表（6.3）、气量计和连接管等组成，见图 1。气量计材质应选用无味材料，连接管应为

聚四氟乙烯（PTFE）材质或其他无味无吸附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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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进气口硅橡胶塞；B—充填衬袋口硅橡胶塞；C—真空瓶；D—抽气真空泵；E—真空表；F—气量计 

 

图 1  真空瓶与真空处理装置 

 

6.5 气袋采样箱系统：按 HJ 905 中附录 A.2 要求。 

6.6 采样袋连接头：不锈钢材质或硼硅玻璃材质。 

6.7 采样管：按 HJ 905 中附录 A.3.3 要求。 

6.8 空压机：按 HJ 905 中附录 A.3.2 要求。 

6.9 无臭空气净化装置：无臭空气净化装置由分气器、玻璃瓶、活性炭（5.7）、分子筛（5.8）、

气体分散管、供气量调节阀和连接管等组成，见图 2。分气器、玻璃瓶和气体分散管均应采

用硼硅玻璃材质。供气量调节阀材质应选用无味材料。连接管为 PTFE 材质或其他无味无吸

附短管。 

6.10 配气衬袋：样品分析时平衡采样瓶内压力，聚对苯二甲酸酯（PET）或聚氟乙烯（PVF）

等无味材质。 

 

 

 

 

 

 

 

 

 

 

 

 

 

 

 

A—嗅辨袋；B—分气器；C—玻璃瓶；D—活性炭；E—分子筛；F—进气口；G—供气量调节阀； 

H—气体分散管 

图 2  无臭空气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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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医用注射器：硼硅玻璃材质，型号包括 300 ml、100 ml、50 ml、10 ml、5 ml、1 ml、

500 μl、100 μl，根据实验具体需要，可增加其他型号注射器。 

6.12 医用注射器针头：不锈钢材质。针头直径选择 1.2 mm、0.9 mm、0.6 mm，根据实验

具体需要，可增加其他型号注射器针头。 

6.13 嗅辨袋：容量3 L，选用PET或PVF等无味材质。出口处附有内径10 mm，外径 12 mm，

长 6 cm 的玻璃管及硅橡胶塞，3 个为一组。 

6.14 嗅辨袋连接头：硼硅玻璃材质。 

6.15 橡胶管和橡胶塞：硅橡胶材质。 

6.16 配气系统连接管：PTFE 材质。 

6.17 天平：精度为 0.1 mg。 

6.18 恶臭嗅觉实验室：按 HJ 865 要求建设。 

7 嗅辨员 

7.1 嗅辨员基本要求 

嗅辨员为 18～45 岁，不吸烟、嗅觉器官无疾病，嗅辨员考核合格者，资格认定有效期

为 5 年。 

7.2 嗅辨员的考核 

嗅辨员的考核使用标准臭液使用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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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m，然后将五条浸液纸间隔一定距离

平行放置，同时交给被测者嗅辨，当被测者能正确嗅辨出有臭液的纸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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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纸条者可作为嗅辨员。标准臭液的考核顺序为甲

基环戊酮、β-苯乙醇、γ-十一碳酸内酯、β-甲基吲哚、异戊酸。 

7.3 嗅辨员的日常管理 

嗅辨员考核合格后，应建立嗅觉灵敏度管理资料库，跟踪管理嗅辨员嗅觉能力，作为实

际样品测试备用嗅辨员的选取基础。 

资料库建立方法：每月进行 1 天嗅觉检测，以正丁醇作为标准气体（正丁醇气体摩尔分

数为 60 μmol/mol），按 10.4.4.1 进行嗅辨员的阈值检测，每天进行 3 次测试，每月得到嗅辨

员的 3 个正丁醇阈值有效测试数据。 

新挑选的嗅辨员需及时收集其嗅觉灵敏度数据，数据分 3 天收集，每天 3 次，时间间隔

至少 1 天，以完善其嗅觉灵敏度管理资料库。 

7.4 实际样品测定时嗅辨员的挑选 

在实际样品测试前，测一次备用嗅辨员的正丁醇阈值，与嗅觉灵敏度管理资料库中最近

的 9 个嗅觉阈值测试结果一起进行嗅辨员嗅觉灵敏度检验，选取 10 个正丁醇嗅觉平均阈值

浓度在 20×10-3 μmol/mol～80×10-3 μmol/mol 之间，且对于正丁醇气体阈值标准偏差的反对数

小于等于 2.3 的嗅辨员，作为实验备用嗅辨员。 

以嗅辨员个人阈值的重复性标准偏差 S 为根据进行计算，使用下面公式： 



 

5 

 

                                          

（1） 

式中： ——测试结果数； 

i——个人嗅阈值 

 ——10 次实验结果的个人嗅阈值算数平均值。 

实验用嗅辨员选取条件: 

10S≤2.3                            （2） 

8 判定师 

8.1 判定师基本要求 

臭气判定师是臭气嗅觉试验的主持者，应具备嗅辨员资格的环境监测人员。 

8.2 判定师的考核 

具备嗅辨员资格的人员均可申报判定师，判定师考试由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组成，涵盖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恶臭嗅辨技术、嗅觉实验室建设知识、臭气测定方法以及恶臭污染

排放标准等。 

9 样品 

9.1 有组织源样品 

有组织源样品采集按 HJ 905 中 5.1 执行。 

9.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采集按 HJ 905 中 5.2 执行。 

9.3 样品保存与运输 

样品保存与运输按 HJ 905 中 8.3.2 执行。 

10 分析步骤 

10.1 实验员选取 

配气人员 2 名，判定师从事配气工作，未参加当日臭气样品的现场采样。 

根据样品类型进行嗅辨小组选取，有组织源样品分析嗅辨小组由 4 名嗅辨员组成，环境

和周界无组织源样品分析嗅辨小组由 6 名嗅辨员组成。 

10.2 聚酯衬袋选取与换装 

应用真空瓶采样时，需换装聚酯衬袋，应用采样袋采样时，无需此步骤。 

根据真空瓶容积，选取同等容积的衬袋；换装时，应取下真空瓶的瓶塞，迅速将带通气

管瓶塞的衬袋装入真空瓶并塞紧瓶塞。 

10.3 嗅辨气袋的制备 

采用注射器抽取法制备嗅辨气袋，用注射器由真空采样瓶小塞处、采气管处抽取定量样

品气，或直接从采样袋中抽取定量样品气，将抽取好样品气的注射器，迅速插入充有洁净空

气的嗅辨袋中，将样品气体推入嗅辨袋，使之充满，拔出注射器，晃动摇匀，完成嗅辨气袋

制备。 

嗅辨气袋可选用压力稀释法制备，借助压力来稀释样气，达到稀释混合的目的，加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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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气分装嗅辨袋，完成嗅辨气袋的制备。 

10.4 样品分析 

10.4.1 有组织源样品分析稀释梯度见表 1，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分析稀释梯度见表 2。 

 

表 1  有组织源样品分析稀释梯度 

稀释倍数（倍） 10 30 100 300 1000 3000 1 万 3 万 10 万 … 

样品注入体积（mL） 300 100 30 10 3 1 0.3 0.1 0.03 … 

 

表 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分析稀释梯度 

稀释倍数（倍） 10 100 1000 … 

样品注入体积（mL） 300 30 3 … 

10.4.2 初始稀释倍数确定 

由判定师将臭气样品按稀释梯度配制一组嗅辨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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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辨袋，以此嗅辨袋的稀释倍数作为实验初始稀释倍数。 

10.4.3 嗅辨员嗅辨：嗅辨员对每组三只分别标有 A、B、C 号的气袋进行嗅辨比较，挑出注

入臭气样品的气袋，将袋子的标号填写在嗅辨记录上。 

10.4.4 嗅辨实验 

10.4.4.1 有组织源 

判定师将 12 只 3 L 嗅辨袋分成 4 组，每一组的 3 只袋上分别标明 A、B、C 号，将其中

一只按初始稀释倍数，将样品气体定量注入充有洁净空气的嗅辨袋，其余两只仅充满洁净空

气，然后将 4 组嗅辨袋发给 4 名嗅辨员嗅辨，每个臭气样品实验重复进行两次。 

臭气样品嗅辨实验后，判定师将两次嗅辨结果进行 95%置信区间的 t 检验，如 t 检验结

果表明两次嗅辨结果无显著差异，则该稀释倍数嗅辨实验结束，如 t 检验结果表明两次嗅辨

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则再对该样品补充实验一次。选用通过 t 检验的两组数据进行臭气浓

度的计算。 

实验终止判定：在每次嗅辨实验过程中，4 名嗅辨员均出现过嗅辨结果错误时，则本次

嗅辨实验结束。 

10.4.4.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 

判定师将 18 只 3 L 嗅辨袋分成 6 组，每一组的 3 只袋上分别标明 A、B、C 号，将其中

一只按初始稀释倍数，将样品气体定量注入充有洁净空气的气袋，其余两只仅充满洁净空气，

然后将 6 组气袋发给 6 名嗅辨员嗅辨，每个稀释倍数实验重复三次。 

嗅辨员进行嗅辨后，嗅辨结果以嗅辨袋号（A、B、C）+自信度（猜测和肯定）给出。

当答案正确+肯定时，记为正确；答案正确+猜测时，记为不明确；答案错误时，记为错误。 

判定师将 6 名嗅辨员三次实验共 18 个嗅辨结果代入公式计算 M 值。 

                  （3） 

式中： ——小组平均正解率； 

——答案正确的人次数； 

1.00 0.33 0

18

a b c
M

 +  + 
=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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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不明确的人次数； 

——答案为错误的人次数； 

——解答总数，单位人次； 

1.00，0.33，0——为统计权重系数。 

实验终止判定：当 M 值大于 0.58 时，则继续下一级稀释倍数实验，重复 10.4.4.2；直

至当 M 值计算结果小于等于 0.58 时，实验结束。其中 M2 值为小于等于 0.58 时稀释倍数的

小组平均正解率，M1值为 M2 值稀释倍数的上一级稀释倍数的小组平均正解率 M 值。 

当初始稀释倍数 10 倍样品的 M 值小于或等于 0.58 时，则实验自动结束，样品臭气浓

度以“＜10”或“＝10”表示。 

11 结果计算与表示 

11.1 有组织源臭气结果计算 

个人嗅阈值 ： 

                           
（4） 

式中： ——个人正解最大稀释倍数； 

  
——个人误解稀释倍数。 

平均嗅阈值 ： 

                                                            
（5） 

式中： ——平均嗅阈值； 

——个人嗅阈值； 

——小组两次嗅辨嗅阈值结果个数。 

样品臭气浓度计算 : 

                                （6） 

式中： ——样品臭气浓度；  

——平均嗅阈值。 

检验公式： 

                                               （7） 

式 中 ：    ——第一次嗅辨，小组嗅阈值均值； 

——第二次嗅辨，小组嗅阈值均值； 

——第一次嗅辨，小组嗅阈值方差； 

——第二次嗅辨，小组嗅阈值方差； 

γ ——嗅辨小组两次嗅辨结果相关系数；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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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嗅辨嗅阈值结果个数。 

11.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臭气结果计算 

根据 10.4.4.2 测试求得的 M1 和 M2值计算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样品的臭气浓度。 

                       
（8） 

                                      
（9） 

                                   
（10） 

式中： ——样品臭气浓度； 

      t1——小组平均正解率为 M1时的稀释倍数； 

      t2——小组平均正解率为 M2时的稀释倍数。 

11.3 结果表示 

对臭气样品分析计算中的中间参数（M、α、xi、X）进行数据修约，修约至小数点后两

位，臭气浓度报告结果的小数位只舍不入，取整数。 

12 精密度和准确度 

12.1 精密度 

六家实验室对臭气浓度为 20.3、305、2000 的正丁醇统一样品进行了 6 次重复测定：实

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15.4%～22.0%、11.4%～21.4%和 6.9%～18.6%；实验室间相对

标准偏差分别为 9.7%、11.8%和 11.3%；重复性限为 11.8、133.0 和 781.6；再现性限为 12.3、

151.8 和 918.9。 

12.2 准确度 

六家实验室对臭气浓度为 20.3、305、2000 的正丁醇统一样品进行了测定：相对误差分

别为-3.9%～24.6%、-22.2%～8.0%和-21.7%～9.2%；相对误差的最终值为：3.9%±21.8%，

-9.9%±21.2%，-7.3%±19.8%。 

1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3.1 采样及样品运储 

臭气样品采集人员为判定师，样品采集和运储按 GB 14554 和 HJ 905 相关要求执行。 

13.2 样品分析 

13.2.1 新购进的实验材料需进行空白实验。以嗅辨员嗅觉实验结果进行判定，嗅辨实验结

果＜10（无量纲）时，即认为实验材质无味，才可投入使用。 

13.2.2 臭气采样和分析实验结束后，对实验材料及时进行清洗或更换。使用后的真空瓶按

HJ 905 中 8.2.1 进行清洗和管理，在下一次使用前需重复 13.2.1 空白实验。 

13.2.3 嗅辨员计量考核使用市售有证标准臭液，实验室内部自认定考核可自行配制标准臭

液使用液。 

13.2.4 用正丁醇对嗅辨员进行每月一天的管理测试，每天测试三次正丁醇阈值，正丁醇气

体的摩尔分数为 60 μmol/mol。实际样品测试时，嗅辨员的选择按 7.4 执行。 

13.3 数据处理与表示 

监测数据的计算严格按照 11.3 中数据修约规定来进行。 

n

( ) ( )211 /58.0 MMM −−=

t
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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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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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注意事项 

14.1 臭气样品分析实验采用无油泵（空压机）向空气净化装置供气，严禁使用含油或其它

散发气味的供气设备。 

14.2 空气净化装置的通气速度、活性炭和分子筛的填充量、活性炭和分子筛的更换周期等

根据嗅辨员嗅觉实验结果来决定。 

14.3 有组织源、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采样所用真空瓶不能混用，采气袋和嗅辨袋均不能重

复使用。 

14.4 标准臭液贮备液和使用液应妥善保管，严防泄漏造成恶臭污染。 

14.5 经嗅辨后的样品袋不得在嗅辨室内排气。 

14.6 嗅辨员在参加嗅觉实验当日不得使用香料、有气味的洗浴用品和化妆品，患感冒或其

他影响嗅觉疾病（如过敏、鼻窦炎等）的嗅辨员不得参加嗅觉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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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臭液的组成与性质 

附表 A.1  标准臭液的组成与性质 

编号 标准臭液 结构式 浓度（w/w） 气味性质 

A 甲基环戊酮 

 

10-4.5 甜锅巴气味 

B β-苯乙醇 

 

10-4.0 花香 

C γ-十一碳酸内酯 

 
10-4.5 成熟水果香 

D β-甲基吲哚 

 

10-5.0 粪臭气味 

E 异戊酸 

 

10-5.0 汗臭气味 

CH3

O

CH2CH2OH

OO

N

CH3

O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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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嗅辨员管理记录 

附表 B.1  嗅辨员培训管理结果登记表 

           嗅辨员 

阈 值 

      

日期 实验次序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统计人：                   复核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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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压力稀释法 

根据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RT，在温度和体积不变的情况下，其压强同质量成正比，

质量之比，就是稀释比，因此，在两个不同压力下的等温等容气体，压力比就是稀释比。 

压力稀释法是借助压力来稀释样气，在一个密封的压力容器中，连上样品袋，将袋外抽

真空，利用真空将样品吸入袋中，再加压充气样品袋中，达到稀释混合的目的，同时，加压

的混合气又可以分装嗅辨袋。 

 

附图 C.1  压力稀释法示意图 

 

 

 

 

 

 

 

 

 

 

 

 

压力/真空阀

喷射真空泵

球阀

真空

压力表

压力容器

空气/样品阀

压力调节阀 1

压力调节阀 2

无味空气

出样口

样品袋

http://www.baike.com/wiki/%E6%B8%A9%E5%BA%A6
http://www.baike.com/wiki/%E5%8E%8B%E5%BC%BA
http://www.baike.com/wiki/%E8%B4%A8%E9%87%8F
http://www.baike.com/wiki/%E8%B4%A8%E9%8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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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臭气浓度计算 

 

D.1 有组织源臭气计算实例 

附表 D.1  有组织源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 

稀释倍数 30 100 300 1000 3000 1 万 3 万 

标准偏差 

个人嗅阈值 

 
对数值 1.48 2.00 2.48 3.00 3.48 4.00 4.48 

嗅

辨

员 

A1 O O O O ×   

0.4082 

3.24 

B1 O O O O O ×  3.74 

C1 O O O ×    2.74 

D1 O O O O ×   3.24 

A2 O O O ×    

0.2500 

2.74 

B2 O O O ×    2.74 

C2 O O O O ×   3.24 

D2 O O O ×    2.74 

答： （3.24+3.74+2.74+3.24）/4=3.24      （2.74+2.74+3.24+2.74）/4=2.86 

标准偏差   = 0.4082             =0.2500 

 

查表 t（3）0.05=3.182，由于实际计算得出 t=1.3266＜3.182= t（3）0.05，则 P＞0.05，表

明两组实验结果间无显著性差异。 

=3.05 

Y= =103.05=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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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臭气计算实例 

附表 D.2  环境及周界无组织源臭气测定结果登记表 

稀释倍数 10 100 1000 

实验次序 1 2 3 1 2 3 1 2 3 

嗅辨员 A O Δ O Δ O × × O × 

B O O × O O O × × O 

C × O O × Δ O × Δ × 

D Δ × O O × O × Δ O 

E O O Δ O Δ Δ O × × 

F O O Δ × Δ O × × O 

小组平均 

正解率 

（M） 

a=11,  b=4,  c=3 

M= 

  =0.68 

a=9,  b=5,  c=4 

M1= 

  =0.59 

a=5,  b=2,  c=11 

M2= 

  =0.31 

 

答：α=(M1-0.58)/(M1-M2)=（0.59-0.58）/(0.59-0.3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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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T分布临界值表 

 

附表 E.1  T分布临界值表 

双侧 α=0.1 α=0.05 α=0.02 

n-1=1 6.314 12.706 31.821 

2 2.920 4.303 6.965 

3 2.353 3.182 4.541 

4 2.132 2.776 3.747 

5 2.015 2.571 3.365 

注：n-1 为自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