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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技术人员对仪器除按照仪器维护程序进行定期的

日保养,周保养外#通常还会针对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常

见问题#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排除故障#消除干扰#保

证检测程序的正常进行#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日立
6#5#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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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空白异常

$3$

!

SaRR

报警提示杯空白吸光度与维护画面0杯空白测定1

所测杯空白吸光度之差大于
#314]E

#反应杯通过光路测空白

时
9

次测定中有
1

次或以上超过
!3!4]E

#提示反应杯有污点

或划伤#反应槽内有杂物#光源灯损坏)应对措施!清洗或更换

反应杯#更换灯泡并确认恒温槽是否清洁#清洗反应杯的水量

是否充分)

$3/

!

吸光度超限
!

4]E

报警提示杯空白校正后用于计算的

吸光度值超过
!3!4]E

)应对措施!检查光度光路上有无障碍

物后用棉签擦洗透光窗(检查反应槽是否不洁并及时换水(确

认试剂或设置位置有无错误(检查反应杯的透明度)光源灯损

坏是否损坏(排除上述影响因素后在维护画面作杯空白

测定*

1

+

)

/

!

反应界限值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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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J/1

#

RcJ/2

报警提示线性异常#

RcM

#

cMN

报

警提示线性异常)应对措施!检查仪器搅拌机构是否异常(稀

释样品再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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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盘不能测知停止位置

提示反应盘下的传感器上有水滴等附着物)应对措施!复

位或取下反应盘清洁传感器(复位时样品盘和试剂盘不能测知

起始位置或不能离开起始位置#不在规定位置停止#需取下样

品盘和试剂盘#清洁传感器并清除底部异物)

1

!

反应槽水温不正常和水位太低

可清除滤器上尘土等杂物并在维护画面进行反应槽换水)

反应槽换水失败#提示清洗剂不足或停止级,紧急停止级报警

发生而使换水中止#加清洗剂后#进行机械检查并复位后再试

运行)

2

!

真空泵负压下降

检查管道系统是否有脱落和破裂#确认真空罐内是否有积

水及真空吸引时真空罐橡胶栓处有无漏气)应对措施!倒掉真

空罐内积水#接好管道并处理漏气部位)

)

!

光度计
4LS

或温度
4LS

输入'输出有误+检查电路+执行

复位

电源异常!检查母板上保险丝#并及时更换(

\L

提示写读

异常!数据写入或传出时总是发生硬件有误报警#用仪器自备

清洗盘清洗软盘驱动器后#报警随即消失)另外参数盘容易损

坏#应及时备份并更换)

.

!

标准'质控异常

.3$

!

校准时所求
0

系数值与前次的值相差
O2#W

以上)检

查标准和试剂是否变质及该项目前次
0

系数$写入存储器的%

分析参数的标准液浓度设定及浓度输入值是否适当#检查试剂

位置是否摆放正确#检查分析参数中的分析法和测光点的设置

是否正确#比反应时间慢的测光点是否设定)

.3/

!

计算项目有误和计算不能报警时#应对用于计算项目的

原有数据进行核查#并确认计算项目的计算式有无不合理(计

算项目有误#

a4RS

报警提示用于计算项目演算的项目中带有

下列以外的数据报警!计算不能,项目间不能补偿,正常值上下

限超限)应对措施!对用于计算项目的原有数据进行核查)

.3'

!

计算故障
!

计算过程中分母为零(

>;

C

计算中发生超阈)

应对措施!应确认计算项目的计算式有无不合理)

U

!

冲洗机械上下运动不良或排污管道堵塞'半堵塞导致比色

杯内液体外流

处理方法应重新连接插头#机械润滑保养#将排污管道软

管拆下#用针筒推入
6#5#

专用清洗液浸泡数分钟即清除

堵塞*

2

+

)

(

!

样品针的异常情况

(3$

!

样品针滴水且无法进样时#提示进样管道接头处的小垫

圈损坏#造成进样管道漏水,漏气#只要打开样品针顶端的盖

子#更换进样通道接头处的小垫圈即可)

(3/

!

样品针下降前已成为液面测知状态 #提示样品针有污物

附着#挂着小水滴#只需擦拭样品针尖即可)

(3'

!

样品针上升和下降动作异常#进行机器复位和机械检查

仍无法恢复#需与维修工程师联系)

(31

!

样品加样不足#可能是样品液面太低或样品的血清凝固)

因此#测定标本前#血清应充分分离#避免飘浮的分离胶和蛋白

丝堵塞加样针影响结果)

$%

!

加样臂卡死

加样臂加样品时突然卡死停机#此故障多半是由于仪器使

用一段时间后#由于污渍黏附在加样臂上部#当加样针下探到

最下部时容易造成加样臂卡死导致停机#遇此情况应先关机#

然后稍加用力向上垂直提起#切忌左右摇摆)待擦拭干净#重

新抹上润滑机油即可)总之#在日常工作中应多注意仪器本身

的运行条件#精心地保养#正确地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性能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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