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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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2366—2008《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选配法(3-AFC)测定嗅觉、味觉和

风味觉察阈值的一般导则》,与GB/T22366—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a) 将“范围”中的注更改为正文内容,将“化学刺激物”更改为“刺激”(见第1章,2008年版的

第1章); 
b) 将术语“刺激物”“待测样”“三点选配法检验”更改为“刺激”“测试样”“三点强迫选择检验”,并

修改了“三点强迫选择检验”的定义(见3.1、3.4和3.5,2008年版的3.1、3.4和3.5);
c) 更改了“检验步骤”中的内容(见4.1,2008年版的4.1);
d) 删除了“数据处理”中关于评价员提交结果的要求(见2008年版的4.2);
e) 删除了“评价员的训练”中“若评价员对样品比较熟悉,则这种偏差可通过强化训练来降低”的

内容(见2008年版的5.4);
f) 更改了“总则”中遵守的要求(见5.5.1,2008年版的5.5.1);

g) 更改了图2“群体嗅觉阈值的分布”(见图2,2008年版的图2);
h) 将“数学和统计模型”中的“pd”更改为“pc”(见6.1,2008年版的6.1);
i) 增加了参数b正、负情况的内容(见6.3.2);

j) 更改了“结果解释”的内容(见6.4,2008年版的6.4);
k) 更改了“基于最大似然法的结果和计算”中的内容,(见B.2.3,2008年版的B.2.3);
l) 更改了“阈值估计中步长误差限初始估计”表中的内容(见表B.4,2008年版的表B.4);
m) 增加了“用线性回归法计算”中对回归模型使用的相关内容,将“log”更改为“ln”(见B.2.4,
2008年版的B.2.4);

n) 增加了“结果和计算”中对B.2的说明(见B.3.3);
o) 将模型3的比较由“1与3”更改为“2与3”(见表B.6,2008年版的表B.6);

p) 将“松油烯”更改为“蒎烯”(见B.4,2008年版的B.4);

q) 将“α-蒎烯”和“β-蒎烯”的C 为1.000mL/m3 时的ln(C)由“-2.30”更改为“0.00”(见表B.7,
2008年版的表B.7)。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3301:2018《感官分析 方法学 采用三点强迫选择法(3-AFC)测定嗅觉、
味觉和风味觉察阈值的一般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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