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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１００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的常见故障分析及

使用体会

谌晓燕，张银辉（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４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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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减少检验人员感染的概率，同时为了适应大量临床标本

检测的需求，本院２００８年６月引进了深圳爱康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的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１００全自动酶免分析仪。该仪器具有功能

强、操作简单、检测速度快、先进的中文智能系统等优点，实现

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酶免分析的自动化、标准化、网

络化［１］。经过４年的使用，积累总结了一些常见故障的原因及

处理方法和使用体会，希望能与大家共同交流。

１　全自动酶免的优、缺点

１．１　省时省力、用途广泛、减少检验人员感染的概率。Ｕｒａｎｕｓ

ＡＥ１００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是全开放系统设计；实施在线进行

酶免实验，一体式反应体系，由样品槽、试剂槽、洗板机、酶标

仪、一次性吸头和微孔反应板模块构成，使常规ＥＬＩＳＡ实验的

加样稀释、移液、孵育、振荡、洗板、读数分析功能在同一操作体

系中分别进行，设置程序操作快速简单［２］；在做乙型肝炎“两对

半”的同时还可以做丙型肝炎、梅毒、艾滋病等检查项目；避免

人工加样错误，同时可以降低检验人员感染的概率。

１．２　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１００全自动酶免分析仪提供了８块微孔反应

板模块，只能８个项目同时在线检测，对于开展多于８个项目

检测的实验就显得不足。其次，操作过程过于机械化，如抓板

抓不住不能够识别，洗板机缺水不能够识别等，所以在实验过

程中检验人员必须做到放眼不放手。

２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常见故障的原因分析及处理

２．１　Ｘ（Ｙ）轴的运动错误　可能原因及处理：ａ机械臂不够润

滑，可在关机切断电源后结合相应的机械臂涂润滑油并沿运动

轴来回推动几次。ｂ机械臂在运动过程中碰到未放好的试剂

盒，或是碰到操作人员，这时只需要摆正试剂盒即可［３］。

２．２　洗板机错误　一般为纤维蛋白或洗板液结晶堵住洗版

头。这时可先用清水冲洗几次，若不行可拆下洗板头，用大注

射器（或在水龙头下）在洗板头进、出水总口施加压力冲洗，必

要时可用专用的洗板机针挑出纤维蛋白或洗板液结晶。

２．３　加样针报警　这种情况通常是加样针脱针困难。因其长

期处于加针脱针过程中以至加样针难以退掉，这时只要脱针时

连续出现脱针声音或是脱针延时，则可以用“暂停”功能键在加

样针下端１．５～２．０ｃｍ处用手涂适量的润滑脂即可
［４］。切忌

用量不要太多，且不能涂在加样针的正下方以免堵住加样

针孔。

２．４　加样时出现标本或试剂加到微孔外　这种情况可能为加

样位置偏位，可调试一下加样针位置：进入维修菜单中的ｓｅｔ

ｕｐ→ｐｒｅｐ→装载→空９６微孔板在ｐｌａｔｅ１的位置，点击 ｗｅｌｌ１

ｏｎｐｌａｔｅ；可根据加样针位置偏移的情况调整Ｘ轴和Ｙ轴的数

字，增加的数字应为偶数并以较小的量调整，直到针对准微孔

中间；然后点击ｗｅｌｌ９６ｏｎｐｌａｔｅ看看在第９６孔位时加样针是

否也能对准，若全对准后点击ｓａｖｅ→ｅｘｉｔ即可，否则重新再调。

３　全自动酶免分析仪的使用体会

３．１　每天开机后多次初始化系统，这样可以避免仪器的加样

臂、抓手、酶标仪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错误，确保工作顺利进行。

３．２　在仪器运行过程中可巧用“暂停”键来排除一些短时间内

能排除的故障，如：移板错误，标本或试剂放置错误，洗板头堵

塞等，点击“继续”后仪器可继续运行任务［５］。如遇到意外情况

需终止任务时．可根据时间管理系统（ＴＭＳ）图中所显示的各

步骤的完成情况，以手工操作或在故障排除后，用“单点继续”

功能继续开始运行任务。

３．３　在标本采取过程中要求临床用肝素钠管防止凝块，标本

离心需用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４～５ｍｉｎ以上。且根据检测项目估计

需要的血清量，血清量少时不能以原管上机，应分离到另一空

试管中或是炮弹头中。否则可能吸到凝块或是血球，堵塞加样

系统或是洗板系统。

３．４　标本上机、仪器开始运行后，应多观察各步骤的运行情

况，如加样、移板、洗板、读数等，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及时解决。

开机前及运行中也应观察加样针的控制注射器及相应的管道

有无破损、漏液、漏加等现象。如有漏液应及时停机处理，否则

会使孵育盘、试剂盘下的电路被腐蚀，造成短路以致烧坏电机。

如有漏加应及时手工补上，并在加样泵四周涂抹适量的润滑

油，这可避免因加样泵漏气而出现漏加现象。

３．５　在工作中，仪器经常出现报警，经观察无异常情况，这时

不要慌，只要多点几次重试键或是忽略键，仪器就可以恢复正

常运行。

３．６　每天工作结束后，应运行一次洗板冲洗程序并按标准的

程序关机，然后用７５％乙醇浸泡洗板头外壁，这样可避免血清

和试剂中的蛋白类物质在针内外壁沉积。废液桶也应及时清

空，否则会因废液太满烧坏负压泵，使洗板时负压不够，出现

“花板”现象。为了避免“花板”现象，可以观察洗板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手工洗板，以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３．７　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及使用习惯来调整ＴＭＳ系统中的加

样顺序，洗板先后顺序，孵育时间的长短。不必拘泥于工程师

安排的ＴＭＳ，争取做到检验项目在孵育过程中仪器能完成其

他的操作，最终做到把时间安排的更加合理，总的工作时间最

短，效率最高。

３．８　设备要正常、高效的运行，正确使用是前提，维护保养更

是关键。所以要求使用者要针对设备的性能，制定完善而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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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维护保养方案，对设备定期实施不同层面的维护保养（建

议做日保养和周保养）。维护保养方案的落实要有专人负责，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实验室的质量持续［６］。

３．９　在处理乙型肝炎“两对半”结果时，一定要认真核对，针对

一些少见的模式一定要复检后方能发报告，这样可以避免因全

自动酶免操作的错误而带来的结果误差。

使用ＵｒａｎｕｓＡＥ１００全自动酶免分析这几年来，除积累了

一些经验外，还深刻体会到按照标准操作程序使用仪器的重要

性。只有平时做好维护，才能确保仪器处于最佳状态，大大减

少仪器故障，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进而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

服务于临床，使患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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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试剂污染对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的影响

常文青（河北省邢台市第五医院检验科　０５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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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是指根据光电比色原理测定体液中特

定成分的仪器，在临床疾病诊断、治疗、预后及健康评价中具有

重要应用价值［１］。随着仪器使用频率的增加，生化试剂污染引

发的检测结果不准确已成为临床检验科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

１　生化试剂污染的主要原因

试剂盒、试剂针、反应杯、比色杯、搅拌器等是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的主要配套器具。长期使用会出现老化而导致吸附力

增强，或者测试顺序安排不当等容易引起生化试剂污染，影响

检测结果。生化试剂污染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反应杯污染　反应杯是试剂及生化物质反应的盛装容

器，使用频率较高。反应杯一般用完后会立即清洗，以备下次

使用。但是如果反应杯清洗不干净，吸附或者残留在反应杯上

的试剂就会污染下次试验的试剂，进而影响检测结果。

１．２　搅拌器污染　试剂混合及血液样本抗凝一般需要采用搅

拌器混匀，如果搅拌器清洗不彻底，所残留的物质会污染下次

试验的试剂，进而使检测结果有偏差。

１．３　试剂针污染　在一个检验项目中一般会使用一根试剂针

吸取试剂，而试剂针一般在检验结束后才清洗，加之其清洗难

度较大，试剂及其他污染物容易吸附在试剂针上，污染该试验

或者下个试验的试剂。此外，储存不当或者空气污染等均会导

致生化试剂污染，进而影响检测结果。

２　生化试剂污染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２．１　影响反应条件　临床部分检测试验对ｐＨ值、温度、湿度

等条件的要求较为严格，如血肌酐采用苦味酸速率法检测需要

在碱性条件下才可进行；采用动力学法检测则需要酸性条件；

采用酶反应法检测时，如果试剂中混有抗坏血酸氧化酶会对血

肌酐氧化还原反应的速度造成影响，进而使检测结果有所

偏差［２］。

２．２　影响生化反应进程　生化反应进程容易受到试剂剂量、

浓度及试剂种类的影响。如果生化试剂受到污染，污染物质有

可能会引导此次试剂之间的反应而干扰生化反应的进程。如

在肌酸激酶的检测中，若肌酸激酶同工酶试剂受到葡萄糖的污

染，葡萄糖降低己糖激酶的活性，肌酸激酶同工酶试剂与己糖

激酶反应的进程就会受到干扰，检测结果失真［３］。

２．３　污染成分参与生化反应　生化试剂被反应杯、搅拌器及

试剂针等污染后，部分污染物质会残留在生化试剂上，如果该

污染物质对试剂底物反应，则会减少底物的含量，或者反应生

成其他物质而影响生化试验。如胆固醇试剂中含有一定量的

胆固醇酯酶，若胆固醇试剂受到水污染，水会与胆固醇酯酶反

应而生成游离胆固醇，游离胆固醇的含量因此而增加［４］。

２．４　影响生化试剂底物含量　生化试剂受污染后残留的污染

物质中如果含有本次检测所需要检测的成分，会影响本次试验

的检测结果。如三酰甘油试剂、碱性磷酸酶试剂受到污染后残

留有镁成分，在采用这些试剂测定液体中镁含量时，镁含量会

比正常值偏高。

３　避免生化试剂污染的对策

３．１　加强对检测器具的保养　生化反应所需的器皿、反应杯

及试剂盒等长期使用容易出现老化、物质残留等，因此应加强

对检测器具的保养。定期检查生化检测常需要的器具，及时更

换老、旧的反应杯及试剂盒、吸管等，或者使用酸性洗液、去污

剂等彻底清洗试剂针、反应杯，采用苯甲醇冲洗搅拌棒，使检测

器具保持清洁、完整。

３．２　熟练掌握各种检测的程序　定期对检验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检验人员熟练掌握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工作原理、工作流

程等；在每次生化检测前都要了解反应试剂组成、反应原理、检

测原理等，了解各种可能导致试剂污染的情况，对检测程序进

行合理设计。在检测过程中若要更换试剂，应仔细研读试剂使

用说明书，尽量避免人为造成生化试剂污染。

·７１９１·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１０卷第１４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０，Ｎｏ．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