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关系,更重要的是
96&

正常参考值是根据一般健康人

96&

平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计算得出的#只代表
1#c

的可信

限#所以初次献血者检查血清
96&

轻度异常是不足为奇

的*

4

+

,因此#对献血者进行采血前快速
96&

检测#使
96&

增

高者暂缓献血#将极大地减少血液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

"

!.$.

年
X\*9

5

阳性数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低于
10%c

的报道*

7

+

#这是因为在献血者招募过程中加强了现场询问#利

用献血者资料库对不合格献血者进行屏蔽#开展献血前
X\+

*9

5

金标试纸条筛查试验#积极发展固定献血者#并采取了预

防漏检的措施等#对
X\*9

5

阳性率起到了有效的控制#但由

于责任心及试剂方法学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阳性率有上升的

趋势,抗
+X"V

检测阳性率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与有关报道相

符*

#

+

#原因主要是对检测阳性的献血者采取计算机信息屏蔽#

不能再次参加献血,通过持续的无偿献血宣传#加强献血者对

无偿献血和安全输血知识的了解#使他们意识到献血者和受血

者的健康同样重要#黔南地区固定献血者逐年增多#目前已达

到
7.c

左右,抗
+&-

阳性呈明显上升趋势#感染者涉及农民)

工人)干部等多种人群#农民工外出务工形成流动人口#由于自

身文化层次偏低#接受预防性病教育少#是造成
&-

呈上升的

原因之一#也不排除试剂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假阳性增高,本次

抗
+XPV

筛查总阳性率为
.0./c

#与报道无差异,对
XPV

检

测阳性的献血者#要在其献血者资料信息系统中加以登记#防

止其再次献血,但对于疾控中心反馈确证为阴性的献血者#应

及时对其资料进行更正#并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消除误解#最大

程度地保护献血者的献血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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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血凝仪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陈
!

明"四川省射洪县中医院检验科
!

/!1!..

#

!!

"关键词#

!

设备失效&

!

血液凝固试验%仪器和设备&

!

维修

!"#

!

$%&'()(

"

*

&+,,-&$)./0(122&/%$$&$3&%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3!+17##

"

!.$$

#

$%+!4.$+.!

!!

本科室于
!..%

年引进日本
Q̂ Q(O["9+##.

全自动血凝

仪#该仪器为医院在血栓与止血疾病以及术前检查患者#提供

了重要的检验指标,根据
4

年来的工作经验#现将仪器常见报

警信息及纠正方法介绍如下,

$

!

报警信息及解决办法

$0$

!

\B?A:D;QABCC;?O??:?

*条形码阅读器错误+

!

可能原因!

条形码阅读器故障,解决办法!关闭电源开关#等待几秒钟再

打开,

$0/

!

\B?A:BDQABCC;?'?EG;?O??:?

*条形码阅读器驱动器错

误+

!

可能原因!条形码阅读器驱动器中有障碍物,解决办法!

去除异物,

$0'

!

");AL":C@?:>O<

=

E?

I

$

9@@;C@E:C+AB>>EC

5

8;**B

5

;

%*检查

质控血浆有效期+

!

可能原因!质控血浆的有效期设置失败或

设置错误,解决办法!按质量控制$

h"

%)设置$

Q;@@EC

5

*

%设置

有效日期,

$01

!

");AL,;B

5

;C@O<

=

E?

I

$

,;B

5

;C@X:>D;?S:0

%$

9@@;C@E:C+

AB>>EC

5

8;**B

5

;

%*检查试剂有效期$试剂支架号%+

!

可能原因!

有效期设置失败或设置错误,解决办法!按标准曲线$

Q@BCD+

B?D"H?G;

%)批号输入$

6:@S:0OC@?

I

%设置有效期,

$02

!

");AL,;B

5

;C@V:>H8;$

$

,;B

5

;C@X:>D;?S:0

%$

9@@;C+

@E:C+AB>>EC

5

8;**B

5

;

%*检查试剂体积
$

$试剂支架号%+

!

解决办

法!补充试剂并重新设置试剂量,

$0)

!

OC@;?W:?L6E*@

$

9@@;C@E:C+AB>>EC

5

8;**B

5

;

%*输入工作

记录表+

!

可能原因!工作记录表中无输入,解决办法!在工作

记录表中输入分析指令,

$0.

!

O<E*@*B8;*B8

=

>;S:0

$

aC>

I

EFP'\B?A:D;?;BD;?E*A:C+

C;A@;D

%*存在相同的样品号+

!

可能原因!$

$

%相同的样品识别

号存在于一个支架中($

!

%有障碍物阻止了条形码阅读器的自

由移动($

4

%条形码阅读器驱动装置动作异常,解决办法!$

$

%

检查是否有相同的样品识别($

!

%将妨碍条形码阅读器动作的

异物去除,

$03

!

X"9"U":D;O??:?

$主计算机
9"U

代码错误%

!

可能

原因!与主计算机的通讯失败,解决办法!$

$

%检查联接主计算

机的运行是否正常($

!

%检查仪器主计算机的设置,

$0(

!

X"9"U&E8;aH@

*主计算机
9"U

超时+

!

可能原因!

与主计算机的通讯联接超时$

$#*

%,解决办法!$

$

%检查联接

主计算机的运行是否正常($

!

%检查联接主计算机的设置,

$0$$

!

X"aFF>EC;

*主计算机不在线+

!

$

$

%可能原因!

+

电缆

接头断开(

,

主计算机没有接通(

1

主计算机没有进入接收状

态$离线%,$

!

%解决办法!

+

检查联接状态(

,

打开主计算机电

源(

1

检查主计算机在线状态,

$0$/

!

PC*@?HA@E:C*S:@T:HCDEC X"

$主计算机指令未找

到%

!

解决办法!查看主计算机中已登记的工作表,

$0$'

!

PC*HFFEAE;C@,;B

5

;C@

$

X:>D;?S:0

%*试剂不够$支架号%+

!

可能原因!未加试剂或加量不够,解决办法!添加所需的试

剂量,

$0$1

!

PC*HFFEAE;C@&HJ;

$

9@@;C@E:C+AB>>EC

5

8;**B

5

;

%$反应管不

够%

!

可能原因!输入的要进行分析的测试次数超过了剩余的

反应管数$最多
/.

次测试%,解决办法!减少输入的要进行分

析测试的次数,

$0$2

!

PC@;??H

=

@J

I

(;A)BCEAB>Q@:

=

$

9@@;C@E:C+AB>>EC

5

8;*+

*B

5

;

%*动作停止导致中断+

!

可能原因!按了机械停止开关,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6BJ(;D">EC

!

Q;

=

@;8J;?!.$$

!

V:>0%

!

S:0$%



解决办法!废弃检测位中所有的反应管#并重新测试,

$0$)

!

6E

5

)@Q)E;>Da

=

;C

*遮光盖板打开+

!

可能原因!开始操

作或操作过程中遮光盖板打开,解决办法!盖上遮光盖板,

$0$.

!

S:,;BA@E:C&HJ;*

*无反应管+

!

可能原因!$

$

%无反应

管($

!

%反应管位置错误,解决办法!补充反应管,

$0$3

!

S:QB8

=

>;

$

,BAL-:*E@E:C

%*无样品$支架位置%+

!

$

$

%

可能原因!

+

血浆吸取错误或样品架中无样品收集管(

,

血样

不够,$

!

%解决办法!

+

将样品放入试剂架中(

,

放置需要量的

血浆,

$0$(

!

S:Q;@?;B

5

;C@EC@);X:>D;?

*支架中无免疫设置试剂+

!

可能原因!试剂在试剂支架中找不到,解决办法!在所有组

别的试剂支架菜单中检查试剂名称,

$0/%

!

a?D;?,;8BEC*

$

9@@;C@E:C+AB>>EC

5

8;**B

5

;

%*指令滞留+

!

可能原因!某些指令仍然滞留#可能因为分析被中断或执行

了机械制动,解决办法!如果有必要执行未分析过的指令#在

中断操作结束后#同时仪器进入分析状态时#重新开始分析,

$0/$

!

-?;**H?;-H8

=

O??:?

*压力泵错误+

!

$

$

%可能原因!

+

硅树脂管脱离清洗瓶(

,

清洗瓶上的盖子未盖牢固(

1

仪器上

的泵损坏或导管脱离,$

!

%解决办法!

+

联接好导管(

,

盖紧

瓶盖,

$0//

!

-?:J;"?B*)

*撞针+

!

$

$

%可能原因!

+

在样品吸取位置

或试剂吸取位置#反应管或样品杯中的血浆或试剂量不够或没

有,

,

有障碍物阻止了针的下降(

1

吸液针偏位,$

!

%解决办

法!

+

按需要量准备血浆和试剂(

,

去除异物,

$0/'

!

Ph"'B@BO??:?

*质量控制数据错误+

!

可能原因!备份

存储错误,解决办法!关闭电源开关#等待几秒钟后#再打开,

$0/1

!

Ph"6E8E@O??:?

*质量控制极限值错误+

!

可能原因!质

量控制分析结果超过了设置的上限值或下限值范围,解决办

法!$

$

%检查是否质控血浆过了有效期($

!

%检查其贮藏保管是

否正确,

$0/2

!

,;

=

>BA;QB8

=

>;,BAL

$

9@@;C@E:C+AB>>EC

5

8;**B

5

;

%*样品

架复位+

!

可能原因!$

$

%在分析中断过程中支架被抬起或移

开($

!

%样品架传感器失灵,解决办法!检查样品位置是否正

确#然后将支架放在正确的位置,

$0/)

!

,;

=

>BA;Q&9&QB8

=

>;

*更换
Q&9&

样品+

!

$

$

%可能原

因!

+

Q&9&

样品未放好(

,

Q&9&

样品放好了#而遮光板开

着(

1

进样器抽拉滑杆失灵,$

!

%解决办法!

+

拉出进样器放好

Q&9&

样品(

,

检查
Q&9&

样品是否放置正确(

1

检查进样器

周围是否有污垢或异物#如有则去除,

$0/.

!

,;

=

>;CE*),EC*;,;B

5

;C@

*补充清洗试剂+

!

$

$

%可能原

因!

+

清洗液瓶中的清洗液不够(

,

清洗液瓶中的浮动开关接

头没有连接好,$

!

%解决办法!

+

补充清洗液$蒸馏水%(

,

连接

好浮动开关接头,

$0/3

!

,;*;@QB8

=

>;,BAL

$

9@@;C@E:C+AB>>EC

5

8;**B

5

;

%*重置样

品架+

!

$

$

%可能原因!

+

甚至在分析完毕后#样品架仍在原位(

,

样品架传感器失灵(

1

支架更换时未拉出进样器(

7

进样器

抽拉失灵,$

!

%解决办法!

+

更换样品架(

,

检查样品架的放置

部分有无任何障碍物(

1

拉出进样器并更换样品架(

7

检查进

样器抽拉器周围有无污垢或异物#如有则去除,

$0/(

!

QB8

=

>EC

5

O??:?

$

-:*E@E:C

%*吸样错误$位置%+

!

$

$

%可能

原因!

+

样品血浆不够(

,

检查试剂量
$

$位置%(

1

样品容器类

型设置错误(

7

样品管或样品杯内径太小(

8

配量装置错误,

$

!

%解决办法!

+

放置需要量的血浆(

,

放置需要量的试剂(

1

放置正确的样品容器类型(

7

使用内径
10788

以上的反

应管,

$0'%

!

Q;@QB8

=

>;,BAL

$

9@@;C@E:C+AB>>EC

5

8;**B

5

;

%*放置样品

架+

!

$

$

%可能原因!

+

没有放置样品架(

,

样品架反向放置(

1

样品架传感器失灵,$

!

%解决办法!

+

放置样品支架(

,

按正确

的方向放置样品架(

1

检查样品架的放置部分有无任何障

碍物,

$0'$

!

Q;@8:?;@)BC@K:

=

:EC@*

*设置两个以上数据点+

!

可能

原因!标准曲线分析数据点少于两个,解决办法!设置两个或

更多的数据点,

$0'/

!

Q@BCDB?D"H?G;WB?CEC

5

$

9@@;C@E:C+AB>>EC

5

;??:?

%*标准

曲线警告+

!

可能原因!某些已分析的数据有错误,解决办法!

$

$

%检查贮存数据画面中的数据($

!

%如果有问题#再分析一次(

$

4

%或者更新设置标准曲线,

$0''

!

Q@BCDB?D"H?G;O??:?

$

9@@;C@E:C+AB>>EC

5

;??:?

%*标准曲

线错误+

!

可能原因!$

$

%设置的标准曲线的数据未持续增加或

减少($

!

%某些分析数据有错误,解决办法!关闭电源开关#等

待几秒钟后#再打开,

$0'1

!

Q

I

?EC

5

;O??:?

*吸注器错误+

!

可能原因!操作过程中吸

注器错误,解决办法!如果不正常#仪器可能存在问题,

$0'2

!

&HJ;"B@A)O??:?

$

-:*E@E:C

%*反应管机械抓取器错误

$位置%+

!

可能原因!$

$

%抓取反应管失败($

!

%机械抓取装置失

灵,解决办法!清除落在仪器中的反应管,

$0')

!

&H?C;DaFF'H?EC

5

a

=

;?B@E:C

$

9@@;C@E:C+AB>>EC

5

8;*+

*B

5

;

%操作过程中关机+

!

可能原因!在操作过程中关闭电源开

关,解决办法!废弃剩余在检测位中的所有反应管#并重新

测试,

$0'.

!

VBAHH8-H8

=

O??:?

*负压泵失灵+

!

$

$

%可能原因!

+

硅树脂导管从废液瓶上脱离(

,

废液瓶上的盖子未盖牢固(

1

防逆流瓶已满(

7

泵失灵或导管从仪器上脱离,$

!

%解决办法!

+

正确连接导管(

,

瓶盖拧牢固(

1

倒空防逆流瓶,

$0'3

!

V:>@B

5

;6:K6E8E@

*电压低限+

!

$

$

%可能原因!

+

瞬时

发生功率故障(

,

供电电压不稳,$

!

%解决办法!

+

确认是否发

生功率故障(

,

从其他分支电路供电,

$0'(

!

WB*@;\:@@>;E*TH>>

*废液瓶已满+

!

$

$

%可能原因!

+

废

液瓶已满(

,

废液瓶中的浮动开关连接器脱离($

!

%解决办法!

+

处理废液(

,

检查浮动开关连接器,

/

!

讨
!!

论

以上
41

项报警信息都是本科室使用该仪器以来所遇到

的#每次发现报警信息全是英文#就翻阅说明书)打电话请教工

程师或查阅英汉词典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要耗费一定的时

间#特别是急诊和手术患者需要快速出检验报告时#如果报警

故障得不到及时处理#就会延误患者的急诊救治*

$+4

+

,因此#把

常见报警信息编印成册#以方便仪器操作人员查阅#快速解决

问题#保证检验报告的时效性很有必要#可为医生治疗或抢救

患者赢得有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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