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FS 系列双道原子荧光光度计 

 

维护手册 
 

（内部资料） 

 

 

 

 

 

 

 

 

北京科创海光仪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归北京科创海光仪器有限公司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翻制 



前    言 

北京科创海光仪器有限公司是国内著名的分析仪器

制造商，拥有原子吸收和原子荧光两大系列的光谱仪器，

公司开发研制的原子荧光光谱仪是国内惟一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分析仪器，深受广大用户信赖，广泛应用在环

保、地质、冶金、食品卫生、水质监测、农产品检测以

及制药等行业。 

本公司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发并生产出第一台商品

化原子荧光光谱仪以来，一直致力于产品的更新，迄今

已生产有十多种型号的原子荧光仪器，国内外有近万家

用户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仪器，为了更好的为用户提供

服务，特意编写了本维修手册，希望能给用户带来方便。 

本手册中不包含原理描述，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

见产品说明书或直接和科创海光公司联系，另外本手册

中的部分内容（常用部件更换或保养部分）也需要用户

参考说明中的图例或描述。 

本手册适用于 AFS-2202E、AFS-230E、AFS-3000 

AFS-3100 、AFS-9800 以及 AFS-8800，部分适用于

AFS-2202 和 AFS-230、 AFS-2201 以及 AFS-9800，由于

经验和能力有限，本手册中不可能含盖所有的故障现象，

也难免存在有一些错误，因此也希望用户能够谅解，另

外科创海光公司也希望广大用户对本手册中提出宝贵意

见，以便于我们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特别说明 

 

更换元素灯时一定要关闭主机电源，要确保灯头上的各

管脚正确顺利的插在灯座上。一旦错位，有可能造成烧坏主

机内的主板，导致通讯失败。 

调光时最好先关闭氩气，否则调光器会堵塞载气通路导

致水封中的水排出或进入上端的胶管而影响测量，在调试完

毕后再打开钢瓶开关。 

更换灯时一定要在关机后稍微停留一段时间，防止灯

丝过热时灯受到振动而造成阴极材料溅射，影响灯的发光强

度和寿命。 

每次做完样品时一定要清洗几次，先把泵压块松开，

一定要在最后再关闭氩气，防止液体回流到载气管路中而导

致气路控制箱腐蚀，严重时载气通道会完全堵塞。 

严禁非专业人员擅自对仪器进行维修操作。 

出现故障时，应及时与科创海光公司指定的维修服

务站联系，或在科创海光公司售后服务部人员的指导下

进行各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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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仪器的正常使用和维护 

1．1  正常工作状态 

1．1．1  开机状态 

    当打开电源时，仪器面板前的电源指示灯亮，空芯

阴极灯能够自动点亮，此时的灯电流是本底预热电流，

不是实际工作电流。Hg 灯不容易启辉，可用激发器在灯

的外壁激发来点亮。 

1．1．2  联机和自检 

    当仪器电源打开时，计算机应能够顺利进入操作软

件。进软件后进行“气路自检”，屏幕显示气路上六个电

磁阀吸合正常并能听见吸合声音。在软件上选择“空芯

阴极灯和检测电路自检”来进行检测灯能量时，用手在

光电倍增管接收窗口处晃动，能量带（兰色光带）应明

显变长。软件设置点火，原子化器炉丝应点亮。 

1．1．3  进样系统 

     先手动将进样器按下，然后依次打开仪器主机电

源、进样系统的电源，这时自动进样器的进样臂应自动

抬起并回零位。双泵泵头应该处于锁死状态，用手很难

将其转动。当仪器工作时，能够看见载流和还原剂流进



反应块，在反应块出口处剧烈反应，产生气泡。 

1．1．4  气路系统 

打开氩气钢瓶总开关，并调整压力表出口压力在

0.2～0.3MPa 之间（建议 0.25MPa），仪器内部气路系统

的稳压表设定压力为 0.2MPa。只有压力大于 0.2MPa，才

能够进行测量，压力不够时会提示无载气，压力太大会

导致气流速度太大，导致火焰抖动。 

1．2  仪器最佳条件的选择 

1．2．1  灯电流的选择 

灯的辐射强度直接影响荧光强度，原子荧光用的元

素灯工艺特殊，与 AAS（原子吸收）元素灯不同，它允

许瞬时大电流而不会产生自吸，一般用推荐值即可，对

双阴极灯可以通过调整主阴极和辅阴极的电流比例来调

节灯能量，灯电流的调节与高压没有任何关系，它与原

子吸收不同，灯电流越大产生的荧光强度信号越大，也

就是灵敏度越高，一般主阴极电流对信号灵敏度起主要

作用。对于 Hg灯，由于其工艺特殊而且是阳极灯，使用

时最好不要超过推荐值。 

元素灯或包装盒上标明的是最大平均工作电流，而



仪器上设定的电流是脉冲峰值电流，例如设定 100mA 工

作电流，其实际的平均电流在 3mA 左右。 

1．2．2  负高压选择 

负高压的调节与灯电流没有关系，不存在 AAS（原

子吸收）的自动平衡概念，高压越高，则荧光信号越大，

同样噪声也增大，稳定性就相对差一点，光电倍增管有

一定的耐压范围，高压与灵敏度成指数关系。根据具体

信号强度进行选择，一般推荐在 300 左右，总调整范围

是 200～500V。 

实际操作中根据不同元素灵敏度的高低可以改变负

高压，例如硒元素灯灵敏度比较低，一般需要加大高压。 

1．2．3  载气流量的选择 

    载气的作用就是携带被测元素的氢化物到原子化器

进行原子化，载气流量太大就会造成气流速度快，冲淡

原子浓度，导致原子化效率降低，从而影响灵敏度，但

气流小则会造成信号不稳定，影响原子化效率，一般采

用推荐值。 

1．2．4  屏蔽气的选择 

    屏蔽气的主要作用是对原子化环境进行屏蔽，防止



氢化物被氧化，同时减少荧光猝灭现象，屏蔽气太小会

造成屏蔽效果不好，影响信号的灵敏度和稳定性，太大

则会造成影响原子化效率，灵敏度降低。 

1．2．5  原子化器高度的选择 

    炉高是指原子化器顶部距光电倍增管中心的距离，

也就是光轴与原子化顶部的距离，其高度与气流量的选

择有关，一般在 8mm左右，主要目的是使元素灯发光照

射在原子化效率最好最稳定的区域，如果气流量选择较

大，则原子化器应适当降低，一般采用推荐值即可，做

Hg 时，一般调整在 10mm 左右。 

1．2．6  泵转速和进样量的选择 

    对于断续流动，在固定时间内泵速越快进样量越大，

主要取决于采样环的长短，推荐条件下每次的进样量为

1.2ml 左右，它还和泵管粗细以及压块顶丝的松紧有关，

一般情况下要保证样品充满采样环，过量采样会造成浪

费和管道污染。 

1．2．7  读数时间和进样时间的选择 

    读数时间是具体的信号有效测量时间，在该时间内

进行信号采集，读数时间一般大于进样时间，便于把有



效信号都采集在内，读数时间太长会造成过多采集空白

信号，采完信号后的那段时间继续转泵主要是为了清洗

管路和原子化器，用户可根据信号峰型和样品含量选择

合适的清洗和读数延迟时间。 

1．3  易损易耗件的更换 

1．3．1  泵管更换 

由于泵管使用时间过长就会造成泵管的变形或磨

损，所以要进行泵管的更换。以反应泵为例，其上压块

为两个较宽槽口，安置排废泵管，下面为三个较窄槽口，

安置样品或还原剂管。 

根据下图安装泵管：     

                     图   压块以及泵管 



1.插口     2.泵管槽     3.泵管     4.泵管卡头 

    在安装时，应当注意泵头均为逆时针方向转动，根

据上图方向所示，安装压块，将压块上的插口插到泵头

上的插柱上，将泵管如上图所示安装在槽口中，将压块

推近泵头，可以旋转固定块上的螺丝以调整压块的松紧

(以溶液流动正常为准)。注意安装完泵管后应该马上滴加

硅油润滑，延长使用寿命。 

安装过程中应注意泵管的粗细规格，排废液的两根

泵管最粗，水封排废液管、载流补充管、采样管均为中

粗，还原剂管为最细，安装连接可参见下图 5-2。 

              图  泵管安装示意 

1.水封排废液管     2.载流更新管     3.还原剂管 

4、5.排废液管     6.采样管 

   上面的图示仅仅为参考，操作者可根据具体的实验要



求更改。 

1．3．2  点火炉丝的更换 

    把原子化器的上盖取下，用一字螺丝刀拧松连接炉

丝的螺丝，并取出烧断的炉丝。更换时将新的炉丝的双

脚插入陶瓷片的两个小孔中，把出来的引脚缠在点火炉

丝连接柱的固定螺丝上，并将其拧紧。将炉丝套在石英

炉芯管口处，装回上盖即可。 

1．3．3  进样针的更换 

    将毛细管从坏的进样针上拔下，从自动进样臂上取

下进样针，并将新的进样针放到进样臂上，调整高低，

使进样针能够吸到样品管的最底部，连回毛细管。 

1．3．4  原子化器的更换 

当遇到原子化器损坏或污染时，需要更换原子化器。

它主要是靠原子化器下面的螺丝固定的，更换时，将螺

丝松开，把点火炉丝电源线的蓝色插头拔下，再将石英

炉芯下的两根硅橡胶管拔下，注意不要损坏石英炉芯。

将原子化器从烟囱口处取出。从卸下的原子化器上拧下

点火炉丝电源线，并装在新的原子化器上，再将两根硅

胶管套回石英炉芯的两条管腿上。注意，不要将载气和

屏蔽气接反。 

1．3．5  石英炉芯的更换 



    将原子化器卸下，拧开上盖的固定螺丝取下上盖，

将夹持套、陶瓷片和炉丝取下。再将炉体的固定螺丝拧

开取下炉体，取下石英炉芯固定块，取下石英炉芯。将

新的石英炉芯按原位放回，把石英炉芯固定块套在炉芯

上，装回炉体，放回夹持套、陶瓷片和炉丝，装好上盖。 

1．3．6  空芯阴极灯的更换 

更换阴极灯之前一定要将关闭主机电源，将原灯直

接拔下，将要更换的阴极灯灯头上的凸起对准灯插槽的

缺口部分插进去。注意不要将灯头的针插弯。 

注意：最好在灯冷却几分钟后再拔下，防止阴极材

料溅射而影响元素灯的寿命。 

1．3．7  空芯阴极灯的调节 

换灯后要重新调整灯位。将调光器插在原子化器上，

调节原子化器的高度，使调光器最下面的刻线与光电倍

增管的中心平齐（一般是 8mm），再把调光器的平面对准

要调的元素灯，打开仪器电源，将灯的光斑调到最下面

的线与垂直线的交点处（8mm）。另外的一支灯的调节方

法同上。作汞元素时要将高度调为 10mm。 

注意：调完后一定要取下调光器。 

1．3．8  气液分离器、水封、反应块的更换 

气液分离器、水封和反应块使用时间过长会产生堵



塞、泄漏或破裂的现象，更换时比较简单，只要卸下与

其连接的毛细管和硅胶管，连在新的气液分离器、水封、

反应块上即可。 

1．3．9  泵头的更换 

    泵头由于使用时间较长，容易被酸腐蚀。在更换泵

头时，用六角板子将侧面的内六角螺丝拧下，取下泵头，

将新的泵头插上，注意要与仪器前面板留有一定的间距，

防止泵头摩擦前面板。然后拧紧内六角螺丝，用手转动

泵头上的胶滚，应该能够转动，另外应定期加硅油。 

1．4  仪器使用注意事项 

 在测量前，一定要打开氩气，并调整好压力。 

 检查原子化器下部去水装置中是否有水。可用注射器

或滴管添加蒸馏水，液面超过排废口即可。 

 一定注意各泵管无泄漏，定期向泵管和压块间滴加硅

油，防止磨漏。 

 实验时注意在气液分离器中不要有积液，以防溶液进

入原子化器。 

 进操作软件前要将加密锁插在计算机的USB端口上，

再进软件。当做完此元素要做另一种元素时，应重新



进软件选择元素（针对有加密锁的仪器而言，新仪器

已取消加密锁，老仪器可免费更新软件）。 

 在测试结束后，一定在空白溶液杯和还原剂容器内加

入蒸馏水，运行测量程序以清洗管道。最后再关闭载

气，并打开压块，放松泵管，再次测量前最好重新调

整压块的松紧。 

 从自动进样器上取下样品盘，清洗样品管及样品盘，

防止样品盘被腐蚀。 

 载流液和还原剂应注意及时更换，不要使用放置时间

较长的载流液和还原剂，测量时应现用现配。 

 更换元素灯时，一定要在主机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不

得带电插拔灯。安装空芯阴极灯时，灯插头凸处一定

要同插座的凹处吻合。 

 元素灯的预热必须是在进行测量时点灯的情况下，才

能达到预热稳定的作用。只打开主机，元素灯虽然也

亮，但起不到预热稳定的作用。Hg、Sb 灯，特别是

双阴极灯和新灯，要预热时间长些。 

 原子化器应该在点火状态下预热一段时间在进行测

量，提高稳定性。 



 

2．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故障 1：串口通讯失败 

1．串口电缆接触不良，检查接口电缆是否连接好。 

2．计算机串口（COM1）错误，可更换一台计算机，安

装好软件后进行测试。 

3．软件受到破坏，比如安装性能不好的杀毒软件会破坏

荧光仪器软件的运行，另外也可能是受到病毒影响而

导致不正常工作，建议计算机要专用。 

4．进入主程序和打开主机电源的间隔时间太长，最好在

双击原子荧光主程序图标后马上打开主机电源，或打

开电源后马上进入主程序。 

5．主机内电路故障，主要是单片机最小系统和 RS232 接

口芯片。 

6．更换元素灯时未关机而造成主机内电路板烧坏。 

 

故障 2：开机后元素灯不亮 

1．灯设有一个本底电流，便于工作时容易点亮，同时也

有易于灯的寿命。两道灯都不亮，问题出在灯电源 PCB3

板，主要查灯电源供电部分，包括灯电源变压器，保险



丝及起辉电压整流部分。 

2．一道灯不亮，可交换灯位，以排除元素灯的故障，再

查相应的起辉电压整流部分，两个灯共用一个变压器，

但有各自的整流电路。 

    目前还从未发现灯电源板出现故障。 

故障 3：开机后元素灯亮，但测量点灯时不亮 

主要是 PCB2 和 PCB3 之间的灯控制线缆虚接，导致

灯电流或点灯脉冲没有施加到元素灯驱动电路上，应重

点检查这些线缆。 

另外可能是灯电源板 PCB3 上的 ADG201 开关或主

控制板上的灯电流控制 D/A 故障，但目前从未发现过灯

电源部分出现故障。 

这种故障会造成某个阴极或两个阴极没有灯电流，

从而导致某一道没有荧光信号或灵敏度很低。 

故障 4：开机时灯特别亮 

主要是灯电源板上的大功率管击穿，这时应马上关

机，防止把灯烧坏或过流造成灯变压器烧坏，目前还从

未发现过此类故障。 

 



故障 5：无信号或信号很低 

1．电路故障 

首先检查仪器的电路有无问题，可通过软件上的灯

能量检测功能来检测，在文件菜单中调出灯能量检测画

面，用手或其它物体在原子化器上方晃动（在不点火情

况下，目的是把灯发出的光反射进检测器）），如果看见

检测画面的能量带增长，说明负高压和信号放大部分以

及电路板没有故障，这肯定是在测量时没有产生荧光信

号，应重点检查进样管路和氢化物通道。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对电路进行测试，就是将原子化

器升高，在不进样的情况下进行测试，让原子化器将灯

的光线反射到检测器，这时应出现荧光强度，强度大小

随反射光强变化，如果现象正确，进一步说明电路不存

在问题。 

如果上面的测试不正常，说明电路部分出现故障，

这时要检查信号输出电缆是否接触不良，有条件的单位

可以请维修人员对负高压进行测量。 

    最可能的原因是有关的接线插头松动，造成信号通

道开路，个别情况是负高压模块坏。 



2．进样系统故障 

如果检测电路上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出在进样系

统上。首先应该检查进样管和还原剂管有无堵塞。再检

查双泵上的泵管是否老化变形，导致样品不能顺利流到

反应块内进行反应，不能生成氢化物气体。泵上的压块

太紧或太松，样品也不能顺利流过，应调整固定块的松

紧，使样品流动顺利，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分别吸取带

颜色的液体以观察样品和还原剂通道是否通畅。 

样品或还原剂毛细管变形造成不吸样，或者是把样

品毛细管和还原剂泵管弄反，因为还原剂泵管较细，如

果弄反或造成灵敏度降低 50%左右。 

3．汽液隔离部分故障 

仪器的载气管路上装有一个汽液隔离装置，目的是

防止在反应块出口堵塞的情况下造成酸液回流进气路系

统，从而腐蚀气路控制系统，但有时汽液隔离装置会发

生破裂或内部的隔离膜受污染而导致载气泄露或不能进

入到反应块，因此导致信号强度很弱或无信号，这时用

户可暂时不用汽液隔离装置，把载气直接接在反应块上，

然后从科创海光公司购买此部件。 

出现这种情况时的外表现象是反应块内的气泡不明

显，或者汽液混合物的流速比较缓慢。 



4．漏气和炉心破裂 

这里的漏气是指反应后的氢化物气体泄漏。气液分

离器上连接的硅橡胶管因使用时间过长老化会出现裂

痕，导致反应后的氢化物气体没有进入原子化器，而是

从裂痕处漏出。解决办法是更换破损的硅橡胶管。还有

各种接头拧不紧以及石英炉心破裂也会造成漏气，应仔

细进行检查，拧紧各个毛细管连接头。 

5． 载气和屏蔽气接错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安装石英炉芯或更换炉丝后，

这时有可能把载气和屏蔽气气管拆下，在重新安装时接

错位置，载气要接在石英炉芯的内管上，屏蔽气接在外

管上。 

    简单的判别办法就是堵住石英炉芯的内管，若水封

冒气泡，则说明没有接错。 

6．水封没加水（参见故障 17） 

由气液分离器出来的氢化物气体会带一些水滴过

来，水封装置起到二次过滤作用，防止水进入原子化器，

影响测量结果。如果水封中没有水，氢化物气体就会从

加水口漏掉，从而造成没有信号，所以要向水封加水。 

长期停用后再使用时，一定要先往水封中加水。 



7．氢化物气体没被炉丝点燃 

    氢化物气体进入原子化器，如果没被炉丝点燃，就

不会有荧光信号。可能是炉丝烧断造成的，炉丝电阻为 9

欧姆左右。如果炉丝不亮，发现断路，可直接更换炉丝。

如果炉丝没断但不亮，则是炉丝的供电有问题，如果炉

丝亮，而石英炉芯高出炉丝，氢化物气体也不会被点燃，

就不会产生原子化，因此也没有荧光信号。这时要把石

英炉芯按到底部，使之与炉丝平齐。 

8．炉温不够或炉丝供电问题 

当炉丝温度不够时会导致整个原子化器的温度降低，

也会造成灵敏度低或无信号。虽然点燃火焰后原子化温

度在 8000C 左右，但炉体温度对灵敏度也有很大影响，

解决办法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点火炉丝两端的

电压，应该在直流 20V 左右，调节主板（PCB2）上的电

位器 P7 可以调整该电压，另外由于接触不良也可能引起

炉丝不亮（接线柱氧化而导致）。 

9．石英炉芯严重污染 

长时间使用后炉芯里面会有很多结晶或杂质，严重

时会堵塞氢化物蒸汽的通路，造成灵敏度降低，因此要

定期清洗石英炉芯，有时炉芯里有其它异物（比如调光



器脱落的涂层），每台仪器都备有一套原子化器，用户可

以进行更换。 

10．光路系统问题 

有时用户在不注意时会把检测器窗口（中间的锥型

筒）的位置弄偏，导致不能很好地接收到荧光信号，另

外也可能由于聚焦透镜污染造成灵敏度降低，因此在灵

敏度降低时也要对光路进行检查，透镜脏时可以用镜头

纸轻轻擦拭。 

安装原子化器时一定要保证两个灯的出射窗口和光

检测器的入射窗口应该在以炉芯为中心的同心圆上。 

注意：透镜污染引起的灵敏度降低是缓慢变化，若

灵敏度突然降低很多，则不会是透镜污染造成的。 

11．元素灯和试剂问题 

测量时元素灯没有被点亮（不同于开机时的本底亮

度）或元素灯与被测元素不一致，有时也存在试剂问题，

即买来的标准试剂有误。 

12．氩气纯度不够或压力过低，需更换一瓶氩气。 

13．载气软管弯折导致无载气进入反应块。 

14．更换炉芯或炉丝后，焦距发生变化（见 13）  



故障 6：单道无信号和灵敏度低 

首先把两道的元素灯进行更换，如果还是那一道没

信号，则说明该道的灯电源部分故障，解决办法见故障 2

和故障 3。 

若更换后该元素在另一道也没信号，也就是说某个

元素在任何道都没信号，说明是元素灯问题或试剂问题。 

如果只是单道灵敏度低，那么很有可能元素灯的一

个阴极不亮造成的，参见故障 3。 

故障 7：做汞在哪道都有信号，别的元素没信号 

故障原因是炉丝没点亮或石英炉芯高出炉丝，一般

炉芯顶部和炉丝平齐，因为汞可以冷原子测量，而其它

元素则不可以，炉丝不亮或炉芯高出炉丝会造成不能点

燃氩氢火焰，不能原子化，因此也就没信号。 

解决办法就是更换炉丝（炉丝不亮请参见故障 12）

或把炉芯轻轻下压使炉芯顶端与炉丝平齐。 

故障 8：单泵或双泵不转 

问题主要出在泵电机驱动块连接头处接触不良，打开

双泵（或单泵）的外壳，用手拉扯驱动块连接头和有关

插头上面的每一根电缆，如果轻松拉出，说明接触不好，



拧紧即可。 

如果一个泵不转，这时可以将两个泵的驱动块和电缆

进行互换，以判断是驱动故障还是电机本身故障，另外

就是 PCB2 和 PCB5以及有关电路，电机一般不存在问题，

相电阻在 3 欧姆左右，应仔细检查有关的插头和主机与

双泵的连接电缆，此类问题多数是由于接触不好造成。 

在没有打开电源时，泵头应能轻松转动，电源打开后

用手不能轻松转动，如果还能转动，说明电机的驱动电

源（24VDC）故障。 

个别情况是泵电机驱动块损坏造成的。 

故障 9：自动进样器不复位 

    检查方法如下：关掉电源，人为使样品臂抬起，水

平移动进样器到中间任一位置，再将样品臂压下，此时

打开双泵电源（不用打开主机电源），这时应首先抬臂，

然后水平回到“0”号位置，同时 Y 轴（前后方向）也回

到第一排位置，这是一个完整的复位动作。 

如果电源接通后，进样器不复位，没有任何动静，

则说明进样器内的 PCB5供电故障，主要是 24VDC/5VDC

电源变换块坏，还有就是双泵和自动进样器之间的电缆



接触不好。 

如果不抬臂或进样针不回第一排位置，请见下文。 

故障 10：进样臂只在零位上下运动，不横向运动 

在自动进样器中设有位置保护开关，这是为了防止

程序失控或出现故障时造成机械损坏，出现此问题可能

是进样臂水平运动过冲造成保护开关生效，这时只需关

闭双泵电源，将进样臂移到中间任何一个位置再重新打

开电源即可，注意一定要先把进样臂抬起再挪动到中间

位置，否则会损坏进样针。进样臂在最右端时不动作是

因为右端保护开关生效，处理办法和在左端时一样。 

另外就是横向电机的驱动部分故障或接触不良。 

故障 11：泵转动正常，但进样器不正常 

    这时可以采用手动测量继续进行工作，出现这些故

障时要首先检查自动进样器是否能正确复位，见前面的

故障 7，如果进样器有动作，比如抬臂或水平方向有移动，

但不能正常复位，则故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回零位或水平位置错 

    进样器 X 方向（水平）的零位光敏对故障，还有可

能光敏对性能不好，处于临界状态，造成故障偶尔出现，



另外水平方向的移动导轨磨损，造成运动阻力过大。 

2．不抬臂就水平移动，造成进样针折断 

主要原因是 Z 轴（上下方向）上位光敏对坏，该光

敏对在升降盒体部件内的 PCB7 电路板上，此时说明该光

敏对常处于挡光截止状态，给 CPU 造成已经上升到位的

假象，而开始水平移动，将进样针折断。 

3．臂不下来就开始转泵吸样 

    Z 轴下位光敏对坏，原因和位置同上。 

4． Y 方向不回第一排或只前走不后退 

    故障原因是 Y 方向光敏对坏，仪器总认为当前位置

是第一排，该光敏对在采样臂根部小电机的下方。 

5．运行过程中抬臂噪音大，不平稳 

    主要是机械故障或升降镙杆上缺润滑油，另外也可

能是电机和镙杆之间的连接松动造成，如果不抬臂但电

机抖动，则有可能是电机驱动器损坏或线缆连接不好。 

6．水平方向噪音大，运行不平稳 

    机械结构上连接松动或导轨磨损变形，应适当加润

滑油，当然也可能存在驱动器或连接电缆出现问题。 

7．前后方向（Y 轴）回零位后电机还一直转动 

主要是该方向的光敏对有问题或其挡光板没有插入

到光敏对中，如果电机不转或只是抖动，则有可能是



PCB5 上的达林顿驱动部分或控制信号有问题。 

8． Y 方向前后都不动，但小电机转动 

原因是电机轴与带动进样针移动的丝杠之间的连轴

节（万向接头）损坏，导致力矩不能传输。可向我公司

购买后自行更换。 

 

故障 12：不点火，炉丝不亮 

炉丝断，正常阻值为 9 欧姆左右，两端电压大约为

19V，如果炉丝没断，则检查炉丝两端电压，顺着连线包

括过渡连接头一直查到主机内 PCB2 板，炉丝电压由该板

上的可调稳压电源 LM338 控制，点火信号由 ULN2003

驱动。有时是由于炉丝接线柱氧化或锈蚀造成接触不良

使炉丝不亮。 

故障 13：载气保护，提示无载气 

集成气路入口处有一个气体压力监测开关，当氩气没

打开或压力不够时禁止进行测量，以防止酸液回流腐蚀

气路，如果氩气已打开，则检查气路上的稳压阀是否指

示为 0.2MPa，另外也可能是由于压力开关内部有问题，

可以轻轻敲打该开关，开关顶部有一个压力调节螺钉，

通过调节可以改变其反应灵敏度和保护低限。 



如果仍不能解决，则必须更换压力开关，如果继续使

用，可以用随机备件中的短路帽将气路上的压力开关插

头短路，这样可以继续使用，但必须确保氩气已打开。 

故障 14：气路电磁阀不正常 

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电磁阀结构故障，可以自己

拆开或轻轻敲打，其二是电磁阀的驱动电路故障，即

PCB2 板上的集成达林顿芯片 ULN2003。 

故障 15：空白荧光强度高或线性不好 

主要原因是污染和试剂有问题，另外还有空气污染，

器皿没有清洗、氩气不纯以及泵管和炉芯污染等，有时

灯不好或炉子太高也造成空白值高，对于新装修的实验

室，对 Hg 影响很大，如果样品含 Hg较高时，可适当加

长清洗时间。 

配制溶液使用的所有玻璃器具都要用硝酸溶液浸泡

24 小时以上。配试剂过程中使用的盐酸最好是优级纯。

最好使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纯净水。 

有时灯和地面不平行，灯发出的光照射到原子化器顶

部反射到检测器，造成空白高，因此一定要保证灯和仪

器台面要平行。 



故障 16：信号不稳定，精密度差 

    主要原因有气路漏气、通风不畅、外界光干扰等，

可用以下方式检查排除。 

1． 空芯阴极灯不稳定。请换一只空芯阴极灯。 

2． 检查氩气瓶接口、仪器后部气路是否漏气，可用肥皂

水擦拭各接口处。 

3． 如果排风扇排风不畅，燃烧后的废气不能及时排除，

就会造成数据不稳定。 

4． 进样系统不稳定导致信号不稳定，调节压块松紧或泵

速使进样量稳定。 

5． 强光干扰，仪器前的窗口不能用强光照射，如日光，

灯光等。 

6． 药品、试剂纯度不够，有污染。更换高纯度的药品。 

7． 空调或风扇的风力过大，导致火焰跳动而影响稳定

性，因此要避免有强风流动。 

8． 废液排出不畅，大量水份进入原子化器，水封处有气

泡，炉芯或水封有堵塞现象。 

9． 氩气压力过大导致载气流速太快。 

故障 17：计算机死机 

    主要是软件或计算机问题，在测量数据的过程中，



鼠标只能点击急停或停止按钮，不能点击其他按钮或打

开其他与本软件无关的窗口。不能设置屏幕保护程序。

关闭 Windows 下的电源管理。如还不能解决，请检查计

算机是否感染病毒。请卸载并重新安装操作软件，或更

换一台计算机。 

故障 18：信号溢出（超 8V）错误。 

    故障原因是荧光信号过强，超过数据处理的限制范

围，有可能是污染、主板电路故障或化学问题。 

首先将光电倍增管的入射窗镜头堵住，如不出现信

号溢出（超８Ｖ）错误，则是样品浓度太高或有污染，

如还出现错误则是电路故障。更换主板上的单片机最小

系统或 4051、4052 等芯片。如果是化学故障则须将样品

稀释，如是污染，必须将管路、气液分离器和石英炉芯

卸下用盐酸浸泡 24 小时以上。 

故障 19：水封中的水不能保持 

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水封本身密封性不好，

比如有裂缝或密封胶开裂，可以观察水封四周是否液体

渗漏，如果发现漏水，则应更换水封。 

原因之二是氢化物蒸汽的出口堵塞，不能进入到原



子化器，堵塞的原因有可能是密封橡胶圈老化或加工过

程中出口处残留有物质颗粒，这时由于氢化物蒸汽没有

出口，在气体压力作用下，水封中的水以及氢化物蒸汽

一起从排废管中流出，这时肯定也没有荧光信号或灵敏

度很低，另外水封上的接头密封不好，出现漏气也可能

导致水封中的水逐渐减少。 

故障 20：有关的连接管脱落或崩开 

仪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有关的连接管崩开现象，

主要发生在硅胶管，引起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堵

塞，导致没有出口，发现这一情况时可以顺着管路反向

检查并逐级排除；另外在反应块和泵管处发生上述现象

时，也很有可能是样品消化不好，在接头处有结晶颗粒

而导致堵塞，还有就是有关的管子老化，造成连接不牢

固，这时可以将老化的部分剪掉或更换一根新管。 

故障 21：提示非法软件 

05 年前购买的仪器会出现此问题，主要是在用户重

新安装软件或更换计算机后容易出现，原因是没有安装

加密锁的驱动程序，按说明书中的指示重新安装加密锁

驱动程序即可，或找我公司升级软件。2005 年后购买的

仪器取消了软件加密锁，不会出现此问题。 



故障 22：软件功能菜单辉化，禁止使用 

仪器需要 ACCESS 数据库进行数据的存储，因此在

测量前一定要连接一个 ACCESS 数据库，否则不允许进

行测量功能，在文件菜单中进行数据库连接就可以了。

因此要求计算机中也必须要有 ACCESS 数据库软件。 

故障 23：单道测量时做一个样品就停止不做 

    单道测量时若另一道插有元素灯，仪器就默认是两

道，这时需要把不用的那一道的元素灯拔下或将自动识

别的元素符号删掉即可，方法是选中不用的那一道的元

素符号（变蓝），然后按键盘上的取消键（左箭头按键） 

故障 24：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有时出现乱走位或提示各种错误，或程序不受控制，

比如泵总转不停或不显示测量数据等，大部分原因是计

算机感染病毒，这时需要重新安装软件，严重时必须对

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 

还有就是仪器主机和双泵系统的连接电缆接触不良

造成的，有时杂牌（拼装的）计算机串口功能不正常，

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另外，有时仪器安装别的软件也会造成此类问题，



比如有些杀毒软件或游戏软件等，建议用户不要使用仪

器的计算机上网，也不要随意安装别的软件。 

故障 25：汞污染或空白高 

汞空白过高（甚至信号溢出）的主要原因是污染，

判断是否污染可以首先在不点火的情况下将检测窗（中

间的锥形筒）堵住，松开泵管压块进行测试（不进试剂），

这时的荧光强度应该在 30 左右，这说明仪器本身没有问

题，不堵检测窗时，数据应该在 300 左右（不进试剂），

如果数据很大则说明有污染。 

进一步判断的办法是仍然在不进试剂的情况下将水

封与炉芯之间的胶管断开，相当于没有任何气体进入原

子化器，这时信号应该正常，若信号很高说明原子化器

高度不对（应该在 10—11mm 之间）或汞灯有问题；若

此时不高而接上气管后变为很高，则更加断定是管路中

存在有大量的汞。 

污染的主要原因是试剂（包括酸、还原剂和水）以

及做过高含量样品，首先更换合格的试剂，进行多次空

白测量清洗，若仍然居高不下，则需要拆下炉芯和汽液

分离器用酸浸泡或大量清水冲洗，再更换样品泵管和水

封与炉芯之间连接的胶管。 



试剂问题主要是劣质酸和硼氢化物和氢氧化钠，若

怀疑水质不好，可用市场上出售的纯净水代替。 

做汞时反映最多的是污染问题，尤其是做化妆品检

测，这是所有仪器都不可避免的，除试剂因素外，环境

污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周边有破碎的日光灯、水

银温度计，另外还有新装修的实验室以及劣质化妆品和

器皿被污染等。 

清洗器皿用的试剂要勤于更换，另外随仪器配用的

样品试管有时也被污染，所以使用前一定要浸泡处理。 

做 As 造成空白高的原因主要是试剂（重点是酸）和

灯位不平行。 

故障 26：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 

主要是主机电源保险丝以及双泵的电源保险丝烧

断，有时外接的交流稳压电源也会出现故障，造成无电

源输出。保险丝在供电电源入口处的保险丝盒内，如果

烧坏，则用备件中提供的相应保险丝予以更换。 

 

 

 



3． 易损耗件明细和规格 

 泵管（共 6 根）（2202 和 3000 共五根） 

    2 根（1.14×0.82）废液 

    3 根（1.52×0.75）采样管、水封排水、载流槽 

    1 根（3.18×0.9）还原剂 

 连接管 

    2 根 60cm（一端接头）采样管、水封排水 

    1 根 30cm（一端接头）还原剂 

    1 根 25cm（一端接头）载流槽 

    1 根 40cm（两端接头）气液分离器 

    2 根 15cm（两端接头）仪器内部 

 点火炉丝 

 进样针 

 主机电源保险丝 3A、灯电源保险丝 0.2A 

 硅橡胶管，两种（Φ 4×6）、（Φ 6×9） 

 特制高强度编码元素灯（共 11 种） 

 石英炉芯（B 型） 

 屏蔽式石英炉（原子化器） 

 气液分离器 

 反应块 

 二级气液分离（水封） 

 连接头和密封垫圈 

 调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