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院“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长江学者”、中科院

心理所周雯博士依托中国科学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STS）项目，基于中国人群开发

的嗅觉评估设备，是我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嗅觉功能评估工具，且已建立全国

大样本常模数据库，为我国临床嗅觉功能评估提供了文化适应性的解决方案，填补了

市场空白，且与即将上市的嗅觉康复训练产品构成了嗅觉检测-干预的闭环。 

相关论文已在嗅觉领域的国际刊物(Chemical Senses,2019,Vol 44,189-195)上发表，新华

网、中国网均有报道。产品已获批 2 项实用新型专利，1 项著作权登记，并有 4 项发

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待批。技术成果转化公司已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落地，

获得东吴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创新人才团队项目支持。 

 

嗅觉识别测验（Odor IdentificationTest） 

通过闻到并准确指出所闻到气味的名称，评估受试者对气味的记忆及认识功能。 

一、性能指标：  

1、16 种及 40 种气味版本。 

2、重测信度：0.92，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 

3、临床检测敏感度为 75%，特异度为 71%，具有较好的临床适用性。性别敏感性-女

性比男性平均高约 3 分；年龄敏感性—青年比中年平均高约 4 分； 

 

二、产品特点： 

1、完全本土化的气味库： 



（1）中国人群高熟悉性、高可识别度的气味项目：相对于国际同类产品，正确率提高

15%以上，提升了测验的有效性，降低了嗅觉障碍的误诊率。 

（2）除少量日化用品气味外，其它气味均采用可食用香精，保证了产品的安全性。 

2、全国唯一大样本常模（正常值）数据库：科学、客观、有效的测试得分评估标尺。 

（1）全国 24 个省，科学分层抽样法，采集了 2595 例实测数据，覆盖从 5 岁到 85 岁

以上各个年龄段的男女群体，建立全国大样本常模数据库。 

（2）通过智能 AI 技术比对分析常模数据库，回归年龄、性别、区域、族群等人口学

因素，客观准确评估受试者的嗅觉功能水平。 

3、测试时间短，16 种气味项目 10 分钟内，40 种气味项目 25 分钟内，大幅减轻临床

操作负担。 

4、重复使用嗅棒，仅灌装嗅剂，（1000 人次／半年）加灌嗅剂，成本更低。 

5、配套智能软件： 

（1）客户端：微信小程序、iOS／安卓 APP，windows 等操作平台，无需纸笔作答。 

（2）医院独立帐号和数据库，确保数据安全，并可打印所有数据及测试问卷。 

（3）自动化：客户端作答，自动反馈评估结果，生成诊断报告单。 

（4）数字化：数字化数据存储，便于与患者其它检测报告汇总，便于医院间会诊，符

合精准医疗的应用场景需要，有助于后续进行数据挖掘，开展科学研究。 

 

 

医院登录界面： 

 

个人基本信息采集： 



 

 

 

 

 

作答界面： 



 

 

 

 

 

 

 

大数据分析界面 



 

测试数据下载界面：可下载测验问卷的全部测试数据。 

 

 

可追踪某位患者多次测试的数据变化。 

 

 

 

 

三、竞品对比： 

 美国竞品 德国竞品 本产品 优势 



文化适应性 否 否 是 
正确率提升 15% 

更好的检测有效性 

气味项目数量 40／12 16 40／16 兼具效果与效率 

气味源 工业合成单质 工业合成单质 可食用香精 
更好的辨识度 

和安全性 

常模数据库 西方 西方 本土化 
针对于我国国民 

科学的评估标尺 

作答方式 纸笔 纸笔 客户端 
即时数据存储 

即时评估结果反馈 

医院独立数据库 无 无 有 确保数据安全 

 

 

 

 

嗅觉阈值测验（Odor ThresholdTest） 

通过评估受试者所能够闻到的某种气味的最低浓度，评估其嗅觉阈值。 

性能参数及特点：  

1、气味具有明显的气味特征，不易产生嗅觉适应；仅单纯的嗅觉刺激，不涉及三叉神

经。 

2、气味浓度梯度量级：10-8～10-2 

3、20 支气味棒 

4、测试时间短， 10 分钟内可完成测试，大幅减轻临床操作负担。 



5、重复使用嗅棒，仅灌装嗅剂，（1000 人次／半年）加灌嗅剂，成本更低。 

 

嗅觉辨别测验（Odor  DiscriminationTest） 

通过对 16 组（每组 3 支，两支气味一样，一支不一样）气味的嗅闻，找出每组中不同

气味的那一支，评估受试者对气味的分辨能力。 

性能参数及特点：  

1、16 个检测项目。 

2、先后闻取 3 个气味，判断其中哪个气味与另外 2 个不同。 

3、16 种不同的目标气味，减少气味重复出现所带来嗅觉分辨以外的影响，如：气味

学习或者适应。 

4、检测包含少量易于分辨和难于分辨的项目，以及适量中等难度的项目，以确保具有

良好的区分度。 

5、检测包含分子结构距离远近的梯度分布。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嗅觉系统成熟

的标志之一，即是对于分子结构相近的气味分辨的精细化。检测项目的分子结构梯

度，有助于优化对于嗅觉成熟性的检测。 

6、在传统区分内容（气味单质的区分）之外，增加混合物气味的区分，丰富了检测范

围。 

7、一半检测项目包含熟悉气味，另一半包含不熟悉的气味，以平衡熟悉性的影响。 

嗅觉康复训练-芳香疗法  

嗅觉训练是患者主动反复嗅吸各种类型的嗅剂，以提升嗅觉功能。大量研究证实，嗅

觉训练可诱导脑部神经重塑、增加绣球体积，上感后、外伤性、特发性及神经退行性



疾病相关嗅觉障碍均可通过嗅觉训练得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