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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 ＧＢ／Ｔ１５５４９—１９９５《感官分析　方法学　检测和识别气味方面评价员的入门和培

训》，与ＧＢ／Ｔ１５５４９—１９９５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试验用品”的表述，改为“试剂和材料”（见第５章，１９９５年版的第４章）；

ｂ）　更改了“物质”的表述，改为“材料”（见７．１．１．２、７．１．２．２、７．１．３．２，１９９５年版的６．１．１．２、６．１．２．２、

６．１．３．２）；

ｃ）　更改了“仪器”的表述，改为“器具”（见７．１．１．３、７．１．２．３、７．１．３．３，１９９５年版的６．１．１．２、６．１．２．２、

６．１．３．２）；

ｄ）　更改了“棕色玻璃瓶”为“深色玻璃瓶”（见７．１．１．３．１、７．１．２．３．３，１９９５年版的６．１．１．３、６．１．２．３．３）；

ｅ）　更改了嗅条使用的要求（见７．１．２．５，１９９５年版的６．１．２．５）；

ｆ）　更改了对吸管材质的要求（见７．２．１．３．３，１９９５年版的６．２．１．３．３）；

ｇ）　更改了Ａ．２、Ａ．３中的“犱苎烯、柠檬醛、犾薄荷醇、β石竹烯、α檀香醇、２甲基异龙脑”结构表述

形式，替换了部分试剂，改为“犇柠檬烯、柠檬醛（橙花醛＋香叶醛）、犔薄荷醇、二乙酰、γ壬内

酯、β紫罗兰酮”（见表Ａ．２、表Ａ．３，１９９５年版的表Ａ．２、表Ａ．３）。

本文件等同采用ＩＳＯ５４９６：２００６《感官分析　方法学　检测和识别气味方面评价员的入门和培

训》。

本文件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见第３章）。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ａ）　增加纳入ＩＳＯ／ＩＥＣ标准化文件修正案和／或勘误的内容，修正案为“ＩＳＯ５４９６：２００６／ＡＭＤ

１：２０１８；

ｂ）　更改了ＩＳＯ５４９６：２００６中的部分脚注，改为对应章节中的注；

ｃ）　更正了ＩＳＯ５４９６：２００６中滤纸嗅条的标记位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５６６）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利和味道（青岛）食品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绿色食品有限

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公司、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

心、北京工商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文、汪厚银、史波林、钟葵、王思思、赵镭、张永昌、贾蓉、唐飞、苏玉芳、张婵、

李懿霖、董建军、龚淑英、高飞、吴孝槐、刘野、田师一、朱保庆、张璐璐、霍江莲、魏阳吉、黄文强、赵化锋、

唐柯、杨燕。

本文件于１９９５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５５４９—１９９５，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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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　方法学

检测和识别气味方面评价员的入门和培训

１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确认评价员鉴别和描述有气味产品的能力及培训评价员的几种不同的方法。

本文件中所叙述的方法适用于农业食品行业和其他使用嗅觉分析的行业（如香料、香精和化妆品

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ＩＳＯ６６５８　感官分析　方法学总论（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注：ＧＢ／Ｔ１０２２０—２０１２　感官分析　方法学　总论（ＩＳＯ６６５８：２００５，ＩＤＴ）

ＩＳＯ８５８９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ｅｓｔｒｏｏｍｓ）

　　注：ＧＢ／Ｔ１３８６８—２００９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ＩＳＯ８５８９：２００７，ＩＤＴ）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原则

按照本文件规定的程序，将不同形态和浓度的气味物质提供给评价员。由评价员来评价和鉴别这

些物质所散发出的气味，并记录结果。

５　试剂和材料

５．１　水：中性，无嗅，无味，不含气。

５．２　乙醇：９６．９％（体积分数），无外来气味，即便浓度很低。

５．３　其他适合介质：符合相应行业的要求。

５．４　气味物质，尽可能纯净：

ａ）　选择附录Ａ中表Ａ．２所给出的物质，并在推荐的浓度下使用；

ｂ）　根据实验目的或相关行业的要求选择其他可用物质。

在培训阶段，收集的气味物质应包括几类有代表性的气味（如萜烯类、花香类）以及评价员可能要检

测的气味（以确定评价员对这些气味不存在嗅觉缺陷）。

另外典型异味亦包含将评价员在以后的评价中可能要遇到的异味（如清洁剂、印刷油墨的典型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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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用作参比样的气味物质应从组成稳定并且可保存一定时长而不变质的物质中选取，这些物质应保

存在低温环境（５℃左右），并且密封、避光。

　　注：在水介质中，某些物质散发气味的能力会随着稀释而提高。

６　基本实验条件

６．１　实验室

应在符合ＩＳＯ８５８９要求的实验室内进行。

应特别注意使用通风等方式尽量排除实验室内的气味。

６．２　实验通则

参与任何感官分析实验的评价员，应遵守ＩＳＯ６６５８的基本规则，还应在实验前的２０ｍｉｎ内，不能

进行有关检测或评价气味物质或有气味化合物的任何其他感官分析工作。

为避免评价员疲劳，建议每轮次提供给他们的气味物质不超过１０种。

７　方法

嗅觉评价可通过直接法或鼻后法来进行。通常有三种直接嗅闻法，即：

———评价瓶中的气味（７．１．１）；

———评价嗅条上的气味（７．１．２）；

———评价有胶囊包埋的气味（７．１．３）；

和两种鼻后（或咽鼻）嗅闻法，即：

———评价气体状态下的气味（７．２．１）；

———通过吞咽水溶液评价气味（７．２．２）。

　　注：在入门与培训阶段，不使用嗅觉测量仪，因此，本文件对使用该仪器评价气味的问题不予考虑。

７．１　直接嗅闻法

７．１．１　评价瓶中气味的方法

７．１．１．１　原则

将含有给定浓度的不同气味物质的一组样品瓶提供给评价员。

７．１．１．２　材料

气味物质：从表Ａ．２中选取特定稀释度的样品。

７．１．１．３　器具

７．１．１．３．１　专用深色玻璃瓶

样品瓶容量一般在２０ｍＬ～１２５ｍＬ之间，以保证留有充足的顶部空间保持蒸气压均衡，并配有磨

砂玻璃瓶塞。

也可选择配有表面皿的烧杯，或者市场上销售的适用的一次性容器。若使用塑料容器，则需确定此

容器由不吸收气味并与实验物质无化学亲和力的无气味材料制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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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４　样品的制备

必要时，可根据表Ａ．２给出的指导，制备所用物质的适当稀释液，以得到表Ａ．１所给定的相应的浓

度。实验前至少提前３０ｍｉｎ制备样品，以使蒸气压在实验室温度下达到平衡。

将瓶和瓶盖进行编号。

将适量的已制备的物质置于已编号的瓶中，并注意在瓶的顶部留有足够的空间。

将物质直接倒入瓶中，或置于已放在瓶中的某一介质（如棉花或滤纸）上，或与某一介质（如脂肪）

混合。

用玻璃塞或表面皿将容器盖好。

７．１．１．５　程序

将已制备的该组样品瓶提供给每一位评价员，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评价员将样品瓶逐个打开，闭上嘴，用鼻子嗅闻顶空挥发性气体，以识别每一种气味样品。这里并

没有严格规定嗅闻的方法，只需评价员在适当的时间间隔内用同样的方式（如做短促的吮吸或深呼吸）

嗅闻所有样品瓶即可。一旦确定之后，评价员即盖上样品瓶，填写回答表（题目见第８章，回答表样式见

附录Ｂ）。

　　注：根据评价员是处在入门阶段、培训阶段还是选拔阶段来安排他们嗅闻每种样品的次数，或对已检瓶的重复

检测。

７．１．１．６　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作出解释。

７．１．２　嗅条嗅闻法

７．１．２．１　原则

将一组经气味物质溶液浸湿的嗅条提供给评价员。

７．１．２．２　材料

７．１．２．２．１　气味物质：可从表Ａ．２中选取特定稀释度的样品。

７．１．２．３　器具

７．１．２．３．１　嗅条：即滤纸嗅条，滤孔可随制造商的不同而不同，可具各种不同形状（如圆形、尖形等），在

距底端５ｍｍ～１０ｍｍ之间作一标记。

　　注：制造商的名称可通过滤纸产品的制造厂家获得。

７．１．２．３．２　嗅条托或镊子：由无气味材料制成。

７．１．２．３．３　深色玻璃瓶：用于盛装气味物质，容量适当（每种物质一个瓶）。

７．１．２．３．４　滴管（任选）。

７．１．２．４　样品制备

按照表Ａ．２给出的指导，制备所用物质的备用液。每次制备一种物质且放置于一个瓶中。

每个评价员将嗅条（７．１．２．３．１）依次伸入瓶中，迅速蘸湿至标记处。最好使用滴管（７．１．２．３．４），将溶

液滴到每个嗅条底端。蘸取溶液不要过多，液体从嗅条底端向上渗延５ｍｍ～１０ｍｍ即可。

将已制备的嗅条放在嗅条托上或用镊子（７．１．２．３．２）夹取。注意不要使嗅条相互接触。允许溶剂自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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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挥发几秒钟。

７．１．２．５　程序

将已制备的嗅条提供给每一位评价员，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评价员在距离鼻子几厘米处轻轻挥动嗅条，通过嗅闻来评价气味，嗅条应不接触鼻子、胡子或皮肤。

　　注：由于挥发的缘故，气味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释放，时间的长短随气味物质的不同而不同。

一旦确定以后，评价员立即放下嗅条，填写回答表（题目见第８章，回答表样式见附录Ｂ）。

应将用过的嗅条收集并放置于一个密闭的容器中，以使气味物质不能扩散到实验室的空气中，避免

干扰后续的评价工作。

然后，评价员可继续检测下一种物质。

７．１．２．６　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做出解释。

７．１．３　胶囊包埋嗅闻法

７．１．３．１　原则

将一组用微胶囊包埋的气味物质提供给评价员。

７．１．３．２　材料

气味物质：可从表Ａ．２中选取特定稀释度的样品。

７．１．３．３　器具

７．１．３．３．１　胶囊气味物质：可从市场上购买。若胶囊气味物质具有纸托或标签，应在实验前去除。

　　注：备用的胶囊装气味系列产品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某些制造商也可提供订购的微胶囊。

７．１．３．４　样品制备

因为样品组已备好以供使用，无需再制备。

７．１．３．５　程序

提供给评价员样品，每次一个，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评价员应按照制造商提供的说明，释放出样品中的气味物质，然后采用与嗅条法相同的程序

（７．１．２．５）判断气味。

　　注：用这种提供方式，不可能对气味进行再次评价。

一旦确定之后，评价员立即放下样品，填写回答表（题目见第８章，回答表样式见附录Ｂ）。

将用过的微胶囊收集并放置于一个密封的容器中，以使气味物质不能扩散到实验室空气中，避免干

扰后续的评价工作。

然后，评价员可继续检测下一种物质。

７．１．３．６　实验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做出解释。

７．２　鼻后嗅闻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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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　气体状态下气味评价方法

　　注：另有一种在气体状态下评价气味物质的方法：将浸有气味物质的气味嗅条放入口腔中。这种方法对于初级评

价员难以做到，需留待已经培训的评价小组使用。该方法作为参考列入，见附录Ｃ。

７．２．１．１　原则

将气体吸入口腔，用鼻后嗅闻法评价气味物质。

７．２．１．２　材料

７．２．１．２．１　气味物质：可从表Ａ．２选取特定稀释度的样品。

７．２．１．３　器具

最好选用玻璃材料。若使用塑料装置，则需核实此装置是由不吸附气味且与实验物质无化学亲和

力的无气味材料制成的。

７．２．１．３．１　烧杯：容量在１００ｍＬ以上。

７．２．１．３．２　塑料薄膜：无气味且不吸附气味。

７．２．１．３．３　吸管：无气味且不吸附气味。

７．２．１．４　样品制备

必要时，可根据表Ａ．２给出的指导，制备所用物质的适当稀释液，以得到表 Ａ．１所给定的相应的

浓度。

每次制备一种物质。

取５０ｍＬ制备的稀释液放入烧杯内，用封口膜封严。

７．２．１．５　程序

每次提供一个烧杯给评价员，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评价员用吸管刺穿塑料薄膜，然后用嘴含住吸管，将烧杯中液面上方的气体吸入口腔，经鼻腔用力

呼出。要求吸管不接触液面，若发生接触的情况，需给评价员提供新的吸管和烧杯。

评价员识别气味并填写回答表（题目见第８章，回答表样式见附录Ｂ）。

然后，评价员可继续检测下一种物质。

７．２．１．６　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做出解释。

７．２．２　吞咽水溶液评价气味的方法

７．２．２．１　原则

将一组盛有不同气味物质的烧杯提供给评价员，评价吞咽溶液所产生的鼻后嗅觉。

　　注：在正常情况下，吸含一口待评价产品，可以完整地评价其风味。

７．２．２．２　材料

７．２．２．２．１　气味物质：食用级，可从表Ａ．２中选取特定稀释度的样品。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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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３　器具

７．２．２．３．１　专用烧杯组：最好每个配有封盖和吸管。

７．２．２．４　样品的制备

必要时，可根据表Ａ．２给出的指导，制备所用物质的适宜稀释液，以得到表 Ａ．１所给定的相应的

浓度。

　　注：此方法中，溶液的浓度远远低于直接法的浓度。

将稀释液倒入烧杯，若有封盖则盖紧。

７．２．２．５　程序

将已制备的该组烧杯提供给每一位评价员，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若烧杯没有加盖，评价员捏紧鼻子，喝一口溶液，然后立即移走烧杯，松开鼻子，吞咽溶液，在随后的

呼气过程中评价气味。若烧杯配有盖和吸管，评价员不必捏紧鼻子。

评价员用鼻后法对气味做出评价。

一旦确定之后，评价员立即填写回答表（题目见第８章，回答表样式见附录Ｂ）。

７．２．２．６　实验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做出解释。

８　回答表

回答表中应包括下列问题：

你感觉到一种气味了吗？

你识别出这种气味了吗？

还要求评价员命名或描述气味或进行某种联想。

另外，建议在表格中留出空白列，以便让评价员作备注。

　　注：回答表可以是纸质表格或电子表格，格式见附录Ｂ中的示例。

９　结果的解释

感官分析师可根据实验目的以及实验是否用于评价员的入门指导、培训和／或选拔，对结果进行不

同方式的说明。

有关识别气味物质的正确答案要求，也取决于实验的目的。

指导命名、描述气味或做出各种联想的正确答案，将取决于以下具体情况：

ａ）　在入门阶段，答案可以是化学名称、普通名称、一个联想或相关的描述性表达；

ｂ）　在培训或选拔阶段，答案可以是化学名称或适当的描述词。

９．１　入门

在评价员将其评价结果记录在答题表上后，感官分析师应公布每一种化学物质名称或描述词的正

确答案。

感官分析师应将此化合物提供给评价员，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帮助他们记忆化学物质与相应

气味之间的联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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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期的培训与指导以训练评价员识别大量不同气味。

此阶段不给评价员计分，感官分析师记录某些评价员的嗅觉缺失。

９．２　培训

在培训阶段，感官分析师分析回答表，检查每一位评价员的答案。

在这一培训过程中，评价员应用化学名称和描述来鉴别气味物质。

在反复评价之后，应对每一位评价员的成绩和培训效率做出判断。

９．３　选拔

培训期间所得到的成绩信息应作为感官分析师淘汰反复出错的评价员的依据。此信息还可用于建

立解决各种专业问题的专家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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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气味物质稀释液的制备

犃．１　器具

犃．１．１　玻璃吸管，最好是一次性的，用于制备稀释液。

犃．２　稀释液的制备

犃．２．１　储备溶液（犛犛）的制备

取１ｇ气味物质，用乙醇稀释至１００ｇ（５．２）。

犃．２．２　工作溶液（犠犛）的制备

取１ｇ储备溶液（ＳＳ），用乙醇配制成１００ｇ溶液（５．２）。

犃．２．３　系列稀释液的制备

见表Ａ．１。

表犃．１　稀释液的制备

稀释液序号 制备 浓度（ｇ／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ａ

８ａ

取工作溶液（ＷＳ）０．１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工作溶液（ＷＳ）０．５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工作溶液（ＷＳ）１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工作溶液（ＷＳ）５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工作溶液（ＷＳ）１０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工作溶液（ＷＳ）５０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储备溶液（ＳＳ）１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取储备溶液（ＳＳ）５ｇ与水配制成１Ｌ溶液

１０－５

５×１０－５

１０－４

５×１０－４

１０－３

５×１０－３

１０－２

５×１０－２

　　
ａ 需要直接将备用溶液进行稀释，最终溶液中乙醇的浓度低于２％（质量分数）。

犃．３　可用于气味检测和识别训练的气味物质

见表Ａ．２。

表Ａ．２还列出了适用于不同样品制备方法的稀释液。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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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用于气味检测和识别培训的气味物质

序号 化学名称／缩写ａ 分子式ｂ ＣＡＳ号 气味或相关物描述

来自Ａ．１中待用的稀释液ｃ

直接嗅闻法 鼻后嗅闻法

瓶 嗅条 气相 吸入

１ 犇柠檬烯 Ｃ１０Ｈ１６ ５９８９２７５ 柠檬或橙子皮 ６ ＳＳ ７ ５

２
柠檬醛（橙花醛＋

香叶醛）
Ｃ１０Ｈ１６Ｏ ５３９２４０５ 新鲜柠檬 ５ ＳＳ ６ ４

３ 香叶醇 Ｃ１０Ｈ１８Ｏ １０６２４１ 玫瑰花 ５ ＳＳ ６ ４

４ 顺式３己烯１醇，叶醇 Ｃ６Ｈ１２Ｏ ９２８９６１ 碎草 ６ ＳＳ ７ ５

５ 苯甲醛 Ｃ７Ｈ６Ｏ １００５２７ 苦杏仁、杏仁膏 ６ ＳＳ ７ ５

６ 丁酸 Ｃ４Ｈ８Ｏ２ １０７９２６

腐臭的黄油、芝士

（如过度发酵的帕尔

马干酪）、酸牛奶

５ ＳＳ ６ ４

７ 丁酸乙酯 Ｃ６Ｈ１２Ｏ２ １０５５４４ 熟香蕉、草莓 ４ ＳＳ ５ ３

８ 乙酸苄酯 Ｃ９Ｈ１０Ｏ２ １４０１１４ 花香、铃兰、茉莉、丁香 ５ ＳＳ ８ ６

９ γ十一内酯 Ｃ１１Ｈ２０Ｏ２ １０４６７６ 水果、桃子 ６ ＳＳ ７ ５

１０ ２苯乙醇 Ｃ８Ｈ１０Ｏ ６０１２８ 花香、玫瑰花 ８ ＳＳ ８ ７

１１ 邻氨基苯甲酸甲酯 Ｃ８Ｈ９Ｏ２ １３４２０３ 香橙花 ４ ＳＳ ５ ３

１２ 苯乙酸乙酯 Ｃ１０Ｈ１２Ｏ２ １０３４５７ 杏、蜂蜜 ４ ＳＳ ５ ３

１３ 茴香脑 Ｃ１０Ｈ１２Ｏ １０４４６１ 茴香调味饮料 ３ ＳＳ ４ ２

１４ 肉桂醛 Ｃ９Ｈ８Ｏ １０４５５２ 肉桂 ６ ＳＳ ７ ５

１５ 香兰素 Ｃ８Ｈ８Ｏ３ １２１３３５ 香草 ５ ＳＳ ６ ４

１６ 犔薄荷醇 Ｃ１０Ｈ２０Ｏ ２２１６５１５ 薄荷ｄ ６ ＳＳ ８ ６

１７ 乙酸松油脂 Ｃ１２Ｈ２０Ｏ２ ８０２６２ 辣、香松树 ４ ＳＳ ５ ３

１８ 麝香草酚 Ｃ１０Ｈ１４Ｏ ８９８３８ 新鲜百里香 ４ ＳＳ ５ ３

１９ 二乙酰（丁二酮） Ｃ４Ｈ６Ｏ２ ４３１０３８ 黄油 ４ ＳＳ ４ ４

２０ γ壬内酯 Ｃ９Ｈ１６Ｏ２ １０４６１０ 椰子 ４ ＳＳ ４ ４

２１ 丁香酚 Ｃ１０Ｈ１２Ｏ２ ９７５３０ 丁香 ４ ＳＳ ５ ３

２２ １辛烯３醇 Ｃ８Ｈ１６Ｏ ３３９１８６４ 蘑菇、森林潮湿土壤 ４ ＳＳ ５ ３

２３ β紫罗兰酮 Ｃ１３Ｈ２２Ｏ １４９０１０７６ 紫罗兰 ４ ＳＳ ４ ４

２４ 甲硫基丙醛 Ｃ４Ｈ８ＯＳ ３２６８４９３ 土豆泥、烤洋葱 ５ ＳＳ ６ ４

　　
ａ 因为杂质可以改变气味的性质和强度，所以使用尽可能纯净的产品。

ｂ 见表Ａ．３所列分子结构式。

ｃ 给定浓度是在使用经验不足的评价小组对表中所有物质进行实际测试后选定的。所选浓度符合７０％的评价员

的识别阈值。

ｄ 也会产生一种凉感。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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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气味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序号 化学物质 结构式

１ 犇柠檬烯

２ 柠檬醛（橙花醛＋香叶醛）

３ 香叶醇

４ 顺式３己烯１醇，叶醇

５ 苯甲醛

６ 丁酸

７ 丁酸乙酯

８ 乙酸苄酯

９ γ十一内酯

１０ ２苯乙醇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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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气味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续）

序号 化学物质 结构式

１１ 邻氨基苯甲酸甲酯

１２ 苯乙酸乙酯

１３ 茴香脑

１４ 肉桂醛

１５ 香兰素

１６ 犔薄荷醇

１７ 乙酸松油脂

α乙酸松油脂　　β乙酸松油脂

１８ 麝香草酚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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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气味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续）

序号 化学物质 结构式

１９ 二乙酰（丁二酮）

２０ γ壬内酯

２１ 丁香酚

２２ １辛烯３醇

２３ β紫罗兰酮

２４ 甲硫基丙醛 ＣＨ３ＳＣＨ２ＣＨ２ＣＨＯ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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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回答表样式

　　测试方法：气味识别

评价员姓名：

日期：

样品序号

你感觉到有一种气味吗？ａ
你能识别出这种

气味吗？ａ

是 否 是 否

气味名称、气味或

相关物描述
备注

　　
ａ 在相应的栏中打“√”。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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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嗅条入口鼻后嗅闻法

犆．１　原则

对嗅条上的一系列气味物质进行评价。将嗅条放入口腔，通过鼻后法评价气味。

犆．２　材料

犆．２．１　气味物质，可从表Ａ．２中选取样品。

犆．３　器具

犆．３．１　嗅条：即滤纸嗅条，滤孔可随制造商的不同而不同，可具各种不同形状（如圆形、尖形等）。

　　注：供应商的名称可以从芳香类产品的生产商处获得。

犆．３．２　嗅条托或镊子，由无气味材料制成。

犆．３．３　深色玻璃瓶，用于盛装气味物质，容量适当（每种物质一个瓶）。

犆．３．４　滴管（任选）。

犆．４　样品的制备

必要时，可根据表Ａ．２给出的指导，制备所用物质的适当稀释液，以得到表 Ａ．１所给定的相应的

浓度。

每次制备一种物质且放置于一个瓶中。

每个评价员将嗅条（Ｃ．３．１）依次伸入瓶中，迅速蘸湿至标记处。最好使用滴管（Ｃ．３．４），将气味物质

滴到每个嗅条底端。

蘸取溶液不要过多，液体从嗅条底端向前渗延５ｍｍ～１０ｍｍ即可。

将已制备的嗅条放在嗅条托上或用镊子（Ｃ．３．２）夹取。注意不要使嗅条相互接触。允许溶剂自由

挥发几秒钟。

犆．５　程序

将已制备的嗅条提供给每一位评价员，指导其进行如下操作。

建议评价员在实验前用非浸渍嗅条进行培训。

评价员将嗅条放入口腔中，注意不要接触口腔黏膜 ，然后闭紧上下唇，正常呼吸。根据产品的不

同，气体嗅感出现在第二次（有时在以后）呼吸时。

评价员在描述嗅觉之前，需记录嗅觉出现和消失的时间，然后回答表中的问题（题目见第８章，回答

表样式见附录Ｂ）。

然后评价员可继续评价下一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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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６　结果的解释

按照第９章对结果做出解释。

５１

犌犅／犜１５５４９—２０２×／犐犛犗５４９６：２０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