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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但只听说过“喝水”，却很

少会有人去“嗅水”——而这看

似奇怪的举动，却有

一群人每天都在认真

而严谨的重复着。作

为水质监测中的一环，

通过鼻子来判断水质

好坏，这对国家城市供

水水质监测网株洲站的

44 名水质检测员来说，

是一项看似简单却不可

或缺的工作内容。

其 实， 嗅 辨员并不是 新兴

职业。早在 1994 年，我国就颁

布实 施了“空气质量恶臭的测

定——3 点比较式臭袋法”，也

就是依靠人的嗅觉来完成臭气

浓度测试，从那时起，嗅辨员就

成了环保部门里的一项“兼职”。

近几年，由于检测项目的规范化，

“嗅辨员资格证”成为了臭气浓

度检测工作人员必备的上岗证。

“不过，并不是嗅觉灵敏就

可以做嗅辨员。”宋冰冰说，良

好的生活习惯是成为嗅辨员的

前提，“如果有嗅辨任务，女性嗅

辨员不能喷香水、涂指甲油，甚

至任何有气味的东西都不能碰，

洗完脸连面霜都不能擦；男性

嗅辨员不能抽烟、喝酒、嚼槟榔。

嗅辨员在饮食方面也有诸多禁

忌，如不吃辛辣、油炸食品，忌

用葱、姜、蒜、辣椒等调味料”。

由于人的嗅觉会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退化，嗅辨员吃的也是“青

春饭”。嗅辨员的年龄应在 18 岁

至 45 岁之间，一般以女性居多，

因为女性的嗅觉更加稳定。此

后每隔 3 年，嗅辨员还需要对嗅

辨能力进行重新检测，合格后才

能在下一个 3 年“上岗”。

“考 试 其 实也挺 有意思的，

我们需要分辨染有花香、汗臭、

甜锅巴、成熟水果、粪臭五种

标准气味的白纸，如果一次嗅

辨错误，就会被淘汰。”在工作中，

宋冰冰闻的气味可比考试中的要

复杂得多，工厂、企业、市政设

施等都是她和同事们常去的地方。

“如今，恶臭已经是我国主要污

染之一，农贸市场、垃圾场、厕所、

下水道等也是产生源。”一旦接

到群众投诉，宋冰冰就得赶赴现

场，采集气体样本。

整天和恶臭打交道，宋冰冰

却表示这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

么伤身。“嗅辨员所闻的气味经

过高比例稀释，几乎对身体无害。

但有时遇到一些带有腐蚀性的

酸性气体，闻久了，确实会觉得

不适。”而长期与气味“共舞”，

也让宋冰冰练就了超强嗅觉：“家

里打翻了什么东西，我总是第一

个知道，就更别提菜烧糊啦。” 

一 个 20 多 平方米 的房 间，

被 7 块玻璃隔成 6 个工作间，看

似神秘的嗅辨员工作的地方其实

很简洁。

“为了不让气体附着在墙表

面，所以墙体 都用玻璃制成。”

在工作间里，宋冰冰和另外 5 名

嗅辨员向我们演示了嗅辨过程。

只见她们取下气袋上通气管的

塞子，右手轻拍气袋，对准鼻子

吸气。各自独立挑出有味气袋

后，再进行下一级稀释倍数实验，

每一次分析要进行 3 次闻气。

“嗅辨工作要求严 谨 科学，

看着好像只是闻一闻，但个中滋

味真是非常‘酸爽’。”宋冰冰说，

一个项目的臭气浓度检测一般需

要 8 名嗅辨师完成，2 人负责配

气，6 人负责嗅辨。其中，负责

嗅辨的 6 人每人需闻 3 组气袋，

每次稀释程度不同，直到闻不

出来臭味为止。从气体采样到臭

气浓度测试，又必须在 24 小时

内完成，整个过程要进行上百次

嗅辨，最后通过统计分析出来的

臭气浓度数据具有法律效力。

为了防止嗅觉疲劳，一般嗅

辨员在连续工作 2 小时后都要

休息。但由于人手紧张，嗅辨

员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

好状态，高效地完成工作。

既然人 工 操作这么辛苦，

如今科技又发达，那为什么不

干脆用仪器来替代鼻子呢？面

对我们的疑问，宋冰冰解释道 :

“因为现在的嗅辨仪只能测到硫

化氢、甲硫醇、甲硫醚、氨等 8

种典型的恶臭污染物，而大家闻

到的恶臭经常是多种气味混合在

一起的，这个就需要更为灵敏的

人鼻来判定。”宋冰冰说，“恶臭”

是个综合性概念，一切刺激嗅

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的、损

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都称为

恶臭，甚至“香过头了的气体也

属于恶臭”。

■你知道吗
    其实，除中国之外，美国、

英国、荷兰、比利时、日本等国

家也设有“闻臭师”职业。

    美国“闻臭师”每天穿行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闻他人身体

散发出的异味，为人体体味研究

实验提供详细的资料。荷兰“闻

臭师”分布在工业区及居民区边

缘的小屋，不时将头伸出窗外，

嗅闻空气中是否有令人讨厌的气

味，以便及时控制大气污染。日

本“闻臭师”大多专门闻公共厕

所，一旦臭味超标，就责成厕所

管理员限时除臭。据了解，东京

环保当局招募的“闻臭师”在地铁、

车站、公厕等发现异味，可立即

向环保当局报告，以责成专人限

时除臭。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月

薪可高达50多万日元，约合人民

币3.8万元。

闻，是人们感知气味的方式，但有一群人，她们将

“闻”变成了职业。美好的香味，刺激的臭味，甚至是

“无味”——通过“闻”，可以为我们的饮水、空气把关；

通过闻，我们拥有了迷人的香氛，味觉层次丰 富

的烟草；闻，甚至成为了一种医疗手段……

百看不如一“闻”，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

今天，这份灵敏的嗅觉仍然是精密仪器都无法

取代的宝贵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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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臭师、嗅水师、品烟师……

百见不如一“闻”：她们有神奇的鼻子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

除了“ 闻 ”， 为 水 安 全 把

关的还有一种可爱的小生

物——斑马鱼。株洲市自

来水公司有 4 个自来水厂，

每个自来水厂的原水预警

间都有一个大水缸，斑马

鱼在水缸里的活跃程度都

被实时监控。通过这种“生

物监测”，可为工作人员初

步判断水质提供依据。

易卫红介绍，株洲市中

心城区饮用水水源来自湘

江，在常态情况下，湘江水

一直保持在二类水、三类

水标准，而这是适用于集

中式生活饮用水源的。

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

国家新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正式实施。新国

标规定，自来水出厂检测

指 标 增 至 106 项。 为 此，

株洲市自来水公司每月 15

日前会通过网站对外公布

自来水出厂水、管网水的

各项检测指标，市民只需

要在家轻点鼠标，就可以

了解到水质情况。检测量

的大幅增加，也给监测站

的每一位员工都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易卫红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全部 106

项国标检测指标，监测站

的全体工作人员要加班加

点整整两周才能完成。

“长期重复枯燥的分析

实验，要细心，更要耐心。”

易卫红说，女性在这方面

有着天生的优势，所以如

今株洲监测站的 44 名水质

检测员中有 36 名女性，是

名副其实的“娘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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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臭师：
用鼻子为空气“断案”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女人爱美，迷恋的是花朵、香水营造出的美妙气味。但有这么一群女人，她们却经常跑到

公厕、河道、垃圾堆放地、养殖场周边等最容易产生臭味的地方去“闻臭”——这并非“怪癖”，

只因为她们是专业的“闻臭师”。

“闻臭师是国外通俗的叫法，其实我们的正式名称是‘嗅辨员’。”宋冰冰是湖南省环境监

测中心站分析技术中心副主任，她和部门里其他 21 名嗅辨员小伙伴的工作，就是通过“明察

秋毫”的嗅觉，闻臭辨污染，为城市空气环境“断案”。

闻空气，实乃体力活

讲究多，“闻臭师”吃的是“青春饭”

嗅水师：水安全不能“水”

每天都要先“闻闻水”
清晨，株洲市芦淞区沿

江 南路 1 号， 成 立于 1994

年的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

测网株洲站又忙碌起来。

在监测室内，检测员曹

亚迪拿出刚从取水口取样

的原 水，倒 100 毫 升至锥

形瓶内，轻轻摇晃，再将

鼻子凑近瓶口闻嗅，并在

表格上关于水的气味 6 个

等级类别里记下结果。随

后，她又将水加热至沸腾，

白色蒸汽 从瓶口冒出，曹

亚迪再次将鼻子凑近，仔

细闻嗅后，她写下了“原水

无异嗅、异味”的监测结果。

其实，自来水的口感和

味道标准一直是供水行业

评 判的难 题，2007 年 7 月

1 日施行的国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中的规定是：无异

臭、异味，但这一指标通过

仪器无法测定，仅能凭化验

人员的经验进行评判。

“ 这 是 一 个用 主 观 来

判断客观事实的过程，要

求工作人员嗅觉灵敏。”监

测站站长易卫红表示，碰

上工作人员感冒或者鼻塞，

那就得换人值班了。

这可不是夸张，作为湖

南省第一个国家城市供水

监测网站点，株洲监测站

现有检测能力已覆盖地表

水、地下水等与水质有关

的 17 个产品标准、233 个

不重复参数，而在人工监

测里，几乎每个环节都需

要鼻子的参与。 

不仅株洲监测站的工作

人员每天都要让鼻子与水

来无数次“约会”，近年来，

在成都、郑州、上海、北京

等地的自来水公司，也出现

了不少经过“饮用水中嗅味

识别鉴定技术”培训的专

业“嗅水师”。据媒体报道，

这些“嗅水师”对 81 个水

样及标样的异味识别达到了

100% 的正确率。

水好不好，小鱼也有“发言权”

嗅水，是曹亚迪（左）与易卫红（右）
工作中的必修课。

在用玻璃分隔成的小小工作间内，

宋冰冰（左）每天都在与臭味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