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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生化分析仪的使用环境&仪器保养和维护&定标和质控!并总结了常见故障报

警分析与应对方法!以使仪器处于最佳状态!确保检验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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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生化

分析仪(该仪器操作简单#使用干片试剂#无废液排出利于环

保#使临床生化急诊项目的检测速度和准确性得以提高(现将

近几年来笔者在日常工作中使用该仪器的体会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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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使用环境

@#@

!

仪器要安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室内温度

最好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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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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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宜#室内湿度最好控制在

"&c

#

$&c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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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为宜(室内要保持清洁#尽量避免灰尘

对仪器的光路'电路及机械系统造成污染#减少仪器的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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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应配备
a+7

稳压电源#以保证供电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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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保养和维护

要充分认识到日常保养的重要性#正确'及时的保养不仅

可以降低仪器的故障率#而且可以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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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专人管理#并负责仪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

录及核实日常的质控工作)

!

*

(

A#A

!

要保持进样轨道以及传递臂的清洁#经常排空废混合杯'

废吸头的收集盒#排空废干片盒收集桶#特别注意要经常排空

废干片收集盒#以防废干片盒满载后发生干片被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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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检查仪器上的干片存量#以便及时装载干片#特别注

意新的干片从冰箱中取出后一定要在室温下复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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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

装载(定期更换参比液小吸头和免疫冲洗液小吸头#并清洁其

吸嘴部分#每
"@E

更换
!

次参比液和冲洗液#并清洁参比液及

冲洗液的盒盖和密封垫#以防有结晶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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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观察
"

个试剂仓的温度和湿度情况#注意仪器有无

温度和湿度的报警#以便及时更换保湿剂或干燥剂(特别是在

夏季天气潮湿'室内湿度增大时#要注意及时更换干燥剂#而冬

季室内相对干燥时要注意及时更换保湿剂(更换的干燥剂可

以放在
!&&W

的烤箱内烘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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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可延长烘干时间#

待冷却后密封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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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用软盘备份仪器的已有数据和定标数据#建议每
'

个月备份
!

次#定期更换反射光度计的灯泡#建议
@

#

$

个月更

换
!

次%定期执行室白参考片的校正系数程序#使误差控制在

&#&'

以内%定期执行压片的清洗#根据工作量的多少#建议每

个月清洗更换
!

次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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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定标和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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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需要定标

B#@#@

!

试剂的批号发生改变时需要定标#所有检测项目定标

周期超过
$

个月#不论试剂批号是否发生改变#都必须重新进

行定标(有些检测项目敏感性较高$如血氨和胆红素&#建议最

好每个月定标
!

次(另外#血钾'钠'氯参比液的批号发生改变

时#都需要定标(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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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质控出现异常#重复检测仍不能消除#分析不出原

因#需立刻停止检测#进行该项目的定标(仪器进行光路保养'

清洗压片'更换灯泡后#或是仪器断电经过搬运再重新安装调

试后都需要重新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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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定标所必需的条件

B#A#@

!

首先必须有规范的仪器日常维护和保养#确保仪器运

转状态良好(其次试剂的干片'定标品的
R8D

液及质控品的正

确储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B#A#A

!

正确的定标品和质控品的复融操作更是决定定标是否

成功的关键因素(定标品和质控品从冰箱取出后一定要按规

定放置
!E

左右平衡至室温才可进行复融#定标品复融后应在

规定时间内马上进行定标#室温下建议最长不超过
"E

#否则会

影响一些酶类的定标结果(

B#A#B

!

在仪器上编辑好定标程序后开始定标(定标完成后#

查看定标的参数值#与以往的参数比较#看是否有较大的差异(

然后用高值和低值的质控品做对应项目的质控检测#每份做
"

次#进行重复性检测#以检验定标的质量(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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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B#B#@

!

有条件的实验室最好是每天都做室内质控#以确保检

验质量(每个实验室都要建立完善的质量分析系统(建立仪

器质控失控分析记录本#记录失控项目'失控时间'失控原因和

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建立起完整的分析评价体系#有条件的最

好做比对试验(

B#B#A

!

积极参加室间质评工作#来查看该仪器和所在实验室

的检测能力#以便发现问题#并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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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故障及报警分析与应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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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样臂不能到位
!

常见编码及英文提示有!

3"3

$采样臂

不能被激活&'

L*?

$采样臂传感器错误&'

L"*

$采样臂泵反应

超时&'

L2"

$采样时发现错误的样本&'

L*/

$采样臂压力高&(

报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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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液面感应$压力转换器&和标本缺失的

探测功能#当有凝块或标本放错位置#仪器感应不到液面时就

报警(解决办法!对样本重新处理%检查样本是否放错位置并

更正%仪器做初始化#重新检测(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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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片不能弹出
!

仪器按条码把试剂存储在
"

个试剂仓

中#可容纳
$&

个干片匣#其中
!

号仓
'%

个匣#

"

号仓
"%

个匣(

每使用
!

个干片由干片供应转子把干片由匣内弹出移至加样

位置(干片不能弹出的报警及解决方法包括!

Z_7

$加试剂的

推片尺通道未清空&#解决方法是转动推片尺马达旋转钮以清

空推片尺通道%

%@$

$测试开始时未找到干片试剂&#此时应检查

试剂库存#将所缺试剂补上%

.2@

$推片尺传感错误&#解决方法

是清空推片尺通道#做初始化%

.")

$

,4

部位发现废干片推片

尺错误&#应清空推片尺通道#检查干片轨道'压板盖'推片尺上

是否有污物#可用纱布或棉签蘸蒸馏水擦洗(具体操作是打开

右上盖#找到储片区观察孔并打开#拆除压板#向右下方向转动

干片分配电机左侧的旋钮#直至听到发出齿轮声为止#将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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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从干片分配区域收回#拆下那些已从干片匣中推出并悬在干

片匣之外的干片#关闭观察孔盖#触摸,

Z/Z6Z*XZhL

-做初始

化#使分析仪返回到正常工作状态(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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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架卡住
!

新仪器易出现此故障(解决方法是打开左

上盖#左移传送臂与左侧第
!

轨道对齐(用手抓住被卡的样品

架#下压样品架固定夹#将架滑出传送臂并滑入左侧第
!

轨道#

将传送臂右移#使挂钩与样品架耳离开#关闭上盖(触摸状态

控制栏,

Z/Z6Z*XZhL

-做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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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报警
!

干片是把检验试剂分层固定在塑料载体

上#用于单次分析患者体液样本的化学芯片(干片的试剂含量

有限#患者样本中被测物含量则是未知的'无限的#因此诊断干

片设立了底物耗尽条件#以便发现高浓度样品(当吸光度大于

设定限量或极限量时仪器有如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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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超出范

围#结果偏高%

$*6

读数超出范围#结果偏低%

$,"

读数超出范

围%

$L$

$

$X*

&底物耗尽(解决办法!如在检测结果前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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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或在标本类型上有
2-

'

27

提示#则必须用生理盐水稀

释后重新测定#自动或手工输入稀释倍数(

C#D

!

环境报警
!

'_a

$试剂仓外部温度监控失败&%

'-"

$试剂

仓内部温度监控失败&%

'-(

$试剂仓湿度监控失败&%

'_\

$孵

育盘温度监控失败&(为了保证试剂稳定#监测干片仓的温度'

湿度#

"

个干片仓的温度应在
!'

#

"'W

#

!

号仓的相对湿度在

"$c

#

@&c

#

"

号仓的相对湿度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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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因打扫卫生使

空气湿度增加#仪器会报警#如已更换干片储藏盒内的干燥剂'

保湿剂#则不需做任何处理#仪器会自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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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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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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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生化分析仪是高准确度'高精密度的

急诊生化仪#而且具有所需标本量极少'检测项目多'速度快'

故障率低等优点)

"5'

*

(其操作简便'快速#可随时随地进行#除

吸头和废干片外无其他任何废液'废物(且不用蒸馏水#符合

环保要求)

@

*

#与其他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相关性良好)

%53

*

(但是

任何仪器都需要平时的正确保养和维护#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性

能优势#更好'更快地为临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新仪器的使用一般分
'

个时期!初期处于按说明操作摸索

期#易损伤电子元件%熟练操作期即最佳效益期#仪器故障较

少%仪器损耗期#即各个元件磨损到一定程度#是机械零件'光

学系统的故障频发时期(为确保仪器正常运行#仪器放置要平

稳#电压要稳定#防止突然断电烧坏电路板%仪器房内安装空

调%经常擦拭仪器表面'

@

个轨道及
@

个托架底座#保证滑道通

畅%定期进行地面除尘#勤换空气过滤网#每日清理
'

个废品

仓#保持周围温度
!$

#

"3W

)

(

*

(

操作时#使用带有橡皮的铅笔#用橡皮点击屏幕#不要用手

触摸#因油脂会使屏幕不灵敏(在短时间内样本集中放一托架

上#尽量减少不必要轨道摩擦(每
"@E

更换
!

次参比液和参

比液加样头#防止因液体挥发导致结果偏高或结晶堵塞加样

头(更换速率法反射光度计的灯泡时#做到新灯泡稳定
'&98>

后再调试(各滤光片的电压都在
'#%

#

(\

之间#发现参考读

数小于
'\

时#就要清洁光路(定期请工程师保养光路(为了

保证检验质量#应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正确使用仪器#尽量缩

短摸索期#延长效益期#使仪器达到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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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雌二醇的性能验证

张静兰!陈
!

磊!易浔飞!王开宇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全军检验医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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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对
,;>DCJB1+

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雌二醇的主要分析性能进行验证%方法
!

参考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化协会"

,X7Z

$系列文件和相关文献!对
,;>DCJB1+

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检测血清雌二醇的精密度&准确度&分析测量范围进行性

能验证和评价!并将实验结果与
,XZ*]33

进行比较%结果
!

雌二醇批内&批间不精密度均小于
,XZ*]33

允许的误差#

@

个浓度校

准品检测结果与靶值的相对偏倚均小于
,XZ*]33

允许的误差#分析测量范围为
$#$(

#

(?@#&3

0F

'

9X

#临床可报告范围为
$#$(

#

(?@&#3

0F

'

9X

%结论
!

,;>DCJB1+

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测定血清雌二醇的主要性能均能满足临床检验的要求%

关键词"发光#

!

雌二醇#

!

分析性能#

!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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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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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DCJB1+

化学发光免疫系统是利用化学发光技

术和磁性微粒子分离技术相结合的测定方法(但在其实际临

床应用中#由于实验室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项目的分析

性能上可能同厂家声明的有所不同%同时检测系统的分析性能

能够满足临床要求也是医学实验室认可和检验结果互认的根

本保证)

!5"

*

(因此本文根据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

,X7Z

&颁布的系列文件和相关文献#对
,;>DCJB1+

化学发光

免疫系统的雌二醇$

L"

&检测项目进行精密度'准确度'分析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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