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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阂值及其恶臭污染控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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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嗅闽值对恶臭污染控制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文章尝试从物质嗅闽值角度探讨恶臭污染控制中的一

些关键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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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臭污染广泛存在于工业
、

农业及市政设施等行业
,

影响到公众居住环境的质量
。

恶臭

污染属空气污染的范畴
,

但与一般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相比
,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

比如恶臭

是通过人的嗅觉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快感或厌恶感
,

受害者并不是要求减少恶臭
,

而是

要求没有恶臭
。

因此
,

恶臭的防治要比其他大气污染物的防治更困难
。

我国 1933 年颁布的 G B1 4 554
一

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我国恶臭污染的控制与管理工

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但在实际恶臭污染控制中
,

恶臭检测与评估往往不能有机结合
,

也给恶臭治理带来了一定困难
。

本文尝试从嗅闽值角度探讨恶臭污染控制中的一些关键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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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嗅觉及其特点

嗅觉是人的感觉之一
,

鼻腔是人体的嗅觉器官
。

鼻腔嗅觉部分位于鼻勃膜的深处最上

部
,

称为嗅膜也叫嗅觉上皮
、

嗅斑
,

其大小为 2
.

7 ~ 0. 5c 澎 [1]
。

嗅膜上有嗅细胞
,

呈杆状
,

表面湿润
,

由于代谢作用保持负电荷
。

当遇到恶臭物质时
,

表面电荷发生变化
,

产生微电

流
,

刺激神经细胞
,

从而使人嗅闻出气味
。

人体嗅觉具有以下特性[2]
。

(l) 人体嗅觉灵敏度高
,

比仪器灵敏得多
,

空气中含有极少的恶臭物质就可被人

嗅出
。

(2) 人体嗅觉具有差异性
,

对同一气味的嗅觉灵敏度因人而异
,

即使同一个人
,

其嗅

觉灵敏度的波动范围也是较大的
。

外界条件和人体的内在因素都能对嗅觉产生影响
。

(3) 嗅觉是极容易疲劳的
,

对某一气味闻得过久
,

就会使嗅觉迟钝
,

不敏感
,

即疲

劳
。

所谓久闻而不觉其香
。

但这并不意味着嗅觉疲劳不会消除
,

在脱离接触后
,

人的嗅觉

敏感性会很快得到恢复
。

(4 ) 嗅觉具有
“

选择性疲劳
” ,

即人对某一种气味嗅觉迟钝之后
,

对其他气味的嗅觉灵

敏度仍可保持不变
。

也就是说
,

即使处在某一气味环境中
,

对该环境气味是疲劳的
,

并不意

味着对其他气味也疲劳了
、

迟钝了
,

人的嗅觉对其他气味仍保持敏感性
。

2 嗅闭值及其测定

阐值是生理学和心理学上的术语
,

系获得感觉上的不同而必须越过的最小刺激值
,

一

般用浓度表示
。

闭值也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
,

在许多学科中被采用
,

但在一些自然学科中

往往用来表示临界状态
,

即临界范围
、

临界浓度和临界点等意义
。

在恶臭科学研究中
,

所谓

嗅闽值是指人的嗅觉器官对某种臭味物质的最低检出量或能感觉到的最低浓度
。

对单一恶

臭物质而言
,

嗅阐值是指能把它与纯空气区别开来的在空气中的最低浓度
,

在多种物质的

复合臭气中
,

阂值越低的成分其致臭作用越大
。

嗅阐值具有以下特点 : ¹ 嗅闽值是人的群体感觉闭的平均值
,

所测得的数据是由人

通过感觉检验得到的
; º 嗅闽值是人的最低感知浓度

,

嗅阐值越低
,

表示该物质越易被人

察觉
; » 在表示嗅阐值时

,

应指明测定条件
,

条件不 同
,

随之阐值也会变化
; ¼ 在一般

情况下
,

某物质成分的嗅阂值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和参照性
。

日本是最早开展环境领域嗅闭值研究的国家
,

日本研究人员使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完

成了 200 种化合物的嗅阐值的测定
,

虽然环境条件发生 了变化
,

但测定物质嗅闺值具有一定

的参照性
。

近年来
,

瑞典
、

荷兰
、

法国和美国等国家正在设计可以彻底除去
“

背景气味
”
的

无嗅室
,

并对嗅闭值重新加以研究和测定
。

日本应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测定单一恶臭物质的嗅闽值结果如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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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表 1 部分恶臭物质的嗅闭值 《lx 10石
,

v /V )

嗅阂值 物质 嗅闽值

甲醛 0
.

50 硫化氢 0
.

0(X) 4 1

乙醇 0. 52 二甲基硫 0 .0 03 0

二硫化碳 0. 21 甲基硫醇 0. 00 0 070

氨 1
.

5 四氢噬吩 0
.

0 00 62

三甲胺 0
.

000 0 32 叼l噪 0
.

0 00 30

粪臭素 0
.

000 0 0 5 6 正戊酸 0
.

(X) 0 037

异戊酸 0
.

0 00 0 78 醋酸乙酷 0
.

87

甲苯 0. 33 苯乙烯 0. 0 35

3 闺稀释倍数与臭气浓度

所谓闽稀释倍数即恶臭气体中某种恶臭物质的物质浓度与该成分的嗅阐值浓度的比

值
。

其意义在于
,

在单一物质的恶臭气体中
,

该物质的闭稀释倍数即等同为气体的臭气浓

度
:
恶臭混合气体中

,

恶臭物质的闭稀释倍数越高
,

该物质在臭气中的贡献值越大
。

因此
,

造成该臭气的主要物质不是物质浓度最高的恶臭物质
,

而是闽稀释倍数最高的恶臭物质
。

更重要的在恶臭污染防治与控制中
,

选择有效去除阐稀释倍数最大的恶臭物质
,

是一种重

要的恶臭防治途径
。

综合上述
,

闭稀释倍数和臭气浓度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恶臭气体的臭气浓度等于各成分

的闽稀释倍数的最大值
,

即

臭气浓度
二Max (各成分的阐稀释倍数)

4 嗅闭值的应用

以某恶臭样品为例
,

检出物质中包括 49 种微量挥发性有机物
,

结果见下表
。

表 2 某样品主要恶臭污染物

序号 物质名称 浓度值 嗅闽值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 阂稀释倍数

1 氨 143 1
.

13 8 12 5
.

66

2 甲硫醇 3
.

07 0
.

0 00 15 2 0 466
.

6 7

3 甲硫醚 2
.

57 0
.

0 0 8 32 3 08
.

89

4 二硫化碳 0
.

0 5 8 0
.

7 14 0
.

0 8

5 二甲二硫 0
.

8 82 0
.

0 09 25 9 5
.

3 5

6 臭气浓度 19 00 0

从物质浓度来看
,

主要物质依次为氨
、

甲硫醇
、

丁酮
、

丙酮
、

二甲二硫
、

乙醇等
,

但

由于甲硫醇的嗅闭值极低
,

对恶臭浓度的贡献值也最大
,

甲硫醇的嗅阐稀释倍数基本上与

臭气浓度相当
,

对臭气的治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因此
,

在恶臭废气治理时
,

必须考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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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硫醇的有效去除
,

如使用次氯酸钠或双氧水氧化除去
,

否则难以得到可靠的脱臭效果
。

5 结论与展望

(l) 嗅闭值是恶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

对恶臭污染控制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2 ) 闭稀释倍数和臭气浓度之间的关系直接揭示了恶臭治理中的一些难点
,

即对一

些嗅阑值极低的物质
,

物质去除率常常要到 99
.

99 % 以上得到较好的脱臭效果
。

(3) 目前嗅闭值的测定还局限于单一恶臭物质
,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复合恶臭由于存在

相乘或相杀作用
,

其嗅闭值的测定较为复杂
,

尚待进一步的试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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