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符号!重复检测后!结果差异很大!重复性很差!但仪器并无

报警!通过逐样排查!最后发现搅拌棒附有脏物!在搅拌后未清

洗干净!引起交叉污染!致使结果忽高忽低#

F'%

!

原因
!

搅拌棒是仪器在执行样品分析前!对试剂和样品

进行搅拌!起致充分混合作用!由于长期的水环境和腐蚀性试

剂的接触!使搅拌棒出现肉眼难以发现的微蚀现象!使蛋白缓

慢黏附其上!不易冲洗!因此!搅拌棒要经常用无水乙醇擦拭!

防止交叉污染#

F'&

!

处理
!

用棉签沾
(!c

的乙醇!将搅拌棒全部擦洗!除去

黏附物!再用蒸馏水擦洗后!检测结果稳定!重复性好#

G

!

搅拌机构上升时不到上限点&反应杯一侧'

G'$

!

现象
!

当搅拌棒运行至反应杯中搅拌完毕上抬过程中!

出现停机!在维护菜单中!按复位键!作机械检查!又出现搅拌

机构停机#

G'%

!

原因
!

搅拌棒轴杆在使用过程中"润滑油易吸附灰尘!形

成油污!造成机械上下动作不通畅'

.

(

#

G'&

!

处理
!

将仪器左侧和前上方的挡板拆开!用一根长玻棒

一端绑上纱布块!在左侧面将搅拌棒轴杆上半部分油污擦净!

涂上少许润滑油!在前上方将轴杆下半部分油污擦净也涂上润

滑油)注$润滑油不能涂太多*!再反复执行机械检查!如果仍然

不能解决!将纱布块浸上
(!c

的乙醇进行擦洗浸润!再重复以

上动作!即可消除此故障#

L

!

软盘未插入

L'$

!

现象
!

仪器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

VS

未插入,而报警

并停机#

L'%

!

原因
!

由于驱动器进入灰尘!数据不能读出'

&

(

#日常维

护中要经常使用清洗盘进行清洗!再用封板胶将软盘口封闭!

减少灰尘进入#

L'&

!

处理
!

将系统盘和参数盘取出!用日立公司随机配备的

清洗盘进行驱动器清洗!再更换已备份的系统盘和参数盘)注$

当系统盘出现上述报警时!不能关闭电源!否则仪器将无法开

机运行*#

以上故障提示!正确使用"维护"保养是保证仪器正常运行

的关键'

(

(

#同时保证仪器的运行环境符合要求!特别是防尘!

只要按操作手册规范进行经常化"正规化保养!及时准确地排

除仪器的故障!就能够使仪器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和性能!发挥

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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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使用与排障"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中的质量监控参数

张锦泉"

"曹
!

丽"

"管传云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医院-

"'

检验科(

0'

优育实验室"辽宁锦州
"0"##"

#

!!

摘
!

要!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中"使用仪器配套检测系统的实验室"仪器完善的智能监控系统和警示系统为仪器的检测

质量提供了保证'使用自建检测系统的用户"仪器的监控参数需要技术人员自行设置'不设置或者关闭监控与警示系统"在仪器

出现故障时或遇到特殊标本时可能带来质量隐患'

关键词!质量控制(

!

校准(

!

生化分析仪(

!

参数设置(

!

监控方法(

!

限额参数

!"#

$

"#'%()(

%

*

'+,,-'").%/$"%#'0#""'"('#$$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0#""

#

"(/00!&/#%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广泛应用既显著提高了检验工作效

率!也为提高检验质量提供了平台#使用仪器配套检测系统的

实验室!仪器完善的智能监控系统和警示系统为仪器的检测质

量提供了保证'

"

(

#使用自建检测系统的用户!仪器的检测参数

和监控参数需要技术人员自行设置#不设置或者关闭监控与

警示系统!在仪器出现故障或者遇到特殊标本时都有可能带来

质量隐患'

0

(

#甚至在不知觉的时候!将一些失真的检验结果混

入正式报告中!影响临床诊治#现就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中

与检测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些监控参数总结如下#

$

!

试剂空白监控+

&/L

,

试剂空白监控是通过设置试剂空白吸光度的极限值来实

现的#对于反应吸光度上升的项目!应设置试剂空白吸光度的

最大值!对于反应吸光度下降的项目应设置试剂空白吸光度的

最小值#如果试剂空白测定值超出监控范围!仪器自动报警提

示!说明试剂已经变质不能继续使用#操作者要检查试剂保存

条件"试剂有效期"试剂是否加错"稀释比例是否正确"有无污

染或是否存在干扰等#其设置方法$)

"

*有些试剂提供了该监

控值!可参照试剂说明书设置.)

0

*通过实际检测后设置#考虑

各实验室仪器的性能状况不尽相同!建议以实际测定后的设置

最为可靠#

%

!

校准空白吸光度和校准品吸光度监控+

&

,

很多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都可以设置校准空白吸光度和校

准品吸光度的允许范围#该范围的正确设置可以监控试剂!尤

其是校准品本身的问题#如果实测值超出此范围!提示检查试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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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是否变质"是否正确使用校准品#常发生在应该使用校准液

进行校准时使用了普通标准液!忽视了基质效应的影响!或者

校准品被污染"发生变质等#

&

!

校准重复性监控+

&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校准!一般可设置成进行两次或三次

重复检测后计算#两次重复一般取平均值进行计算!三次重复

有的是取三次均值用于计算!有的是弃最大值和最小值用中间

值来计算#每次重复校准的吸光度差值有一允许误差范围!即

校准重复性允许误差范围!用于校准时的质量监控#如果校准

时报警提示超校准重复性误差范围!说明在样品或试剂定量加

样"反应温度及光电检测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存在问题#

F

!

反应敏感度监控+

&

*

G

,

在仪器稳定!相同校准品吸光度与校准空白吸光度之差一

般保持恒定!处于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就是敏感度

监控范围#在敏感度监控范围内其差值越大越好!说明检测越

敏感!在样本浓度较低时也能得到较好的测定结果#如果差值

变小!甚至低于敏感度监控范围!则检测不敏感!低浓度标本检

测结果不可靠#其原因常见于试剂"校准品变质!或者质量低

下#也可能与仪器的硬件老化有关!如仪器光源灯亮度降低"

信号放大系统"模数转换系统故障等#

G

!

校准
T

值监控和多点校准中的离散性监控

正常情况下!同一检测项目的试剂和校准品基本稳定!前

后两次校准获得的
T

值)

T]

I,:5

12,

*)

I,:5

$为校准品浓度!下

同*基本一致#

T

值之差常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比如
0#c

!超出

此范围则会提示校准失败#在多点校准或者非线性的多点校

准中!可以根据检测项目适用类型选择不同数学计算模式!可

以是直线性!也可以是曲线性#仪器根据实际测量结果计算出

理论
T

理论值#如果设置了离散性监控参数
*6

)一般通过对每

个浓度的校准品多次重复测定计算均值)

O

*和标准差)

*6

*获

得*!则仪器将通过比较校准品实测
12,

与计算
12,

)计算
12,

]

I:,5

T

理论

*之差是否在设定的离散性监控范围内!超出范围将提

示校准故障!多与校准品质量有关!也与比色杯清洗不彻底!仪

器混匀不良有关#

L

!

速率法线性误差监控&

79:<3+-97+:

;

c

'

+

F

*

Q

,

速率法线性监控是用来评价速率法检测项目主读数时间

内吸光度变化是否呈线性改变#在速率法测定酶活性的反应

中!自动生化仪一般都能设置线性误差)

c

*范围!如在雅培仪

器的原装试剂参数中其范围大都设置为
"#c

#如果测定过程

中出现超出线性误差)

c

*范围情况!则仪器报警提示!说明该

反应不稳定!或者存在干扰!检测结果不可靠#

监控反应是否呈线性变化的方法很多!各个厂家不尽相

同#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用在主读数时间内前
%

个读点的每

分钟吸光度变化值
"

16

%

8+-

!减去最后
%

个读点的每分钟吸

光度变化值
"

12

%

8+-

!再除以所有读点的每分钟吸光度变化

值
"

1

%

8+-

!即 )

"

16

%

8+-e

"

12

%

8+-

*%

"

1

%

8+-h"##]

J1KMD>FM1J>K\c

#若测定后计算值超出设定的线性误

差)

c

*范围)如$

f"#c

*!则反应属非线性
FD

!应查找可能来

自于试剂"样本"仪器各方面的影响因素!避免发出错误报告#

Q

!

吸光度范围监控&

12,3+8+:,

'

+

S

,

吸光度范围与试剂盒性能密切相关!质量差的试剂盒!其

吸光度范围小!实际工作中应根据实际检测数据来设置#对于

吸光度上升的反应设置吸光度上限!对于吸光度下降的反应设

置吸光度下限#一般是以主波长测定的吸光度是否超出反应

参数中设置的高限或低限来监控#不设置吸光度范围监控参

数!在样本浓度极高时会发生反应未达终点却已出现+底物耗

尽,现象'

"#

(

#仪器不报警提示!导致检测结果严重失真!但又

难以发现而混入正式报告中!误导临床诊治#

R

!

颜色校正&

N4347N477<N:+4-

'

设置颜色校正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样本本身颜色对实际测

定吸光度的影响#当设置了
12,3+8+:,

反应限监控后!如果在

主波长有样本颜色引起的高吸光度值!则可能在未设置颜色校

正时出现超
12,3+8+:,

报警提示#设置颜色校正功能后!仪器

将把样本颜色产生的吸光度加上预先设置的
12,

范围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建立一个新的
12,

范围!用来监控反应吸光度是

否超出范围和给出超范围报警提示#该功能避免了由于样本

颜色引起的假超限报警!避免了复查和浪费#

S

!

反应过程监测&

7<9N:+4-N@<NR

'

该功能主要用于监控免疫比浊检测中是否出现+前带现

象,#在免疫反应中!如果样本中抗原浓度远远超过试剂中抗

体浓度!则由于+抗体耗尽,!检测结果严重降低!出现所谓的

+前带现象,#样本必须稀释后重新检测才能得到正确报告#

监控方法是在反应读数时间范围内定义两个读光点
1

和

=

!在主波长获得两读光点的吸光度值
1

"

=

!通过计算
1e=

之

差或
1

%

=

比值!并与设定的
1e=

之差或
1

%

=

的比值监控范

围比较来监控是否存在+前带现象,#监控范围需要经过实际

检测来确定!与样本%试剂"监控时间点"反应温度"检测波长等

有关#

$T

!

吸光度最大变异&

92,4729-N<89Y+8P8G97+92+3+:

;

'

吸光度最大变异是用来评价终点法检测项目主读数时间

内吸光度的稳定性#当选择反应模式为终点法时!在主读数时

间内的吸光度变异将被监测#一旦设置了可接受的吸光度变

异范围!则当吸光度变异超出此范围将报警提示检测错误#应

检查主读数时间是否设置在反应终点的吸光度稳定期!以及仪

器电源是否稳定"光源灯和光电检测器是否老化"反应温度是

否恒定"光路是否有干扰等#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虽然种类繁多!参数名称也不尽相同!

但其检测原理却基本相似#只要熟悉了其工作原理!对相应参

数有了充分的理解和正确设置!就能让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带来

高效率!提供高品质服务#一定要放弃只重视基本检测!不重

视仪器检验过程监控的错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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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分析仪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焦瑞宝"唐吉斌"王传发

!安徽省铜陵市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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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丹麦雷度
1=D&#V3<Y

血气分析仪是近年来的一款便携式全自动分析仪"可检测全血中的
A

B

$血气$电解质$葡萄

糖和红细胞压积'该中心自
0#"#

年添置该血气分析仪以来"使用过程中偶尔碰到一些故障"常见故障有温度传感器错误$测试卡

堵塞以及系统循环失败'良好的仪器性能需要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并指定专人定期维护"使得故障及时发现和排除'

关键词!设备失效(

!

血气分析仪(

!

排除

!"#

$

"#'%()(

%

*

'+,,-'").%/$"%#'0#""'"('#$!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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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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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雷度
1=D&#V3<Y

血气分析仪是近年来生产的一款

便携式全自动分析仪!可检测全血中的
A

B

"血气"电解质"葡

萄糖和红细胞压积!该仪器每次吸入检测标本量约为
.#

&

D

!

可接受注射器标本和毛细血管血液标本#测试卡含有
"

个低

容量流通池!所有检测传感器均集中在
"

个多用可卸传感器盒

内!盒式流通池内有
"

个参比电极和加热元件!前者用于电位

测定传感器和整数温度传感器!后者用于精确温度控制#试剂

包由
!

个溶液袋组成!其中
$

个袋内含有不同血气"电解质和

代谢物检测浓度的
F>?K

认证溶液的张力液体.第
!

个袋内收

集内部和外部的废弃的液体#该血气分析仪内置的自动质控

系统)

bI%

*每间隔一定时间进行一次系统循环!对血气"电解

质和葡萄糖进行
%

个水平的自动质量控制!对血细胞压积进行

0

个水平的质控!并进行定标.也可用手动质控溶液进行质量

控制#

该中心自
0#"#

年添置该血气分析仪以来!使用过程中偶

尔碰到一些故障!现将常见问题及排除措施介绍如下#)

"

*温

度传感器错误$将测试卡取下!再直接安装在机器上!手动运行

两点定标.)

0

*测试卡堵塞$检测前如果发现测试卡的可视检测

舱内有残留血液!应启动手动冲洗程序.如若还是不行!将测试

卡取下!用注射器抽取蒸馏水将测试卡冲洗干净后!直接安装

在机器上!手动运行两点定标.)

%

*参数显示黄色或红色$将测

试卡取下!用注射器抽取稀释的酶液冲洗!再用蒸馏水冲洗干

净!直接安装在机器上后!运行手动两点定标#

其次!常见的故障还有系统循环失败!分为单个参数循环

越界和多个参数循环越界#在系统循环中!测试卡和试剂包中

所有溶液接触!并进行测量#在进行测量和计算结果时!发现

任何超出范围的参数都会被标记出来!并且认为系统循环失

败#)

"

*测试卡单个参数越界$在任何血气分析仪中!定标或质

控失败都可能是由于一个测试功能不符合特定标准或测试卡

接触的定标物质不充足而引起#排除措施$

+

执行手动系统循

环!在试剂泵循环时!滚轮旋转!反复弹拉测试卡传输泵管!帮

助排除测试卡管道和检测室中可能残留的气泡.

)

如果相同的

参数持续越出定标或质控范围!更换测试卡!甚至更换试剂包#

)

0

*测试卡多个参数越界$空气污染是多个参数失败的最可能

原因#其次!参比凝胶渗入检测舱内也会导致#检查空气污染

的可能来源!包括液路系统中所有开放的区域!如仪器和测试

卡的连接部位!仪器和试剂包的连接部位#常见的空气来源

有$

+

测试卡的检测室的空气来自以前的样本或由冲洗的液体

带入.

)

测试卡的液体入口和仪器复合管阀之间封闭不完全!

可能导致空气进入液路系统.

(

内部管道和活瓣可能脱落或堵

塞.

,

任何一个溶液中的容量不足也可能导致空气污染#)

%

*

排除措施$

+

测试卡连接故障!如果怀疑有堵塞!用一个抽满蒸

馏水的注射器连接到测试卡的液路接口上!注入蒸馏水!注意

不能让液体接触测试卡背面的连排针尖!必要时更换测试卡.

)

试剂包故障!检查试剂包窗口!确保是清洁的!溢出的试剂用

柔软潮湿的布擦掉!检查仪器卡口内的阀!确保清洁和干燥!必

要时更换试剂包.

(

如果测试卡和试剂包确认是安全的!仍有

空气污染!其来源可能是仪器内部的管道和活瓣!应联系雷度

厂家技术支持#

1=D&#V3<Y

血气分析仪的日常维护简单"易操作!并有视

频教程指导操作#维护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

*每次分析样

本后!要用纱布或纸巾擦拭进样针的外面.)

0

*清洗消毒触摸屏

时!要先给分析仪断开电源!并且不得使用含有次氯酸钠的消

毒剂.)

%

*更换试剂包和测试卡时进行预防性维护!可用
.#c

乙醇消毒清洁!但不得用湿布擦拭测试卡或仪器接口处的连排

针尖.)

$

*用浸过清洁液的不含棉绒的布擦去废液引流管周围

的残留物质#良好的仪器性能需要做好日常维护保养"故障及

时发现和排除!这样才能更好发挥仪器的作用!为临床提供及

时"有价值的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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