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携带污染率指标进行了验证#为临床提供了详实*准确*可

靠的依据#

JSY!$!%4

实验室认证活动在本院评审的顺利通过#

使本实验室的管理水平和技术力量均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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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7D?g]a0$&

尿沉渣分析仪少见故障与处理

赵
!

静

"山东省肥城市矿业中心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本文报道了
S

A

7D?g]a0$&

尿沉渣分析仪在应用工作中遇到的少见的
*

种故障及如何分析处理%

SC?EBC

空错误信

息&

SC?EBC

温度高&

SED

I

>?7C9@B

等错误报警的分析处理%在随机的仪器说明书中没有列举这几种特殊问题!通过分析排查!解决

了上述报警!以供参考%

关键词"

7

A

7D?g]a0$&

尿沉渣分析仪#

!

故障#

!

处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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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日本
S

A

7D?g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尿液

有形成分分析仪)该仪器采用流式细胞和电阻抗原理#可自动

计数
XN2

*

\N2

*

,2

*

2/S.

和
N/2.$

种有形成分#同时还提

供其他病理成分的提示信息#实现了尿液常规检测的标准化和

量化#避免了人为因素影响#结果准确可靠#为临床疾病诊治提

供了更为精确的数据)本文把该仪器在
*

年的应用中遇到的

一些少见故障*原因分析及如何处理等情况报道如下#以供同

行参考)

?

!

SC?EBC

加热器温度高

?#?

!

现象及原因检查
!

测定标本时#报警
SC?EBC

温度升高#

无法进行测定)查阅仪器说明书#原因为
SC?EBC

加热器的温

度处于
**

!

*+)

的范围之外#解决方法是与
S

A

7D?g

服务代

表联系)经排查发现#此报警信息在开机
*&D68

内较少发生#

一般发生在开机
*&D68

至
!C

之后#笔者也曾首先怀疑仪器电

路问题#但经厂家工程师检查*测量*更换电路板等措施后#证

实电路板没有问题)然后逐一排查#发现此报警信息发生时正

值冬季#中央空调开放之时#室内温度较高%仪器压缩机单元*

稳压延时器*

SC?EBC

箱*废液箱等都同时放置在操作台下#空

间较小#比较封闭#空气流通不好)由于压缩机单元产热严重#

其散热吹风口出热风方向正好吹向墙壁#热量无法外排#造成

局部温度升高#达到
($)

以上#致使软管中的
SC?EBC

被充分

加热#其温度远远高于
*+ )

#故测量时管路中充分加热的

SC?EBC

部分进入测量单元#超过仪器规定的温度范围#仪器报

警出错)

?#@

!

处理
!

将压缩机单元远离
SC?EBC

#并将散热吹风口方向

朝外#使其吹出的热风得到充分流通#解决了软管中
SC?EBC

温

度高的问题#仪器恢复正常)

@

!

SC?EBC

空错误

@#?

!

现象及原因检查
!

在更换
SC?EBC

时#按照正常更换程序

不能正常完成鞘液更换#且执行'

QE68BE68

(后按'

X?;9K?@

(键执

行恢复功能#错误依然存在)按照仪器说明书故障排除进行逐

一排查)更换的
SC?EBC

为满箱#没有问题)接下来对整个液

路系统进行检查#鞘流压力正常#负压均在范围之内#管路接头

和整个管道连接没有异常#也没有压折部位#说明液路系统正

常)最后开始检查浮子开关部分#连接
!*

号浮子开关的鞘液

出入管路正常#然后检查连接主机背面的鞘液气泡出口的
!#%

DDb*#(DD

的连接软管#也没有发现异常)随后打开仪器

右侧面板#检查连接仪器内部至主机背面的鞘液气泡出口的软

管部分#发现此部分软管内有大量的黄色颗粒状结晶)随后将

软管从两端连接处取下#发现其已经完全将管道堵塞#故障原

因找到)结晶的出现是因为鞘液出口连接管道中流有
SC?EBC

和气泡#时间长了#形成结晶堵塞管道)

@#@

!

处理
!

将软管放入盛有鞘液的玻璃杯中#浸泡
!$D68

#慢

慢用注射器注入鞘液进行湿润#结晶很快融化#管道通畅#随后

连接软管至
!*

号浮动气泡出口和仪器连接处#执行
SC?EBC

更

换#仪器恢复正常)

A

!

样本吸入量不足

A#?

!

现象及原因检查
!

患者标本没有任何结果#错误信息

,

SED

I

>?SC9@B

-)按照正常操作程序#清洁进样针和
a>9H2?>>

保养程序#故障仍然存在)执行每周保养!清洁进样过滤器#故

障仍然没有解除)仔细观察样品吸入量#发现吸入量有所减

少#管道又没有堵塞#本文把故障目标集中到进样针及与管道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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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处上)由于本科室这台仪器配备自动进样装置#进样针是

由
"

根钢针焊接在一起使用的#直径较细的
!

根是吸尿液样品

的#较粗的
!

根是自动进样时对样品进行混匀用的)将连接样

品针的细软管从过滤器处拔出#用注射器从软管处注入液体#

流出的水流基本正常#没有发现滴水和不通畅现象)然后将
"

根针头端用橡胶塞压住#再次注入液体#结果发现#

"

根钢针的

焊接处生锈漏水#造成样品吸入时#进入空气#导致样品吸入量

不足)

A#@

!

处理
!

由于当时手头没有备用样品针#就用
!

根相当于

混匀针内径粗细的细管从混匀针内穿过#针头端与混匀针端平

齐#另一端连接进样针固定#进行测定#解除报警)这种处理方

式临时解决了进样针漏气问题#不过这种方式只能进行手工进

样#无法启动自动进样装置)

以上是笔者在
S

A

7D?g]a0$&

尿沉渣分析仪的使用过程

中发现的
*

种少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通过分析认为#在日常

工作中#操作者要严格仪器操作规程*按时进行仪器的维护保

养并及时记录'

*

(

)坚持质控并认真分析'

(

(

#操作者对仪器的正

常运行状态和各种参数要熟知)只有这样#一旦仪器出现故障

才能运用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去分析和处理)科室要建立仪器

使用*仪器保养及维修记录本'

$

(

#养成良好习惯#提高仪器的使

用效率和检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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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核实并评价罗氏
29GE7;$&!

检测系统总胆红素"

.NJP

$分析测量范围%方法
!

主要参照
L22PS

指南文件

,T'0T"

的要求!收集含高值待测物的新鲜患者血清!按一定比例混合&离心!计算混合物的浓度并将之作为高值样品"

W

$#与同样

处理获得的低值样品"

P

$按
$P

&

(PV!W

&

*PV"W

&

"PV*W

&

!PV(W

&

$W

的关系配制!形成系列样品%在罗氏
29GE7;$&!

检测系

统上对各样品
.NJP

进行检测!每个样品检测
(

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

回归方程
-f!#&!!'Id"#'$

!

Gf!#&!!'

!介于

&#4+

!

!#&*

之间!

;E

小于
;&#&$

!说明截距与
&

无显著性差异!回归直线事实上通过零点%结论
!

罗氏
29GE7;$&!

检测系统检测

.NJP

的分析测量范围为
!#(

!

'"(#$

'

D9>

(

P

!稍宽于厂家提供的分析测量范围
!#+

!

'&&

'

D9>

(

P

!完全符合临床检验要求%

关键词"胆红素#

!

检测系统#

!

分析测量范围#

!

验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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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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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测量范围是指系统最终的输出值与被分析物的浓度

或活性成比例的范围)分析测量范围的测量即测定浓度曲线

接近直线的程度#它反应整个系统的输出特性'

!

(

)美国颁布的

.临床实验室修正法案的最终法规/$

2PJ/̀%%=68E>@<>?

&*

JSY

!$!%4

医学实验室认证标准以及美国病理学会$

2/T

&的认证

标准均要求实验室对引进或改变的检测系统做性能验证后方

可应用于常规工作'

"0+

(

)而性能验证中的
!

个重要指标就是对

定量检测系统的分析测量范围进行确认'

%

(

)为了验证罗氏

29GE7;$&!

检测系统总胆红素$

.NJP

&分析测量范围#本文主

要参照
L22PS

指南文件
,T'0T"

'

4

(的要求#对罗氏
29GE7;$&!

检测系统定量检测
.NJP

进行了核实实验#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

检测系统
!

罗氏
29GE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其

配套
.NJP

试剂*校准品*质控品等)

?#?#@

!

样品收集
!

收集
.NJP

高浓度的患者血清#要求外观

澄清#浓度接近或超过厂商提供的分析测量范围高限#将几份

血清混和离心#形成高值样品$

W

&%另外收集
.NJP

尽可能低

的低值血清#同前处理后形成低值样品$

P

&)

?#@

!

方法

?#@#?

!

系列样品配制
!

将收集的
W

和
P

样品按
$P

*

(PV

!W

*

*PV"W

*

"PV*W

*

!PV(W

*

$W

的关系各自配制#形成系

列评价样品)

?#@#@

!

样品检测
!

将系列样品在经校准且两水平质控在控的

罗氏
29GE7;$&!

检测系统上进行检测#

!

日内做
"

次测定#第
!

次从低浓度到高浓度#每个样品做
"

次重复测定%第
"

次从高

浓度到低浓度#每个样品做
"

次重复测定)每个样品共检测
(

次)记录结果#综合所有结果作统计学处理)具体计算方法参

照文献
,T'0T"

文件'

4

(

)

?#A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处理均在
,g;?>"&&*

软件上进行#统

计方法采用
;

检验*直线相关与回归分析)

@

!

结
!!

果

根据试验结果#采取平均斜率来确定高值样品应含有的待

测物的值#然后依照试验样品配制稀释关系#推算出不同样品

中应具有的待测物的值'

!&

(

)这些值成为分析测量范围的预期

值$

I

&#每一样品的检测均值减去低值样品的检测均值为实

测值$

-

&)

.NJP

检测系统分析测量范围的实验数据见表
!

)

在坐标纸上#以
I

表示各样品的预期值#

-

表示各样品的实测

值#得出回归方程
-f!#&!!'Id"#'$

#

8

"

f&#444%

$图
!

&)

Gf!#&!!'

#接近
!

$介于
&#4+

!

!#&*

之间&)

E

与
&

经
;

检验#

;Ef&#+$+4

#

;&#&$f!#+*(

#

;E

小于
;&#&$

#

!

#

&#&$

#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说明截距与
&

无显著性差异#回归直线事实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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