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器报警信息和散点图的提示!用显微镜复检补充!有学者在论

述血片复查标准时建议!每个实验室应自行规定复检条件'

)

(

#

总的来说!

1=a

"

=I

两台血细胞分析仪精密度"相关性"线性良

好!携带污染率少!通过回归方程校正可消除两者之间偏差!基

本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

当同一实验室存在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时!要保证相同

标本同一项目结果的一致性!就很有必要进行性能评估和结果

对比!对预期偏差较大的项目进行校正和调整!以保证同一实

验室结果的可比性!为临床提供准确和稳定的实验室结果#定

期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比对实验是保证其检测结果准确

性的重要手段!正确评价和合理使用血细胞分析仪!对提高临

床检验质量和工作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等
'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E

(

'%

版
'

南

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0##)

$

"0%'

'

0

( 罗春丽
'

临床检验基础'

E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0##$

$

!!'

'

%

( 丛玉隆
'

当代血液分析技术与临床'

E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

'

$

( 王治国
'

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

E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0##$

$

$)'

'

!

( 丛玉隆
'

血液分析仪进展及临床应用'

C

(

'

全军临床检验专修班实

用教材!

"(&(

$

$('

'

!

(

X+<77<JH'X<7+

A

@<793234456+387<G+<U

!

:@<5<8+,<46:@<<

;

</

N4P-:3<PR4N

;

:<5+66<7<-:+93

'

E

(

'I3+-D92E<5

!

0##0

!

00

)

"

*$

0.(/

0(.'

)收稿日期$

0#"#/#)/00

*

"仪器使用与排障"

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常见故障及处理

王佑清"喻
!

飞"王生忠"周本霞"周玉枝"吴
!

雪"刘
!

蓓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介绍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报警现象及处理方法'方法
!

将仪器出现的
)

种

故障报警信息进行总结"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结果
!

根据不同的故障报警现象及原因进行处理"报警及故障排除'结论
!

做好

仪器的日常保养及维护"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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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非常重要'

关键词!设备失效(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参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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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1

文章编号!

").%/$"%#

!

0#""

#

"(/00!./#0

!!

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日立公司专为中国用户开

发的小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触摸屏窗式界面!全中文操

作!具有操作简便灵活!结果准确可靠等优点'

"

(

!能够基本满足

县级医院的生化检验需求!为临床医师提供可靠的诊断数据#

日立
.#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在该科已使用
$

年!现就在使用

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和处理方法!介绍如下#

$

!

废液真空瓶堵塞

$'$

!

现象
!

分析仪在检测过程中!突然连续出现+杯空白异常

IMDD

-,报警讯号并停机!检查发现反应盘上面有许多水溢出!

考虑为废液回流不畅致管路堵塞'

0

(

!打开清洗机构和仪器左侧

板!废液管道畅通!而在废液真空瓶入口处及内壁有大量的蓝

色蛋白沉积物将瓶口堵死!导致吸废液时无负压吸出#

$'%

!

原因
!

由于废液中含有大量蛋白质!如果不及时清洗!日

积月累会堵塞管道和废液真空瓶!日常工作应按月进行彻底清

洗!可避免此类故障#

$'&

!

处理
!

松开固定真空瓶的螺丝!拔下真空瓶口处上部的

废液管!用注射器将
&$

消毒液从瓶口处注入)沿四周不同方向

注射*!可看到沉淀物逐渐减少!瓶口堵塞清除后!用
"#c

次氯

酸钠溶液在机械检查程序驱动下由清洗嘴吸入!进行管道和真

空瓶的彻底清洗!然后再用蒸溜水清洗
0

"

%

次!故障排除#

%

!

恒温反应糟老化和
B>KMJ[MFK

洗特净量加入不足

%'$

!

现象
!

报警名称为+杯空白
?'

停,并停机!打开分析仪上

面护罩!取下清洗机构和反应盘!看到反应糟内壁和反应杯外

壁有许多小汽泡黏附'

%

(

#

%'%

!

原因
!

反应糟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磨损"老化现

象!导致反应糟内壁不光滑!产生汽泡!这种浓缩清洗可
%

个月

"

次)平时用
%c

"

!c

浓度*#另外!恒温反应糟中加入
B>K/

MJ[MFK

洗特净的目的是抑制细菌生长!消除水流动时产生

的汽泡!保持
A

B

稳定!当
B>KMJ[MFK

洗特净量不足时!水

流动就会产生汽泡!附着在反应杯外壁上!当遇到此情况时!再

手工加入
#'!8DB>KMJ[MFK

洗特净!就可消除此报警'

$

(

#

%'&

!

处理
!

将反应糟内的水排干!

"

月纱布块浸上
B>KMJ/

[MFK

洗特净原液!将反应糟内壁反复擦洗)使用一次性手套!

B>KMJ[MFK

洗特净具有强腐蚀性*!再用蒸溜水擦洗
%

"

$

次!用量筒向反应糟中加入蒸溜水
!##8D

!再加入
#'!8D

B>KMJ[MFK

洗特净!重新运行!报警消除#

&

!

SE1

吸光度值超限

&'$

!

现象
!

开机后做吸光度检测发现
%$#-8

处
SE1

吸光

度值达
0$###

)正常为小于
")###

*警报+吸光度超限
1=?

-,并

停机!灯泡和反应杯都是新更换不久!在使用时间内!进行反应

槽清洗!

SE1

值下降很少!考虑光路污染问题'

!

(

#

&'%

!

原因
!

实验室工作人员一般只注意外部光路清洁!当仪

器使用一定年限后!在使用过程中不断吸附灰尘!导致光路内

部不清洁!当其他致
SE1

值居高不下的原因排除后'

)

(

!应考

虑此现象#

&'&

!

处理
!

将反应盘取下!拿掉滤光片外的固定弹簧!再轻轻

取出滤光片!然后用六轮扳手拧松固定凸镜的螺丝!取下的凸

镜和滤光片用
(!c

的乙醇两面擦洗至光亮透彻无污点!自然

干燥!按照拆御时的逆顺序小心安装!谨防镜片脱落)安装时只

能拿镜片边缘!切不可用手捏拿镜片中间产生印迹*!开机检测

SE1

吸光度值降到
"$###

时!故障清除)注$使用特别熟练的

人员才能进行此项处理*#

F

!

搅拌棒污染

F'$

!

现象
!

检验结果打印条出现很多+

D>F'&

,和+

D>EKL

,提

&

.!0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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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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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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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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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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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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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