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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宝( Gambro)透析机故障维修 2例

谢守民, 朱俊玲

(莱芜市中医医院,山东 莱芜 271100)

故障现象 1 B 泵不吸液, 机器报出 /小手0 警示, 机器被旁

路。

故障分析 机器不吸液一般原因是机器内部的透析液浓度有

错误(通过电导度传感器检测出信号送 A、B配比泵按 A: B:水

= 1: 1. 83: 34进行严格配比) ,机器出现内部保护而不吸液。另

一种情况就是 B 泵被卡死。

故障处理 由于机器报的是 /小手0警示, 而不是 /扳手0警示,

所以机器故障应属于软故障而不是硬故障, 表明 B泵可能没问

题。进一步验证:打开机壳,用手转一转 B泵, 果然没被卡死。然

后通过 Logg in g模式观察机器内部的参数, 发现 SRI- 026数

值为 27, 该值显然过大 (应该小于 20)。也就是说, 应该是透析

液有问题, 询问当班员配液情况, 当班人员反映与平时配液情

况相同。据此笔者估计可能是因近日天气比较寒冷, 透析室内

的温度比平时低, 从而使配出的 B液由于低温而有部分结晶,

造成 B液浓度降低。将 B液桶放入热水盆中, 同时晃动该桶使

结晶物重新溶解, 从 Logg in g 模式中观察到 SRI- 026参数在

下降,稍停一会儿,机器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 2 在机器开机后, 自检通不过, 出现/扳手0警示, 并

且报 CO FF 088 005故障代码。

故障分析 经查可知故障代码含义是漏血探测器数值超出定

标范围。造成这种故障有以下几种原因: ( 1)漏血探测器脏 (因

天热使 N aHCO 3分解而产生气泡; 配液不当而产生钙; 有其他

脏物) ; ( 2)漏血探测器定标失败; ( 3)漏血探测器本身损坏; ( 4)

保护驱动板出现故障。

故障处理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 首先检查漏血探测器中是否

有脏物。打开探测器外壳,没发现脏物,用无菌纱布擦拭发光管

及接受光电管, 盖上外壳, 试机, 故障依然。进入机器的 SER-

V ICE 模式, 察看到漏血探测器的实测值为- 11(当 < - 10

或> + 60时探测器报警)。这时可把实测值用箭头键定为零

点, 进行调校。然后用 sta r t键进行储存该调校值 (如果 st ar t

键亮, 就按下进行储存, 否则就不用按此键)。关机、然后开机,

自检通过,故障排除。 m

医用变压吸附式制氧设备断钻头

致分配阀卡死故障

李安乐

(宣城市人民医院 设备科, 安徽宣城 242000)

我院几个月前引进了一套龙飞 ( LY F- 5A) 型制氧设备对

医院各病床提供床头供氧。该制氧设备用变压吸附法( PAS )将

空气中的氧气与氮气分离, 并滤除有害物质, 从而取得符合医

用氧标准的高纯度氧气。该设备主要由空压机,冷干机,空气贮

气罐, 制氧主机, 氧气贮气罐和自动控制系统等组成。现就该设

备的工作原理以及工作过程中出现的 1例故障介绍一下。

工作原理 以空气为原料, 进口沸石分子筛为吸附剂, 在常温

低压条件下, 利用沸石分子筛加压时对氮气的吸附容量增加,

而大部分氧气不被吸附, 减压时对氮气的吸附量减少的特性,

形成加压吸附, 减压解析的快速循环过程, 将空气中 78%氮气

和 21%氧气分离, 而制取氧气。

工作流程 大气中的空气 y空压机 y空气缓冲罐 (防止压缩气

体有波动) y冷干机 (降温除去水份) y过滤 y空气分配阀 y四

个分吸附罐(氮气和二氧化碳被吸附, 氧气被分离) y氧气从顶

端溢出 y氧气缓冲罐 y大氧气贮气罐 y管道 y床头吸氧终

端。

故障现象 空压机、冷干机、制氧主机都能正常开机启动, 但氧

气压力不上升。

检修过程 查看制氧主机操作面板上空气压力表压力指示正

常, 这就说明空压机、冷干机工作正常, 四个吸附罐压力表中只

有一只有压力, 四只表压力并不交替上升, 下降。通过流程图可

以看到故障出现在空气分配阀。打开制氧主机侧门观察, 明显

能感觉到推动空气分配阀转动的气缸活塞在动作过程中有明

显漏气现象。检修漏气部分后,开机依然没有氧气产生。再进一

步查看, 空气分配阀根本没转动, 活塞与分配阀之间的固定螺

丝很松,紧固后空气分配阀还是没转动。脱开活塞后, 活塞工作

维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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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1心电图测速传感器和稳压管故障维修

徐廷胜

(千佛山医院 设备科,山东 济南 250014)

故障现象 1 开机后启动 ST ART 按键后, 走纸速度很快而且

转换走纸速度开关也不起作用。

分析检修 此故障原因一般发生在马达转速反馈电路中

IC210、Q201、Q 202,马达转速传感器, C213、C212、IC 211组成

马达稳速控制锁相环电路。

IC210为相位比较器, 由 IC 205送来的马达转速控制信

号加在相位比较 IC 210的 14脚输入端, 而由马达转速传感器

感应到的转速反馈信号, 经 IC211D的放大, 并经 IC 211B和

IC211C 的整形后,送到 IC 210相位比较器第 3脚输入端,此输

入端反应马达转速的快慢, 同时反应脉冲频率的增高或降低,

这时输入的脉冲相位就会产生相位差。经相位比较器比较后,

再将相位差转变为输出端直流电平的变化。当 IC210相位比较

器第 13脚输出直流电平为约 4. 7V, 电机转快走纸速度在

50mm / s。当 IC 210相位比较器的第 13脚输出直流电平约

2. 8V, 走纸速度在 25mm / s, 当送来的控制脉冲频率一致即相

差为零时, IC210的直流电平不变化, 马达转速稳定, 经分析后

故障就不难排除, 用示波器测马达转速控制信号波形正确, 然

后测转速检测信号波形无矩形脉冲波信号。由于马达转速检测

线路 IC211工作在低电压小电流状态, 因而它发生故障的可能

性很小。此电路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不能将马达转速检测脉冲

反馈相位比较器, 于是用示波器从电路的后端往前逆行检测,

C213右端正常情况下对地应有 0. 2V 的正弦波反馈信号, 经

IC211整形后变为矩形脉冲波, 如果在 C 213处无正弦波反馈

信号, 说明马达测速传感器线圈有开路现象。取下传感器检查

发现其中一组线圈的接线头处脱焊, 重新焊好, 照原样封好, 测

阻值 20&左右, 开机试机, 心电图恢复正常。

故障现象 2 调整基线电位器描笔无反应, 各功能发光二极管

均暗。

分析检修 交流供电或直流供电指示灯工作正常, 说明+ 12V

的供电电压正常, 测量该机 ? 8V 浮地电压, 测得只有 2V。然后

观察电路板元件有无异常, 当发现有一个电阻有点变色, 怀疑

电阻变值或烧坏引起此故障, 关掉电源准备拆除此电阻测量阻

值时, 无意碰触到 Q 108晶体管感到非常烫手。由于晶体管

Q 107、Q 108和变压器的初级组成推挽式电感耦合震荡电路,

震荡频率 20kH z, 经变压器耦合再经过整流和稳压, 得到 ? 8V

的浮地电压。用示波器重点测量 Q 107, Q 108的波形, 只有

Q 108波形尚可 Q 107( C 2655)已坏。由于该机原晶体管没有买

到, 用国产晶体管 3DK 4替代, ? 8V 输出还不正常, 只有基线

在很少的范围内调整 , 故障现象基本与维修前一样。又对

( 20784板) 测量检修, 在此电路板上若蓄电池电压检测与过敏

电压保护电路有故障时, 也能造成 ? 8V 电压输出不正常。由于

ZD400、Q402、R412、VR400和 R412分压调整, 引出一组+

2. 5V 的基准电压, 在该电路中+ 2. 5V 基准电压很关键, 当稍

有变化即影响整机供电。因此先检查+ 2. 5V, 此电分别送到

IC 404B, IC401的同相输入端和 IC402A 与 IC402B的反相输

入端,作为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当测得基准电压不正常时, 又对

稳压管 ZD400到 AN 6561第三端进行测量, 没有正常的 3. 2V

电压。初步断定可能是 Q 402或 ZD400损坏, 起不到稳压作用,

经测 ZD400稳压管坏。当时手头没有此型号的稳压管, 就用国

产型号 2CW52代替, 测量基准电压+ 2. 5V 正常, 心电图机恢

复正常工作。 m

正常, 用手转动分配阀, 转不动, 看来故障就出现在分配阀内

部。因空气分配阀是制氧主机的心脏, 通过它的转动交替给四

个吸附罐输送压缩的空气。由于是新机器, 以前没拆开看过内

部结构。所以很小心的拆开分配阀,在抽开的过程中,从分配阀

中脱落一物, 捡起来一看是一截断了的钻头, 再看分配阀阀心

上有明显的卡痕。怎么也想不出断钻头会是分配阀里的部件,

所以猜想这是在出厂安装时不小心掉进去的杂物。而在前一段

时间工作中断钻头正好在分配阀的空隙处, 不造成卡死。故障

时, 正好空气气流把它吹到阀心狭窄部分, 造成卡死, 从而引起

压缩的空气进入不了吸附罐, 而产不出氧气。清洁保养后按原

样装好分配阀, 开机, 各吸附罐的压力表交替上升正常半小时

后氧气压力上升。

体会 看来真正的故障就是空气分配阀卡死, 而活塞漏气是压

力过大后的正常泄气, 是压力过大后对活塞的一种保护, 活塞

与分配阀连杆的松动是分配阀转动一定角度的需要, 这两处并

不是真正的故障, 也按原样恢复。总之, 维修过程就是一个找故

障的过程, 真正的故障点往往只有一个, 其它貌似故障的现象

在真正的解决了故障之后都可以用真正的故障来解释这一现

象。 m

维修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