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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以下简称
Qa,(R(

%由意大

利
,%(

公司生产#价格经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重复性好#

运行成本低#适合基层医院实验室使用*

!

+

)本院自
2""2

年
/

月装机使用至今#性能一直比较稳定)实际工作中也遇到许多

常见故障#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将
Qa,(6

R(

的常见故障处理及维护分
-

个工作系统进行解析)

$

!

机械加样系统

$4$

!

机械加样系统最常见的故障是机械臂走位不准)

Qa,(6

R(

的机械加样,清洗等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步进电机驱动#就

电机本身来说出故障概率很小*

2

+

)和日立,奥林巴斯等其他仪

器不同*

#

+

#

Qa,(R(

加样采用的是单针加取试剂和样本)试剂

和样本架位属抽屉式的#样品位和试剂位采用的是平面定位)

由于加样臂的工作范围较大且频率过高#既要覆盖试剂位又要

覆盖样品位#出现走位不准的概率就加大了)

针对这一弊端#检验人员必须在工作中注意观察仪器加样

针的走位情况*

-

+

)一旦发现有走位偏移应立即启动操作系统

中的针定位程序来进行校正)首次使用针定位程序必须在仪

器专业工程师指导下进行)以后经工程师培训后就可以由两

名检验人员配合来完成校正和调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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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常见故障是加样针的堵塞)

Qa,(R(

和其他全自

动生化仪一样#加样针的口径都比较细#内径约
"4$FF

)血清

中的纤维蛋白就有可能造成针孔的堵塞)这时#

Qa,(R(

生化

仪的液面感应装置会及时发现并报警#最可能报警的是样品或

者试剂吸空的情况#如果样品和试剂量是足够的就可能是样品

针堵塞了)处理针孔堵塞可先将加样针卸下#用注射器抽吸或

者针灸针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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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系统

/4$

!

比色系统最常见的问题是比色杯坏损)

Qa,(R(

的比色

杯采用的是有机材料#共有
0"

个比色杯#杯子在自动清洗过程

中受长期的摩擦会磨损,老化,开裂)

Qa,(R(

本身有自动检

测杯空白的功能#如果发现比色杯显示红色报警#则执行洗涤

操作#最多两次#如果还是红色#则更换比色杯)这个换下的比

色杯有两个可能#一是污染#二是坏损)可用
5X

的
$-

消毒液

浸泡
2->

后#清洗干净#再装机进行空白测试#如果能通过则

是污染#否则就是坏损#可以报废处理)如果发现大面积的坏

杯报警#取下报警的坏杯又无明显异样#这种情况则可能是光

路上面有问题)

张艳和李宁*

0

+认为要每周至少执行
!

次比色杯水空白检

测#但是本研究建议每天测试前做一次比色杯水空白试验)这

样加上测试后的自动空白检测#比色杯的问题一般是很容易发

现的#也容易处理)但是#比色杯在生化仪运行过程中发生开

裂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Qa,(R(

生化仪软件上考虑

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导致的标本结果错误#因此设置了比较多的

曲线异常报警符号#这对检验工作人员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

用)每个标本的曲线及相对应的杯号在软件中都可以方便地

实时观察#通过这样也可以及时地发现不良的比色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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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问题)

Qa,(R(

生化仪光路采用的是
0Y!"_

的石

英卤素灯#寿命可达
2""">

)如果做杯空白时发现全部比色

杯显示红色#即满盘皆红#最常见的就是光源问题了#这时首先

打开机盖检查光源灯是否亮着#如果不亮就更换灯泡(如果灯

泡亮着#表示可以进入专用服务程序进行手工光源自检#先注

意将反应盘复位#然后在
#!

号比色杯注入探针清洗液
5""

0

Q

)然后点亮光源灯#分别点击每个滤光片吸光度值#查看是

否在
2$"""

!

0#"""

#如果所有滤光片吸光度不到
2$"""

就意

味着光源灯强度衰减#也需更换)如果只是某特定波长的吸光

度低于
2$"""

#那就是该波长的滤光片有问题)如果光源灯在

仪器运行中途熄灭#那么所有的检测结果就会变零)运行中途

出现光强度衰减#查看反应曲线可以发现都有锯齿状等不规则

表现)因此对比色杯报警红杯就要区分对待分析#才能作出准

确的判断和处理)

/4'

!

滤光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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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个滤光片#比色杯空白检

测时可观测到每个滤光片下的吸光度值#在比色杯注满探针清

洗液的情况下#如数值低于
2$"""

则可判断可能是滤光片老

化引起的#需要更换滤光片)注意
Qa,(R(

滤光片衰减并不是

同步的#一般
-"5AF

,

5-0AF

,

5//AF

出现老化最快)出现滤

光片老化情况#如果一时没有配件更换#可以采取临时应急措

施#即调节反应盘中部的
1,a)

增益电位器#使吸光度在正常

范围内)如无效#则还可以适当调节光源电路板上的电压增益

旋钮#不过这个操作检验人员不可随意采用#需要在厂家工程

师指导下施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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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系统

'4$

!

比色杯清洗)

Qa,(R(

采用的是
5

针清洗系统)其中
2

个清洗针带有小的喷淋式的装置#这对比色杯的内壁起到了有

效的冲洗作用)不过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纤维

蛋白堵塞喷淋装置的情况#最明显的现象是清洗针挂水的情

况#这种现象基本上是清洗针堵塞引起的#这就要求检验工作

人员在生化仪工作时注意观察#及时发现)

Qa,(R(

的喷淋清

洗针是可以清洗的#可用原厂配套的拆卸工具将针取下单独

清洗)

'4/

!

加样针清洗)加样针在每次加试剂或标本结束后都进行

一次清洗以减少交叉污染#因此平时在生化仪工作时要去观察

中间的清洗孔是否有正常的清洗液循环#如果清洗液液面过低

或液体溢出都是不正常的)清洗液液面过低是有可能探针清

洗管路故障#常见有注水泵效率下降引起出水量不足这就需要

更换注水泵了)清洗孔液体有溢出基本可以判断是废液泵排

水不畅#常见为废液泵的泵管老化需要更换#还有可能是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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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路阻塞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Qa,(R(

配备了强大的服务程

序#检验工作人员作认真,全面的了解就能及时排除常见故

障了)

'4'

!

由于
Qa,(R(

共用试剂针和吸样针#再加上非常节水的

清洗设计#操作者对项目间的交叉污染就要特别关注*

/

+

)据报

道#直接胆红素$

+UaQ

%试剂$矾酸盐氧化法%对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Q.

%$紫外
6

乳酸脱氢酶法%测定产生严重负干扰#葡萄

糖$

1Qh

%试剂$氧化酶法%对钾$紫外酶法%测定产生严重正干

扰*

$

+

)吴健和温波*

3

+研究发现#先测碱性磷酸酶$

,Q*

%会对后

续的镁离子$

%

H

2e

%测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合理安排各

项目的检测顺序就显得非常必要)可按下列顺序安排项目!

,Q.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Q*

,

3

6

谷氨酰转移酶,总蛋白,

清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尿素氮,肌酐,肌酸激酶及其同

工酶,乳酸脱氢酶,

1Qh

,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淀粉酶,二氧化碳

$

&S

2

%,磷$

*

#e

%,钙$

&:

2e

%,

%

H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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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系统

生化仪温度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Qa,(R(

生化

仪在温度控制的设计上还是比较成熟的#本身很少产生故障#

但是如果检验人员不了解该仪器温控系统的特点#从而未能准

确操作使用仪器#往往对检验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14$

!

试剂冷藏采取智能控制#以室温为基础下调
!$W

)这样

就要求生化检验的仪器室温度尽可能控制在
2"

!

25W

)因

此#仪器室必须安装空调#控制室温在适宜范围内*

!!

+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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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个试剂架只有右边两个受智能冷藏控制#

左边两个$包括标准品和质控品架%不受冷藏控制#最多只能算

半冷藏位)因此#试剂位设计时要先从右边试剂架开始)检测

完成后要及时将半冷藏位试剂从仪器中取出放回冰箱冷藏)

否则容易使试剂,标准品,质控品等变质影响检验结果)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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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样臂也带有自动预温的功能#吸样管的外

壁有加热层能对试剂进行预热)但是由于冷藏试剂温度较低#

孵育时间宜在试剂说明书允许范围内尽量取大值#否则#会导

致一些低浓度的标本数值做不好#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值)另

外#

Qa,(R(

的反应盘温度由温度传感器控制在恒定的$

#/f

"4!

%

W

)如有异常会有报警提示#禁止仪器操作)由于反应盘

的温度稳定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检验人员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开

机预温*

!2

+

)

另外#

Qa,(R(

计算机系统在测定结果值中常用1

"

2号来

提示标本,仪器或者试剂问题#常见的原因依次有!标本凝固,

待测物浓度超出线性范围,比色杯污染或者坏损,试剂变性,探

针堵塞,光源损坏,定标不良,程序设置错误等)操作者可以根

据情况逐个查找原因排除问题)

总之#

Qa,(R(

自动生化分析仪既有一般自动生化分析仪

的共性#又有其特性#检验工作者只有努力掌握其共性和特性#

学习和研究常见故障的处理#积极做好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充

分使用好仪器设备#确保检验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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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

+&

%是人体内抗原递呈能力最强的细胞*

!

+

#

也是惟一能激活初始化
.

淋巴细胞的抗原提呈细胞$

,*&

%#

其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在抗病毒的细

胞免疫中起重要作用*

26#

+

#同时在诱导免疫耐受和参与免疫应

答的调节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65

+

)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大量研究证实#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

功能异

常*

0

+

#导致抗原提呈功能失调#抗原无法有效地递呈给
&+-.>

细胞和
&+$

细胞互性
.

淋巴细胞$

&.Q

%从而产生异常的细

胞和体液免疫应答#最终导致患者病情迁延不愈*

/63

+

)本文就

+&

与乙型肝炎病毒$

ÛY

%感染研究做一简要综述)

$

!

+&

的分类和功能

+&

呈树突状外形#通常以未成熟形态居于外周组织*

$63

+

#

能有效地摄入抗原和处理可溶性蛋白#当捕获外来抗原或受细

胞因子刺激时激活为成熟的
+&

(成熟的
+&

高水平表达与抗

原递呈有关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6

(

$

% &̂6

(

%#组织相容性复

合体
6

$

$

% &̂6

$

%$

Q̂,6+'

%类分子#多种协同刺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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