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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日常保养及故障报警处理的经验%方法
"

将仪器日常维护保

养和保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现象和报警提示符号后的解决方法!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

及时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对故障报警现象及原因进行处理!排除故障使仪器正常运行%结论
"

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掌握一些

排除仪器故障的方法!使仪器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和性能!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及时$准确$可靠%

关键词"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

故障排除&

"

仪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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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是德国罗氏诊断有限公司生产的自动

化'随机存取'多通道软件控制的全中文操作分析仪#以电化学

发光法$

&)(

%进行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功能'激素'心肌标志物

等检测(

"

)

*该仪器具有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灵敏度及重

复性好'维护方便等特点(

%

)

*现就使用该仪器中的日常保养与

故障处理经验作如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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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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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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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路清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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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47

针内的污染可能会降低样本检测

准确度和精密度或堵塞测量池通道*为保持液体通道干净和

维持测量池的性能#应按正确的步骤顺序清洗
(U)

液路(

"

)

*

步骤!打开针保护盖#从试剂仓中的瓶组
"

上取出
I

7;L4::

瓶#

取
.

O

5L:4F8

试剂
BH(

#灌满适配器的.

i.&V

/室$较小的室%#

将被灌满
.

O

5L:4F8

的适配器小心插入试剂仓内瓶组
"

的.

I

7;*

L4::

/位置#标记.

i.&V

/的边缘朝着分析仪后部#清空废液桶#

确认其他
=

个.

I

7;L4::

/和.

):4F8L4::

/瓶液量充足#且瓶盖打开#

关闭针保护盖#在.综合功能/中的.维护/界面打开.

(U)

液路

清洗/窗口#选择循环次数#按.开始/键#大约
"!HD8

后结束#

取出适配器#用蒸馏水彻底冲洗干净#将.

I

7;L4::

/瓶放回瓶组
"

位置*

?>@

"

更换注射器管道
"

注射器长期使用有可能会导致管道液

体渗漏和微堵#影响吸液量的准确性和分析仪正确清洗测量池

的能力*步骤!选择.综合功能/中的.维护/#打开.更换测量

池/窗口#选择.开始/#管道内液体即被清除#关闭操作开关电

源&取下配件上的管道#移走系统水容器#使用纸巾覆盖吸样管

下部区域#防止渗漏和可能的污染#小心取下金属板上的配件

管道#再从注射器上取下管道#将新管道插入注射口#确认管道

为
"A$HH

#旋紧管道末端#避免管道卷曲&接通分析仪#在.综

合功能/中的.维护/界面#选定.

5D

II

47

针冲洗/#输入冲洗
"$

次#选择.开始/#系统排除
5D

II

47

中的空气后进行
5D

II

47

灌注#

同时检查配件处和管道上有无渗漏&在.维护/项目列表中选择

.测量池准备/窗口#按.开始/#系统开始使用
I

7;L4::

清洗测量

池#更换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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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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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磁珠搅拌棒
"

磁珠搅拌棒主要用于混合磁珠#并保

证悬浮液的均匀*应定期检查磁珠搅拌棒#除去可见的污物#

如搅拌棒臂上或搅拌棒上的红色斑点*棒上的污点可能引起

故障#影响结果*步骤!将仪器切换至.备用/模式#将搅拌棒臂

移至便于接触的位置#使用
!$@

异丙醇浸泡的纱布小心擦拭

搅拌棒表面#再用蒸馏水浸泡的纱布重新擦拭#期间不能弯曲

搅拌棒#否者有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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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5D

II

47

针
"

5D

II

47

针使用容积式的取样方式将经过

孵育的反应混合液吸取至测量池#针上的污物会导致污染和液

体残留#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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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47

针应每日清洗*步骤!关闭分析仪#

将
5D

II

47

针移至容易操作区域#用
!$@

异丙醇浸泡的纱布块

擦拭针表面#再用蒸馏水擦拭#期间不能弯曲探针#不能碰触探

针上部*

?>C

"

清洗冲洗站
"

冲洗站用于冲洗样本试剂探针'磁珠搅拌

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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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针#冲洗站的污物可能会导致残留#引起污染(

E

)

*

步骤!将样本试剂针'磁珠搅拌棒和
5D

II

47

针从冲洗站上移开#

用带有管道的注射器抽吸冲洗站内的水#使用
!$@

异丙醇浸

泡的棉签仔细擦洗冲洗站#再使用蒸馏水反复冲洗
%

次#重新

灌满冲洗站内的水#启动系统复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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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处理

@>?

"

开机后仪器运行初始化#出现.

"A*$%*$B

和
"A*$=*$%

/报

警而停机#提示抓手不能到达或停止在
g

复位位置#或不能回

到
_

方向上的初始位置(

#

)

*首先考虑废物盒的渗漏物导致而

引发抓手移动的报警#经检查废物盒无渗漏#而在废物盒上的

孵育盘表面和吸取位有残留突起的污物#使抓手还未到达孵育

盘#位置传感器已感应到位#导致误报警*排除方法!关闭分析

仪#尽量往左边移动样本试剂针臂#用沾有蒸馏水的纱布清除

孵育盘表面突起污物#再用棉签擦拭
=%

个孵育位和吸取位$铝

部件不能用有机试剂%#清洗完毕用干纱布擦干孵育盘表面和

孵育位$否则将再次引起抓手报警%#开机进行复位操作#报警

清除*

@>@

"

仪器在测试过程中出现.

V4F

P

>T

/报警#样本试剂针停留

在试剂仓位的上方#考虑为试剂有气泡#试剂针在吸取过程中

检测到错误的水平信号而停机(

-

)

*排除方法!将此试剂盒取

出#用棉签移除试剂表面的气泡#再选择.应用/界面中的.维

护/#执行.系统重设/维护项目#报警消除#此时需重测此项目*

@>A

"

仪器在运行初始化时报警.

):4QL4::

装置/而停机#提示

未发现系统试剂瓶组#而
0)

和
))

试剂瓶组都存在#考虑由试

剂量不足而引起#将
"

室的
%

个小半瓶
0)

"

))

试剂更换成新

装满瓶#运行初始化#报警依然出现#再考虑由光传感器故障引

起*排除方法!打开针保护盖#将
5D

II

47

针臂尽量往左移#取出

0)

"

))

试剂瓶组#仔细检查室后面的位置
%

和
=

的光传感器#

发现上面吸附有灰尘和许多细小的棉纤维#阻挡了光感应#使

光传感器敏感性下降#无法检测瓶装置#用干棉签轻轻拭擦干

净$不能使用湿棉签#否则再次引起报警%#再运行初始化#无

报警*

@>B

"

仪器在检测中出现.

EB*$"*$"

/报警#提示样本不足或有

凝块(

!

)

*排除方法!检查样本是否不足或有凝块#重新离心样

本#挑出凝块#如继续报警#再检查样品试剂针是否太脏或有黏

附物#导致污染或残留而报警#用纱布块沾
!$@

异丙醇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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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蒸馏水擦洗
"

次#消除报警*

在日常工作和使用过程中#只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

作和维护保养#保证仪器运行环境符合要求#就能够使仪器有

良好的工作状态和性能#从而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延长仪

器的使用寿命#更好地为工作服务(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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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警示标志联合反应曲线进行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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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检测结果出现警示标志与反应曲线的相关性!以确定结果的可靠性%方法
"

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分析项

目!将出现各种警示标志的项目按要求进行重测%结果
"

出现
n

$

_

$

3

警示标志但其反应曲线在反应期内呈线性!则其结果仍具

有可靠性&出现
n

$

R

$

\

$

,

警示标志!其反应曲线不成线性!则其结果出现较大的误差!易造成临床误诊%结论
"

检测结果出现警

示标志但其反应曲线呈线性则其结果可靠!否则应对标本采取重测%

关键词"警示标志&

"

反应曲线&

"

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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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医院购买了全自动生化

仪#全自动生化仪的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检验人

员工作负荷#但对高端仪器的掌握与操作需要有合格的岗位技

术人员(

"*%

)

*从事临床生化检验多年#多次遇到检测结果出现

各种警示标志#若不仔细分析检测项目警示标志的含义以及检

测项目反应曲线变化情况#将出现较大的误差#给临床带来误

诊*现将实验室常遇到的几种警示标志与其反应曲线变化情

况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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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标本均取自该院门诊与住院患者血清*

@

"

仪器与试剂

!"$$

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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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移酶试剂由四

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E""$="

*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试剂由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

"

B!%$"#

"

"

*三酰甘油检测试剂由南京汇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批号!

""$B$%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试剂由四川

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

*

A

"

常见警示标志(实验结果与反应曲线情况

B

"

处理对策

图
"

检测结果出现警示标志
n

#

n

符号常提示测定结果超

出了设定界限#要求稀释标本再测*但分析测定项目的反应曲

线情况#可见检测项目在检测反应时间内呈线性反应#符合酶

促反应的基本要求*将标本稀释后再测定#其结果与未稀释时

的结果比较#其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fE>A@

%&造成误差的

主要原因是标本稀释后#其基质效应发生改变#酶活性受到影

响#可以认为其测定结果具有可靠性#勿需稀释再测*

图
%

检测结果同样出现警示标志
n

#分析其反应曲线变化

情况#可见检测项目在监测时间内反应曲线不呈线性#说明在

到达反应监测时间末#底物已完全被耗尽*将标本稀释后重

测#其测得结果与未稀释前比较#相差
"

#

%

倍#误差较大#标本

应稀释后重测*

图
=

#

#

检测结果出现警示标志
R

'

\

'

,

&

R

'

\

'

,

符号常提示

测定吸光度全部或部分超出了反应界限值*查其测定反应曲

线时#可见检测项目在测定时间内反应曲线呈弯曲或平坦的曲

线#已不成线性#这说明检测项目的酶活性浓度极高#标本测定

时在延迟反应阶段底物已被大量耗尽#因而在监测时间内反应

曲线呈弯曲或平坦状*将标本进行稀释后再测#其测得的结果

与未稀释时测得的结果比较#相差几倍乃至几十倍*

图
-

检测结果出现警示标志
3

#

3

常提示前后
-

点吸光

度变化率比较超出了线性界限值#但其检测曲线在测定时间内

呈线性反应#符合酶促反应基本要求*这种情况常见于样本混

浊或含有杂质*因全自动生化仪可用双波长检测项目#能够对

混浊'溶血'黄疸等样本具有补偿效果#还可以补偿电源变动造

成的影响#从而进行稳定的测定*将标本稀释后测得值与未稀

释测得值相比较#其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f=>%@

%#造成误

差的主要原因是标本稀释后#其基质效应发生改变#酶活性受

到影响#可以认为其测定结果具有可靠性#勿需稀释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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