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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目前在大中型医院

被广泛应用于急诊+常规+特殊项目检验#系统采用创新的整合

设计理念#广泛的机上菜单#使用简便#有效整合了
XA6YHB

的
'*+Q,B*-O5

干化学技术+

'*+Q,6*

1

微量湿生化技术+

'*.

+Q,c5--

增强化学发光技术+

'*+Q,B58N,Q

标本外观检测技术和

A895--*+>5+U

全程质量监控技术#集成多种检测系统增强了标本

处理能力#样品处理中置式设计#可智能并列进行处理生化和

免疫分析#降低了仪器内部移动标本架或样品分杯的需求#优

化标本周转时间#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多达
E!$

个试剂仓位#

每次可进行超过
E$$

项检测#

E$

个用户自定义的检测通道#随

时插入急诊检测标本#在全部
XA6YHB

平台上运用标准化的

试剂#在不中断工作流程的情况下#平衡工作流程#优化标本周

转时间和工作效能)能够同时处理生化和免疫分析#应对高峰

时段的工作需求)干化学模块性能评价与大型普通湿化学分

析仪检测结果有很高的一致性'

E.D

(

)操作期间可更换试剂+耗

材和废物#极大延长了仪器正常运行时间)

XA6YHB!#$$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具有自动故障报警

装置#如果报警级别低的信息提示#不影响运行#则在点击查看

或初始化后即可复位就绪)当故障停机时通过初始化不能复

位#需要仔细查看报警信息窗口'

!

(

#根据报警内容和解决方案

建议#按提示处理程序操作鉴别+检查+排除故障'

#

(

)

@

!

常见故障原因分析与处理

XA6YHB!#$$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常见故障主要出现

在反射计+孵育盘+加样机械臂+试剂供应仓+吸头供应仓+标本

仓等模块)一些仪器报警的故障代码虽然不同#但在同一模块

且故障点相近或相关#在处置中基本运用相同的处理方法与步

骤#我们将它们归在一类代码提示故障存在)

@F@

!

反射计光源灯光路故障

@F@F@

!

报警代码!

6/:.E$$

"

6/:.$$$

"

6/:.$$E

)报警原

因!反射计灯泡有噪音+反射计电压低+电流异常)处理方法!

关闭
(&E#

电源#等待
;$N

#打开
(&E#

#等待
"$N

#点击初始化)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关闭
(&E#

#等
E!G*8

后反射计灯及底座

冷却后移除反射计光源灯组件#更换新的反射计灯组件时注意

避免碰触污损灯头#打开
(&E#

#重置反射计#退出诊断屏面#进

行初始化)

@F@FA

!

报警代码!

%c<.$;$

"

6/I.;E)

)报警原因!反射计增

益超限#反射计镜片有碎屑)处理方法!清洁光源灯头#保养

光路)

@F@FB

!

报警代码!

:7H.$;<

)报警原因!光源灯泡损坏#电流

为
$

)处理方法!更换新的备用灯泡)

@FA

!

干化学孵育盘模块故障

@FAF@

!

报警代码!

67E.<";

"

6Z$.<$:

)报警原因!

%'

环+

('

"

Y6

环移动标记位移错误&推片尺+退片尺移动标记位移

错误&干片推出不到位或退出不完全造成歪斜+重叠)处理方

法!如果初始化失败#进行手动孵育盘清洁#观察孵育器中

6*

1

-,+29,Q

及丢弃位有无干片重叠+歪斜和不到位#如有则清

理干片)复原孵育盘盖#点击初始化)如果初始化失败#关闭

(&"E

#等待
;$N

后重新打开
(&"E

#等待
"$N

后点击初始化)

@FAFA

!

报警代码!

6Z$.E$:

"

6Z".E$7

"

6ZE.E$"

)报警原因!

皮带脱落致
('

"

Y6

环边缘位置错误不能初始化)处理方法!

安装复位皮带#若仍报
('

"

Y6

环边缘位置错误#翻转皮带调

节松紧#复位后初始化可恢复正常#如再反复皮带脱落则应更

换新皮带)

@FAFB

!

报警代码!

6'H.!C=

"

6Z".<$E

)报警原因!更换参比

液后主盖未关好引起盖锁应接连锁打开#

%'

环传感器电磁干

扰#移动控制初始化命令丢失#

%'

环移动标记移位过少)处

理方法!清洁
%'

环传感器#初始化后正常)

@FB

!

孵育盘模块故障

@FBF@

!

报警代码!

'ZE.E$E

"

'ZE.<D"

"

'Z".;7E

"

'Z".;&D

"

'Z".;7D

"

'ZI.I7&

"

'ZI.<&E

)报警原因!外环移至原位#太

少标记移位#孵育盘出现机械性卡死或堵塞#无法初始化)处

理方法!试验完成后打开左侧顶盖#将两个清洗站和加样位抬

起靠边#照度计抬起#打开孵育盘盖#依次取出
;

个孵育环#清

除破损杯子等造成阻塞的物体#用干净的无纺布清洁擦拭孵育

环及底座后放回并调整孵育盘至位置)依次还原复位后点击

初始化恢复就绪)

@FBFA

!

报警代码!

'&'.;$;

"

%7$.E"$

"

%Z$.E"$

)报警原因!

反应杯分配器螺旋出现机械性阻塞或试剂包阻塞#传感器不

洁#处理方法!用干棉签或纱布清洁传感器#按
X.:H(B

操作#

清除反应杯试剂仓阻塞物)复位后点击初始化)

@FBFB

!

报警代码!

&'&.;$;

"

'&#.;EE

"

'&#.;E;

)报警原因!

位置不准#反应杯松动或粘连)处理方法!用干棉签或纱布清

洁传感器#调节
c?@@:AB%?KB?

位置#零部件复位后点击初

始化)

@FC

!

加样臂与试剂臂模块故障

@FCF@

!

报警代码!

6'!.D!7

"

6'!.D!&

"

6'!.D!(

"

6?!.D!7

"

6?!.D!&

"

6?!.D!(

"

6'E.;K=

"

6'#.D@7

"

6'@.DI7

)报 警 原

因!样本量不足+有气泡&吸头损坏加样装置漏气#密封器需要

清洁&加样针或试剂针没有及时保养或损坏)处理方法!

6'E.

;K=

仅需初始化即可#检测标本管液面或位置是否正确+有无

气泡#是否血清不足&用湿润的去离子水棉签放入主要吸头密

封器内快速旋转
;

!

!

次后更换棉签同前再次清洁
"

次清洁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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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头#进行加样头漏气+滞后测试)

@FCFA

!

报警代码!

')?.D/&

"

')!.DE&

"

')!.D"&

)报警原

因!标本中有凝块+颗粒或胶体物质#加样头堵塞)处理方法!

检查标本有无凝块#是否需要分离血清至新标本杯或重离心#

如果加样针有堵塞用细针疏通#如短时内不能疏通则更换配件

保养盒中绿色针筒中的新针)

@FCFB

!

报警代码!

'CC.#$$

"

'CE.;ED

)报警原因!信号试剂

加样臂机械移动受阻)处理办法!固定信号试剂模块管道#查

看信号试剂剩余量#在
'?:

中重置#初始化恢复操作)特别

需要注意的是#信号试剂转盘在做转换备用信号试剂时有时会

动作延迟#请耐心等待自动转换#切勿手动助推转盘#因信号试

剂吸液针是由陶瓷材料制成#在伸出吸液状态下手动转换极易

造成吸液针折断无法修复)

@FD

!

试剂供应仓故障

@FDF@

!

报警代码!

'&H."$$

)报警原因!干片供应仓试剂片卡

死致试剂包开包器初始化至原位无标记移位)处理办法!打开

试剂仓手动转动舱盘#把卡住的试剂片取出复位即可)

@FDFA

!

报警代码!

67$.!$:

"

67$.E$:

)报警原因!供应仓弹

夹卡死无法初始化)处理方法!打开右侧上盖#及试剂舱盖#转

动干片分配推片旋钮#直到把推片尺全部收回#打开透明压盘

罩取下两个白色弹簧压盘#将未回落到试剂仓内的弹夹取出)

复原零部件#点击初始化)

@FDFB

!

报警代码!

67E.<;E

)报警原因!推片尺因有明显折痕

致推片故障#供应仓弹夹卡死无法转动)处理方法!更换推片

尺#初始化复位)

@FDFC

!

报警代码!

67E.<";

)报警原因!推片尺
.%'

环传感器

位移或尺条污物致推片尺
.%'

环至原位标记移位过快)处理

方法!调整
:N

1

58N5/,G5

传感器位置#清洁
%'

环+推片尺的

两个传感器及尺条#复位后初始化)

@FM

!

吸头供应仓模块故障

@FMF@

!

报警代码!

66E."$(

"

66I.DD$

"

66I.D$E

"

66C.;"D

)

报警原因!吸头由仪器左侧供应仓通过轨道自动供应
6*

1

头到

仪器中部
6*

1

环型转盘运输过程出现堵塞或传感器不灵敏造

成运转障碍)处理方法!打开左侧门拉出
6*

1

供应仓#检查

X5QN26*

1

的剩余量#漏斗区的
6*

1

头需放适量至刻度线#如转

盘未卡但斜坡直轨道上发红色光传感器附近没有
6*

1

头#则是

污尘致传感器不灵敏#用纱布或棉签擦拭传感器后转盘运送

6*

1

头正常)

@FMFA

!

报警代码!

66H.D$=

"

66H.D$$

)报警原因!

6*

1

N4

11

-

0

吸头卡住)处理方法!取出卡死的吸头#缓冲区的
6*

1

头过多

容易卡死旋转轨道#适度取出一些手动旋转转盘解除卡死)

@FMFB

!

报警代码!

66C.#$=

)报警原因!

6*

1

环上重叠双吸

头)处理方法!检查
6*

1

管道和清除
6*

1

环上重叠双吸头)

@FN

!

离子参比液免疫洗液模块故障

@FNF@

!

报警代码!

6)!.DD7

"

6)#.D"7

)报警原因!

?Y)

加样

头内部金属管因生锈堵死造成加样吸头加塞)处理方法!用细

钢丝小心疏通堵塞处后#更换参比液)

@FNFA

!

报警代码!

6)#.D"Z

)报警原因!

?Y)

加样头护套未拧

到位#致
?Y)

加样分配吸头升高)处理方法!拧紧吸头护套#

更换吸头#复位)

@FNFB

!

报警代码!

'k=.E$$

"

'k=."$$

"

'k=.;$$

"

'k=.E$D

"

'k=.E$<

)报警原因!更换通用洗液后空气压力传感器检测到

压力低)处理方法!检测通用洗液瓶上的快速接头并按紧#检

测白色瓶盖是否漏气#或重新安装洗液瓶)

@FU

!

环境因素模块故障

@FUF@

!

报警代码!

6?H.;C)

)报警原因!室温过高散热差致

hB

加样载袈初始化丢失
.

伺服器错误)处理方法!室温降低前

局部用电扇快速通风降温#手工移动
hB

加样头#复位后初

始化)

@FUFA

!

报警代码!

6hA.E$E

)报警原因!背部电源板板箱温度

过高)处理方法!暂时打开板箱面板#增强散热)

@FUFB

!

报警代码!

67=.D$!

"

67=.I$!

)报警原因!干片供应仓

"

相对湿度超出
$F$

!

E!F$(

#干片供应仓
E

相对湿度超出

"<F!

!

;=F!(

)处理方法!查看显示器中环境监测实时数据#

若干化学供应仓
E

或
"

湿度高于上限#进行干燥剂更换#若干

化学供应仓
E

或
"

湿度低于下限#进行保湿剂加湿)

@FV

!

通讯模块故障

报警代码!

%k".$EE

"

%k".$$!

)报警原因!

@AB

与分析仪之

间的连接失败#未能发送
]B

查询)原因可能是实验室计算机

脱机或与系统间传输线缆脱断#

@AB

系统设置仪器对应实验项

目通道号与系统检测项目通道号不一致)处理方法!检查传输

线缆#重新启动实验室计算机及
@AB

软件连接#调整检测项目

在
@AB

上仪器对应的通道号与
!#$$

系统保持一致)

A

!

保养维护内容与方法

AF@

!

日保养
!

每天必须清洁仪器的触摸屏和键盘#丢弃废干

片与吸头#检查生化干片和免疫试剂的容量#卸载排空干片盒

和免疫试剂空盒#并装载样品吸头#查看各稀释液+离子参比液

是否必要更换#核对仪器的时间#核对日常质控等)

AFA

!

周保养
!

清洁
'*+Q,c5--

孵育器+第一加样热封器+辅助

吸头密封罩+标本供应仓+吸样位+漏气测试垫+键盘+触摸屏幕

及第二加样头热封器#子系统清洁使用维护保养包#保养结束

后卸载保养包#常温保存)更换储藏器
(

内的保湿剂及储藏器

&

内的干燥剂)清洁加样头尖嘴部分+干片丢弃口+推片尺+仪

器观察窗+孵育器和干片通道)

AFB

!

月保养
!

清洁
'*+Q,B58N,Q

封盖和转盘区域#检查+清洁

4A7

试剂供应仓封盖#清洁
XA6YHBX5QN26*

1

供应仓轨道#检

查+清洁试剂仓#冷却过滤网)执行系统备份#检查+清洁主计

算机过滤网$

"

个月%#清洁
%'

丢弃通道和防蒸发盖#清洁
%'

孵育位和推片通道#运行压片反射测定)

AFC

!

半年保养
!

清洁两个吸头热封器#

6*

1

@,+29,Q

#

'*+Q,.

N-*O5*8+4R29,Q

凸轮#

&2Q+,O5Y52O5Q

#离子干片丢弃斜坡#

(4.

S5995

丢弃通道#加样+试剂
%Q,R,N+*N

#

c2N>T5--BY

打液针#所

有推片尺传感器#

%'

#

Y6

"

('

位置传感器#

'*+Q,T5--*8+4R2.

9,Q

#

?Y)

"

Ac)

位置传感器#加样臂位置传感器#

6*

1

%Q,+5NN,Q

传感器#吸头供应中心传感器及轨道#

@52U

1

2O

#推片尺及孵育

盘底座#干湿化学光路#仪器表面及电脑电路板滤尘网#更换

X5QN26*

1

装载器压缩机滤芯#更换系统过滤网#系统备份)

B

!

讨
!!

论

XA6YHB!#$$

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由于整合了直接离

子选择电极法+干化学+湿化学+发光免疫多种检测技术#光路+

电路+温浴冷却+真空负压+液路管道+三维机械运臂等模块非

常复杂#自动化程度较高#在操作处理功能强大的同时#也会因

保养+操作或系统本身原因出现一些故障而影响正常检测)若

对仪器保养不仔细+不恰当#很容易造成机械性堵塞和电路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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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如果制订出科学+合理的维护保养措施#仪器操作人员严

格执行日+周+月保养#就会减少故障的发生率)如果在运行中

发生了一些非电子集成模块的机械故障#操作人员通过仔细查

看故障信息并通过提示按程序应急处理排除一些常见故障#就

可以减少等待专业工程师前来维修所花费的宝贵时间#及时为

临床和患者报告检测结果#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仪器操作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充分了解仪器的工作原

理#认真学习仪器使用说明及使用注意事项#按流程规范操作#

定期接受操作相关培训#积极与专业工程师沟通#重视仪器的

日常保养与维护)把仪器的故障率降至最低#有助于实验室降

低成本#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扩大处理能力#并提高检测品

质)保障仪器的使用效率和检测结果都达到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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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靶形红细胞是指红细胞中央和周边着色浓#中间有一条透

明带隔离'

E

(

#其形似墨西哥草帽呈靶状#故而得名#较正常红细

胞扁而薄#故又称薄细胞'

"

(

)靶形红细胞可以是小红细胞+正

常红细胞#也可以是大红细胞'

;

(

)健康人占
E]

!

"]

'

D

(

#新生

儿略多一些)笔者在工作中遇到
E

例败血症伴胆汁淤积症检

出大量正常靶形红细胞的病例#患者经抗感染+利胆汁治疗后

出院#现报道如下)

@

!

病例资料

患者#女#

#

月#

"$E!

年
E$

月
;$

日因不规则热#热峰达

;IF;\

#头孢克肟
"!G

L

"

次"日+安儿宁
EF!

L

;

次"日治疗
D

O

后发热峰值较前无下降+发热间隔时间无延长收治入院)体

格检查!患者急性病容#无畏寒+抽搐#全身皮肤无出血点+淤

点+淤斑#浅表淋巴结无肿大#巩膜无黄染#咽部黏膜充血+红

肿#扁桃体无肿大#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音#无胸膜

摩擦音)肝脾无肿大#精神+进食一般#发育正常#营养中等)

辅助检查!腹部
&

超示胆囊壁增厚#胸片示两下肺纹理增多)

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DF!I[E$

I

"

@

-

#中性粒细胞
D<F$]

#淋

巴细胞
;"F=]

#血红蛋白
I<

L

"

@

#红细胞
;FD"[E$

E"

"

@

#血细

胞比容
"IFD]

#红细胞平均体积
<#P@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

含量
"<F=

1L

#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

L

"

@

#

(.

反应蛋白

IF#;G

L

"

@

-

&总胆红素
!;F#$

"

G,-

"

@

-

#直接胆红素
D!FD<

"

G,-

"

@

-

#总胆汁酸
E=!F!

"

G,-

"

@

-

#碱性磷酸酶
D#$F=h

"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F$h

"

@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E$;FEh

"

@

-

#

@.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FDh

"

@

-

#降钙素原

"F;!8

L

"

G@

-

&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正常#血红蛋白电泳检查

无异常血红蛋白出现&血涂片显微镜检查!部分中性粒细胞胞

质中可见中毒颗粒+空泡#正常靶形红细胞明显增多$达
"$]

%

$图
E

%#血培养示人葡萄球菌生长#本菌为
'Y(KB

$系多重耐

药菌%#对红霉素+万古霉素敏感#诊断为败血症+胆汁淤积症)

予退热等对症+支持治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抗感染#茵栀黄

利胆汁排泄)

DO

后实验室检查!白细胞
E=F=<[E$

I

"

@

-

#

(.

反应蛋白
!F<"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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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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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F=$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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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胆红

素
;"F!$

"

G,-

"

@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F!h

"

@

-

#天门冬

氨酸氨基转移酶
E$<FEh

"

@

-

#总胆汁酸
E!$F!

"

G,-

"

@

-

#碱

性磷酸酶
D;EF$h

"

@

-

#

@.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F$h

"

@

-

#

血培养阴性)患儿无发热+咳嗽#咽部无充血#双肺未闻及

音#心腹部无明显异常#于
"$E!

年
EE

月
#

日办理出院)

图
E

!!

正常靶形红细胞%

E$$[E$

'

A

!

讨
!!

论

在临床上靶形红细胞常常与小红细胞密切相关#常见于低

色素性贫血#如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

!

(

$又称地中海贫血+海

洋性贫血+

(,,-5

0

贫血%+地中海贫血综合征+某些血红蛋白病

$如血红蛋白
:

+

?

+

/

病%+某些缺铁性贫血+铁粒幼细胞性贫

血'

#

(

+慢性病贫血$某些肿瘤及骨髓转移癌等%+溶血性贫血+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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