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
!

检测结果出现警示标志
_

#

_

提示反应杯$水空白测

定后%吸光度超过
=>=1Y.

#而图
!

中检测项目在测定时间内呈

线性反应#符合酶促反应基本要求*这种情况常见于反应杯壁

上有雾化现象#使光线通过比色杯时被部分遮挡所致#将样本

稀释后测得值与未稀释测得值比较#其误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fE>%@

%*全自动生化仪在清洗反应杯后#反应杯通过测光

部位时自动测出杯空白值#并以此测得杯空白值作为以后测定

吸光度的基准值#以后测得的吸光度减去此杯空白值作为样本

测定的吸光度变化值计算样品的浓度*

综合上述#图
"

'图
-

和图
!

虽然出现不同类型的警示标

志#但其在测定时间内反应曲线呈线性#符合酶促反应基本要

求*其测得值与稀释后测得值误差较小#可认为测得值具有可

靠性#勿需稀释再测(

=*E

)

*而图
%

#

#

出现不同的警示标志#且

其在测定时间内反应曲线不呈线性#稀释前后测得结果产生巨

大误差*因此#在检测结果出现各种警示标志时#应与检测项

目的反应曲线相结合起来分析#对检测结果进行判断#以判定

是否对样本采取重测#以减少不必要的复查#造成资源浪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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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检测结果失真
-

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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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仪器与试剂评价!

);9F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常见故障及排除

高
"

云!邵国庆

"河南省肿瘤医院检验科!郑州
E#$$$=

#

""

摘
"

要"目的
"

介绍
);9F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中出现的常见故障及其故障排除方法%方法
"

总结仪器使用过程中

常见的
"$

种故障报警信息!分析其发生原因%结果
"

根据故障报警现象发生原因采取相应处理措施!排除故障%结论
"

做好仪

器的常规维护!对维持生化分析仪的正常运行及减少故障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生化分析仪&

"

故障分析&

"

维修

!"#

!

"$>=B-B

"

C

>D558>"-!=*E"=$>%$"%>$A>$E#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E"=$

"

%$"%

#

$A*$BA$*$%

""

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技术日趋成

熟(

"

)

*

);9F5)#$"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罗氏公司推出的体外

分析仪#该机能同时进行离子与常规生化项目检测#每小时

-$$

测试#具有操作简便#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和高稳定性的特

点(

%

)

*该机可随时添加试剂#密闭试剂的稳定性和重复性都较

好&该机能在不使用时处于睡眠状态#可随到随时唤醒随做#方

便检验工作的及时进行*现将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及处理

方法总结如下*

?

"

198;7HF:.FH

I

:415

I

D7D8

P

?>?

"

原因
"

由于血清样本分离不好#或一些患者血液存在高

纤维蛋白#或由于抽血时间过短#未等血液自然凝固就进行分

离#且分离时间不足#造成在吸样时纤维蛋白同时被吸入'凝结

而导致加样针不完全堵塞(

=*E

)

*同时
);9F5)#$"

的样本针较

细较敏感#极易导致在加样时检测到细小的纤维蛋白#无法准

确吸样*

?>@

"

处理方法
"

再次离心#重新提取血清或拨除血清中凝块'

纤维蛋白#重新进样*若样本针不能经其自行常规冲洗保持通

畅#则需停机后执行(

i6D:D6

O

)

*

(

+FD8648F8L4

)

*

(

.FH

I

:407;94

3F5G

)#进行冲洗后使其保持通畅&此方法若还不能有效使样

本针通畅#则需取下样本针#先用细钢丝排除样品针中可能残

留的纤维蛋白凝块#然后用稀释的.

AE

/溶液及蒸馏水对其内外

表面进行彻底的清洗去除蛋白(

#

)

*

@

"

)4::Y:F8X;N6;KH4F5N74H486

%

@X

或
?MX

&

@>?

"

原因
"

孵育池中有污物附着比色杯或比色杯有划痕#导

致杯空白测定超过规定范围*

@>@

"

处理方法
"

$

"

%关机后清洗孵育池和滤网&$

%

%检查比色

杯是否有划痕或已到使用期限#在做杯空白测定后可以精确查

到出现问题的反应杯#若为比色杯原因则更换一套新的比色

杯(

-

)

*

A

"

0G;6;H4647(FH

I$

A>A1Y.

A>?

"

原因
"

孵育池中有污物附着光路'比色杯杯空白超过规

定值或灯泡超过规定吸光度$

"E$$$

#

"-$$$

%*

A>@

"

处理方法
"

$

"

%关机后清洗孵育池和滤网&$

%

%执行杯空

白检测#观察
=E$8H

吸光度#若杯空白在正常范围#排除孵育

池有污物和比色杯不洁影响的情况下#检查甚至更换新灯泡&

若为比色杯杯空白超过规定范围#则更换新的一套比色杯(

!

)

*

B

"

+4LGF8D5H&77;7

B>?

"

原因
"

仪器在去除废弃试剂盒过程中由于机械抓手无法

正常完成试剂盒的抓取而导致仪器停机*

B>@

"

处理方法
"

若停机时机械抓手抓住试剂盒悬空#试剂仓

盖子为开启状态#则用手取下悬空试剂盒#另取一以往成功抓

取的废弃试剂盒放入试剂仓开启的试剂位#仪器复位后重新执

行废弃试剂盒丢弃程序即可*

C

"

VFLXV;6;7

C>?

"

原因
"

标本架旋转器由于马达抱死导致样本盘无法正常

旋转*

C>@

"

处理方法
"

$

"

%关机后重新启动仪器&$

%

%若$

"

%执行后仍

无效#则考虑请仪器维修工程师处理#甚至更换马达*

I

"

R8LN9F6D;83F647(4M4:6;;:;Q

I>?

"

原因
"

孵育池中水位低*

I>@

"

处理方法
"

检查仪器后方仪表水压#正常应为
$>E

左右#

若水压为零或者水压低于
$>E

#在排除外来供水水压低的情况

+

$A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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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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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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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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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检修或更换压力泵*

J

"

.D

II

47S;WW: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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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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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
"

.D

II

47S;WW:4

移动异常#不能归位*

J>@

"

处理方法
"

$

"

%清洁
.D

II

47S;WW:4

相关传感器&$

%

%给

.D

II

47S;WW:4

齿轮轨道上油&$

=

%保养
R.&V4F

P

486

针'

.FH

I

:4

针'

V4F

P

486V"

和
V%

针的轨道*

K

"

V?

%或
V@

&

V4F

P

48607;94i

I

)

/;Q8

K>?

"

原因
"

V"

$或
V%

%试剂针上下移动异常#不能归位*

K>A

"

处理方法
"

$

"

%观察除去障碍物#执行(

i6D:D6

O

)

*

(

+FD864*

8F8L4

)

*

(

V4546

)#复位后启动仪器#重新操作&$

%

%检查试剂针加

样臂是否有灰尘等物质集聚#阻碍了加样臂上下移动和从试剂

到样品杯间的移动#给摆动臂涂抹适量的专用润滑油#加强摆

动臂的维护(

A

)

*若故障经常发生#则通知仪器维修工程师进行

保养及维修*

L

"

清洗水从反应盘溢出

L>?

"

原因
"

可能为仪器水压过高*

L>@

"

处理方法
"

检查仪器后方仪表水压#正常应为
$>E

左右#

若过高#调节水压表旁边的旋钮至
$>E

左右*

?M

"

反应杯未吸干

?M>?

"

原因
"

可能为冲洗机构的冲洗喷嘴堵塞或冲洗机构的

弹簧弹性差#导致不能充分吸干反应杯*

?M>@

"

处理方法
"

$

"

%用不绣钢丝$或者配合使用稀释的.

AE

/

溶液%疏通喷嘴#再用蒸馏水清洗&$

%

%更换弹簧*

??

"

小
""

结

检验仪器的正常使用'维护和保养是保证仪器正常运行的

关键#对日常检验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B

)

*

);9F5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保养及维修菜单设计合理齐全#功

能强大#在维修过程中必须先要理解各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和

工作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利用诊断菜单中的

各项功能和数据#结合仪器的工作状态#判断所怀疑的部件是

否工作及其工作状态来解决故障#若不能自行解决#则应及时

与仪器维修工程师联系进行维修*此外#还应定期$每天'每

周'每两周'每月'每季度和每半年%或按需要对仪器进行保养

才能减少故障的发生(

"$

)

*平时尽可能详尽地做好维修记录#

这对于今后遇到同样或类似的问题的及时处理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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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排#待细胞成熟后#

R

P

轻链可表达于细胞表面*健康者
Y

淋巴细胞膜表面#有一部分表达
+

轻链#另一部分表达
.

轻链*

肿瘤性
Y

细胞来源于一个共同的
Y

细胞株#其主要特征为
R

P

轻链限制性#即全部肿瘤性
Y

细胞仅表达
+

轻链或者仅表达
.

轻链#也称为克隆性表达*

+

"

.

比例的异常#成为反应性
Y

淋

巴细胞增生和肿瘤性慢性
Y

淋巴细胞增生的鉴别诊断的有效

指标(

E*#

)

*

本研究中
Y

淋巴细胞组和血清组的比较#

=$

例$

B=>!#@

%

+

"

.

的结果相同#其中
"%

例慢性
Y

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A

例肾

病综合征患者&

%

例$

->%#@

%

+

"

.

的结果不同#表现为比值下

降#

%

例均为尿毒症患者*

Y

淋巴细胞和尿液'血清和尿液的

比较中#均出现
=$

例$

B=>!#@

%

+

"

.

的结果相同#

%

例$

->%#@

%

+

"

.

的结果不同#表现为比值上升*其原因可能与
+

轻链相对

分子质量小#易通过肾小球滤过膜从尿中排出的速度快于
.

轻

链#所以血清中
.

轻链含量相对增高'

+

"

.

比值下降*此结果

与国内学者报道基本一致(

-

)

*

流式细胞术检测采用的试剂是单克隆荧光抗体#特异性

强#因此多用于鉴别
Y

淋巴细胞是否有克隆性表达*血清和

尿液中游离
+

'

.

轻链的测定#是浆细胞性疾病'肾脏疾病等的

诊断指标之一(

!

)

*在本实验研究中#结果显示两种检测方法的

结果在
+

"

.

比值上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轻链检测中#流式细胞

术检测技术与散射比浊法相比#因其更多的为手工操作#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不如散射比浊法普及*但对于有血清和

尿液中
+

"

.

比值异常的标本#本组建议同时检测
Y

淋巴细胞膜

上的
+

"

.

比值#以确定该患者血液中是否有
Y

淋巴细胞克隆性

表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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