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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们来认识一个很有味道的职业——恶臭嗅辨师。

据浙江生态环境厅介绍，2014年-2018年期间，我省恶臭嗅辨师一共发

证 468 人。其中，男嗅辨师 262 人，占 56%；女嗅辨师 206 人，占 44%，以年

轻人为主。

闻臭识空气，嗅辨师也被称为“闻臭师”。正是因为“闻臭师”们围着臭气

转，不断与污染环境的“恶臭分子”做斗争，才换来更加洁净的空气。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让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职业

闻臭师——
用鼻子给污染“定罪”
浙江省目前有468个持证恶臭嗅辨师
近几年环境空气变好，需要出动“闻臭师”的机会比以前少许多

本报记者 汪子芳 孙燕 通讯员 周洛嫣

●为什么需要这个工种？

专业机器只能测定单一臭气的浓度，气体的成分比较复

杂，人的鼻子是恶臭程度最直接的感官表征。“闻臭师”顾名思

义，就是用鼻子来为恶臭“定罪”，其结果也是执法部门处罚的

依据之一。

需要“闻臭师”出马的主要有环境厂界空气、污染源排气

筒两种。一般的恶臭样品来源于黑臭河、垃圾处理厂、环境应

急事件现场以及市民投诉有恶臭的区域等。

●“闻臭师”如何工作？

首先他们要到现场采样空气：企业有处理设备的，用真空

气袋，通过企业的排气筒采样；还有一种是气体无组织排放

的，嗅辨师则要根据风向等进行采样。

现场采样后，嗅辨师集中到实验室里进行嗅辨，直接通过

人的嗅觉感官测试。如果只找一个嗅辨师嗅辨，主观性比较

强，实验结果可能不准确。所以嗅辨需要一组人，至少6人，还

要有一个判定师和一个配气人员，通过统计的方式得出结果。

在配气室里，配气人员在三个袋子里，分别充入干净的空

气和污染的空气样品，再交给嗅辨师嗅辨。这些样品都会编

号，以便记录。空气样品在进行稀释后，需要嗅辨师多次进行

嗅辨，直到所有嗅辨师都闻不出气味为止。

经过统计分析后的数据，能为环保部门提供科学依据，判

断采集的气体是否超标。

●如何成为“闻臭师”？

“闻臭师”的年龄要求18至45周岁，不吸烟、不喝酒、嗅觉

器官无疾病等条件。

嗅辨师的申请人要到国家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进行

统一培训，通过笔试和嗅觉测试，取得上岗资格证。在嗅觉测

试中，需要分辨出汗臭、花香、成熟水果香、甜锅巴气味和粪臭

味五种气味。

除了要求生理状态和年龄限度，闻臭师每三年要进行一

次审核，相当于“年审”。每次“年审”差不多有30%的淘汰率，

如果通不过考试只能退出嗅辨师的队伍。

徐舒，女，44岁

做了9年嗅辨师，喜欢没有气味的环境
44 岁的徐舒是温州市最早的一批嗅辨师之一，她在 2009 年取得了国家

颁发的嗅辨员资格证。

2010年开始，她牵头组建温州市第一个开展恶臭检测项目的实验室。近

10年来，温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以下简称监测站）的嗅辨师队伍逐渐壮大。

“目前监测站共有66名工作人员，其中25名有嗅辨员资格证。”徐舒告诉

钱报记者，监测站的主要职责是监测并鉴定水、土壤、空气等各种环境指标。

“任务来的时候我们在全站范围内挑人。”徐舒介绍，25 名嗅辨师分散在

监测站的各个科室，平常在岗位各司其职，有任务时才会临时组团。当然，除

了正常上岗的6个“闻臭师”，还要有几个“备胎”，以防有人临时身体出状况。

“人的嗅觉是会疲劳的，一个味道闻久了自然会累。更不用说，我们闻的是

刺鼻的气味。”接到嗅辨任务后，一两天内不能吃葱姜蒜等有刺激性的调料，

“甚至火锅店、烟味浓烈的棋牌室也不可以去，首先要保证自己身上没味儿。”

“恶臭”主要靠的是嗅觉，因此实验室的布局和装修都有要求，“首先要保

证实验室完全没有味道，墙体都是玻璃的。”

“辨识气味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比如粪臭味，当它稀释到一定浓度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香甜的气味。”徐舒介绍，正是因为气味跟着浓度变化，也让这份工

作有一定的挑战性。

做了9年的嗅辨师，也许是闻的味道太多了，徐舒喜欢没有气味的环境，因

为洁净简单。每次到香味浓郁的酒店，她都会第一时间开窗通风。

林法志，男，34岁

类似米饭馊掉的酸腐味，这个样品的气味几年过去还记得
34岁的林法志持证4年，是监测站为数不多的男性嗅辨师之一。

“做这行鼻子不能太灵，也不能太迟钝。太迟钝的话通不过考核，太灵敏的

话代表不了大众水平，不能真实客观反映臭气的浓度，也会影响最终的分析结

果。”林法志告诉记者，“闻臭师”可以说是“大众评审团”，鼻子属于普通水平。

“闻臭师”经常要闻各种恶臭，会不会出现工伤？“我们闻的时候并不知道

气体里有什么成分，是否包含有毒物质。”林法志说，毕竟这是一个双盲检测。

不过，他们闻的并不是直接采集来的样本恶臭气味，而是稀释过很多倍的气

体，因此就算有损伤，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此外，闻也有专业的姿势和方法，闻的时候不能猛吸一口，而是将气体放

在胸前，慢慢挤压一些出来轻轻闻。

“不能完全避免身体伤害，毕竟闻久了鼻子很容易疲劳。鼻子不灵敏，心

情也会不好。”林法志说，“嗅辨师是环境监测中心站的一份工作，大家并没有

补薪。只不过闻多了次数，会有补休。”

“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的一个样品，有点像米饭馊掉的酸腐味。”林法志

说，这是他从业生涯中遇到的同一批次嗅辨时间最长、需稀释次数最多的。

贾晓琼，女，40岁

那一次闻臭她坚守到最后，工作近2个小时
近几年，环境空气变好，加上原先承接的验收工作交给了第三方，需要出

动“闻臭师”的机会也比以前少了许多。

今年 5 月 17 日上午，嗅辨师贾晓琼参与了一次嗅辨任务，这也是监测站

今年以来唯一的一次嗅辨任务。

恶臭气味的样品来自温州的一家工厂，是在5月16日采集的。

“恶臭样品的鉴定要在24小时内做完，而且时间越早越好。”贾晓琼说，5

月 15 日，她就收到了“招募令”，主动报名成了这次任务的嗅辨师。她提前开

始了佛系状态，调整身体机能，杜绝熬夜，拒绝葱姜蒜，除去一切有气味的护肤

品。

当天的6个“闻臭师”里，贾晓琼在嗅辨室待的时间最长，接近2个小时。

“因为我之前全部闻对了。”贾晓琼说，没找出样本气体的人会终止本次嗅

辨任务，找对的人要一直闻下去，直到成为最后一个正确的人。当天，贾晓琼

闻了四个稀释倍数的样本。

恶臭样本在稀释倍数下，其实只能闻到一点点的异味。“闻臭师”不需要分

辨具体的气味，只要找出有异味的气体就可以。

闻臭结束之后，再由主导全局的判定师做出最后的统计结论。可不要小

看“闻臭师”的鼻子，他们出具的数据可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林 法 志 在 嗅

辨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