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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生化分析仪完全模仿并代替了手工操作，已成为大中

型实验室不可缺少的仪器［１］。本科室自２００４年８月购进日本

东京医疗ＴＭＳ１０２４ｉ生化仪，８年来仪器运行一直很正常，各

个项目的精密度、准确度一直很好。但近期却发现某些项目

（如磷离子、钙离子）的重复性明显变差，影响了检验报告的质

量，给日常工作造成了很大麻烦。为此本科室进行了全面隐患

排查，并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究问题的根源，最终

成功排除了故障。

１　异常表现

１．１　初始阶段，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开始本科室察觉某些项目精

密度轻微下降，主要表现为终点法的项目，室内质控的月份标

准差轻度升高，异常结果的复检与首检结果呈不规则变异。在

短短４个月内，比色杯空白吸光度检测由正常变为中度增高，

乃至异常增高，同时结果的重复性明显变差，月份标准差呈递

增变化趋势明显。仪器还有其他异常表现：比色杯清洗站单元

发现有废液溅出，且气动混匀部件亦可见有黄绿色反应废液

（正常情况下，比色杯的保护面板不应有反应废液，应为清洁干

燥状态）；碱清洗液消耗量减少，甚至无明显消耗。

１．２　正常情况下，仪器连续使用超过８个月以后，比色杯空白

吸光度中度增高，但仍在正常范围内，且项目重复性试验仍正

常，连续使用超过１２个月后，可考虑进行比色杯清洗。

２　原因分析

２．１　比色杯空白吸光度异常增高　比色杯空白吸光度在较短

时间内异常增高，尤其是在波长３４０ｎｍ处表现得更明显，且有

渐进性趋势。提示比色杯严重污染，本底增高；或灯泡老化，光

源强度减弱。

２．２　结果重复变差　重复性试验表明标准差异常增高，且有

渐进性趋势。例如：同一患者标本第１次检测结果３．５６，超出

正常值极多，第２次检测４．５８，第３次２．０６，３次结果间相差１

倍，且高低不定。主要表现为终点法的检测项目，而速率法的

检测项目的重复性相对好一些。一方面，提示随机误差明显增

大；另一方面，提示误差可能来源于比色杯内壁的残余污染物

（如含有钙离子或磷离子测定的反应废液残余物）。

２．３　比色杯外观明显变脏　比色杯内壁肉眼可见污垢，一直

延伸至整个杯口边缘，气动混匀塞底部可见黄绿色污物，且３

个混匀塞中有２个已有不同程度的废液堵塞。清洗站单元外

面板肉眼见有反应废液溅出，提示反应废液排除故障，致使废

液无法及时排出。

２．４　碱清洗液消耗量减少　减少呈现出渐进性，最后无明显

消耗，而酸性清洗液消耗量无异常。故可大致判断酸液电磁阀

仍正常工作，提示废液排除路径堵塞，或碱液电磁阀工作异常。

经检查，比色杯清洗站单元所有管道无阻塞现象，从而排除了

由管道因素所造成的废液排泄不畅；酸、碱性清洗液滤芯无阻

塞，从而排除了由清洗液滤芯阻塞所造成的阻力过大而造成清

洗液消耗量的减少；仪器光源（灯泡）工作状态正常，从而排除

了由光源因素所造成的比色杯空白吸光度异常。综合上述分

析，本文认为反应废液排除不彻底、碱性清洗液消耗量减少的

根本原因在于电磁阀出现部分或全面堵塞，而导致电磁阀工作

异常，无法有效汲取清洗液，无法及时排泄清洗废液。（说明：

生化仪处理酸、碱性清洗液的电磁阀共２个，其中１个处理酸

性清洗液及清洗废液，而另１个处理碱性清洗液及清洗废液。

电磁阀的阀门转向一侧时为汲取酸性或碱性清洗液，而转向另

一侧时为排泄酸性或碱性清洗废液。）

３　故障排除

打开后面板，拆开左右两侧电磁阀，左侧专门用于排泄反

应废液，发现左侧阀门轻度堵塞；右侧专门用于排酸、碱性清洗

液及清洗废液（其中前阀专门用于处理酸液，后阀专门用于处

理碱液），发现右侧后阀几乎完全堵塞。彻底清洗后装回，仪器

运行恢复正常，上述异常表现消失，比色杯空白吸光度检测值

恢复正常，月标准差曲线恢复正常。

４　讨　　论

全自动生化仪作为一类高精度仪器，是现代临床检验最常

用、最重要的分析仪之一，其主要的性能指标是高速度、高精

度，为临床诊治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撑服务。

作为生化分析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日常保养与维护工作

之外，还应做到尽早排除隐患，确保仪器始终处于最佳工作状

态。常见故障参照仪器说明书可由操作者分析排除，操作人员

要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熟悉仪器结构，做好定期及不定期保养，

才能发挥仪器特长，从而提高工作效率［２３］。

总之，生化分析负责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强烈

的责任心，更要善于发现隐患、排除隐患，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

度地保障结果质量，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更好地为临床、为

患者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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