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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１３３０１：２００２《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选配法（３ＡＦＣ）测定嗅

觉、味觉和风味觉察阈值的一般导则》［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ｍｅａｓｕｒ

ｉｎｇｏｄｏｕｒ，ｆｌａｖｏｕｒａｎｄｔａｓｔ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ｂｙａｔｈｒｅ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ｄｃｈｏｉｃｅ（３ＡＦＣ）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ｄ）　结果的表述部分：将第ｉ）条中斜率狋更改为斜率犫，纠正原文错误。

ｅ）　附录Ｂ部分：

———将表Ｂ．１“最优估计阈值”一栏“Ｌｏｇ１０阈值”中第４行更改为０．９５。原文为０．９４，计算有

误，Ｌｏｇ１０９应为０．９５。

———分别将表Ｂ．３中“最优模型”、“下限”和“上限”一栏“似然”一列第１２行更改为－７８．８７１、

－８０．７９４和－８０．７９２。原文分别为－７８．８７２、－８０．７９２和－８０．７９３，计算有误。

———将表Ｂ．４中“……初始边界上下限为－２．８４和－１．７９”更改为“……初始边界上下限为

－２．８４和－１．８７”。原文有误，与其表Ｂ．３中第２２行列出的计算结果不符。

———将表Ｂ．６“对数似然”中第２行和第３行的－４７．７７更改为－４７．７６。原文有误，与其表

Ｂ．５最后一行列出的计算结果不符。

ｆ）　检验步骤部分：在５．６．３．２合并数据的组阈值中，对“玷染”一词加注了解释，以利于理解。

本标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工商大学、上海爱普

香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赵镭、刘文、汪厚银、冯士雍、宋焕禄、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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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阈值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感官分析，常见于食品和饮料的感官研究文献中。化学刺激物的感官阈

值数据常用于两方面的研究：度量评价员或评价小组对特殊刺激物的敏感性，以及度量化学物质能引起

评价员产生感官反应的能力。前者，阈值的大小可用来判断评价员的评价水平；后者，则可作为某种化

学物质特性的度量指标。

术语“阈值”是１９世纪心理生理学家提出的，表示一个刺激物的浓度：高于此浓度刺激物可被觉察，

低于此浓度则不能被觉察［见图１ａ）］。

ａ）传统概念上的阈值 ｂ）概率意义上的阈值

图１　传统概念上的阈值和概率意义上的阈值

但实际上，刺激物浓度与相对应的觉察概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表现为Ｓ形曲线１
）［见图１ｂ）］。为便于

计算，可假定阈值是波动的，因有些特殊刺激物的浓度有时会高于或低于阈值，通过估计这些瞬时值的

中位数可得到阈值，即阈值表示觉察概率为０．５时的刺激物的浓度。阈值的这个定义类似于生物学的

一些学科如药理学、毒理学中有关化学物质对生物体半数效应的定义。

水或空气中某物质的觉察阈值若经多个实验室检测，结果往往在两三个甚至多个数量级的范围内

变动，大大超出了预期的实验误差或者数据处理所造成的差异［６，１０，１４］。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各实验室

对阈值概念的定义不同或者采用的检验程序不同，因此Ｄｅｖｏｓ
［６］提出了一个检测空气中阈值的标准化

程序。

使用本标准应注意，觉察阈值的确定需要更多实验工作而不是简单的表观描述。实验结果表明，经

多次反复测试后，观测到的个体阈值趋于降低，个体之间的变异趋于减小。阈值测定起初通常是一项陌

生的工作，当评价员熟悉了被检物质和检验程序后，他们的灵敏度就会提高。３ＡＦＣ法的程序要求评

价员能够识别刺激物。程序训练虽然很繁琐，但反过来也会产生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即每位评价员的偏

好性觉察范围。当实验者了解了每位评价员的偏好觉察范围，并为之提供相适应的浓度范围时，检验结

果将会改进，见６．３。

１）　本标准基于采用３ＡＦＣ法对刺激物进行检验，觉察概率狆ｄ＝１．５×狆ｃ－０．５，其中狆ｃ 表示做出正确选择的概

率。严格地说，这是评价员行为的“猜测模型”，而不是评价员判断过程的心理测量学模型，如信号检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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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选配法

（３犃犉犆）测定嗅觉、味觉和风味

觉察阈值的一般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采用三点选配法（３ＡＦＣ）测定化学刺激物所引起的嗅觉、味觉和风味反应数据，并通

过数据处理进行阈值估计、误差估计和与检测相关的其他统计方法的一般导则。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评价员对特定刺激物的敏感性和检测化学物质引起感官反应的特性，如：

ａ）　测定评价员对特定刺激物的敏感性：主要用于对个体或特定总体中个体敏感性差异的研究，以

及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疾病、药物作用和环境条件对敏感性的影响研究。

ｂ）　检测化学物质引起感官反应的特性：主要用于以下五个方面：

１）　风味化学研究及特定化学物质对食品风味影响的研究；

２）　根据目前环境中存在的化学物质对人类的影响，对其分类；

３）　化学物质的分子结构与其作为刺激物所具有的刺激性之间的关系研究；

４）　排放气体、水、食品和饮料的质量保证；

５）　嗅觉生理反应的研究。

注：在以上情况中，因为评价员做出正确反应的概率随着刺激强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这种变化的情况分析即剂

量响应关系曲线的斜率，也是除阈值测定之外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本标准中的数据处理过程提供了这方面

的信息。

本标准的核心是数据的获取和计算程序。对于数据的有效性，本标准仅给出了一般规则和预先警

告。本标准中未严格区分“觉察阈值”和“差别阈值”。实际上，本标准测定的就是差别阈值，因为被检样

是通过与参比样相比较而测量的。但本标准并不排除在实验设计时参比样中含有刺激物，或者说并不

清楚参比样中是否含有刺激物。此外，本标准也不适用于ＧＢ／Ｔ１０２２１《感官分析术语》中定义的识别

阈值的检测，且不涉及测定空气质量的标准化方法（如欧盟标准ＥＮ１３７２５的方法
［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０２２１—１９９８　感官分析术语（ｉｄｔＩＳＯ５４９２：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６２９１—１９９６　感官分析　专家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导则（ｉｄｔＩＳＯ８５８６２：１９９４）

ＩＳＯ６６５８：１９８５　感官分析方法总论（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ＩＳＯ８５８６１：１９９３　感官分析　评价员的选拔、培训和管理导则　第１部分：优选评价员的选拔

（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ｏｒｓ—Ｐａｒｔ１：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ＩＳＯ８５８９：１９８８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Ｓｅｎｓｏ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ｅｓｔｒｏｏｍｓ）

注：本标准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标准如下：

———ＧＢ／Ｔ１０２２０—１９８８　感官分析方法总论（ｎｅｑＩＳＯ６６５８：１９８５）；

———ＧＢ／Ｔ１３８６８—１９９２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ｅｑｖＩＳＯ８５８９：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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