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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Ｘ－９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常见故障与排除方法

杨载明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六地质大队，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０）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因价格低、耗材便宜、易使

用、易维护等特点，已成为常规实验室的必备仪器。

ＧＧＸ－９型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北京地质仪器研
究所（现北京海光仪器公司）于 １９９７年推出的产
品，在很多检测实验室得到广泛的应用。该型号仪

器电路采用模块化设计，集成度高，主机内电路部分

只有电源板和前置放大器板，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

计算机完成，点灯控制、采样、启动 Ａ／Ｄ转换等时
序，均由一片特制的芯片来完成，提高了仪器的一致

性和通用性［１］。仪器推出迄今已近２０年，目前大量
实验室仍在使用，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但大大超过了仪器预期使用年限，会产生如空心

阴极灯异常、低压开关保护、自动波长信号弱、雾化

系统、空气压缩机等方面的故障。本文针对仪器常

见的故障现象及检修维护提出了解决办法。

１　仪器故障现象与检修维护
１．１　开机后一号灯极亮，主机内伴有烧焦味散出

拆下前置放大器板，如图１所示，观察到电阻
Ｒ２０（１Ｋ）烧蚀严重，且场效应管 Ｑ３的散热片左下
底部的电路板铜箔处有烧焦现象。分析电路可知，

限流电阻Ｒ２０接场效应管 Ｑ３源极，Ｑ３源极与场效
应管的金属背板导通。由于 Ｑ３的安装未与散热片
采取绝缘措施，且Ｑ３的散热片偏大，安装时左下鳍
片紧压着电路板铜箔，经过长时间的运行，绝缘性能

下降，散热片与铜箔导通，使得电阻 Ｒ２０通过场效
应管、散热片而接地，导致电流过大致电阻严重过

载，表现为一号灯亮度超出正常亮度许多。更换

Ｒ２０，并在散热片处加垫云母片做好绝缘，开机故障
排除。

图 １ 前置放大板局部

１．２　开机即提示信号弱
打开灯室，观察二号灯处于工作灯位，但不亮，

更换一号灯于工作位后，一切正常。拆下前置放大

器板，如图１所示，观察到电阻 Ｒ１３烧毁，分析电路
可知，电源经 Ｒ１３给 ＬＦ４４２ＣＮ双运算放大器［２］供

电，运放得电后通过Ｑ２控制二号灯工作。由于Ｒ１３
已经完全烧毁，又无原理图可查，无法判断 Ｒ１３的
阻值，但根据仪器设计可知，一号灯与二号灯电路控

制完全相同，因此分析电路，一号灯通道相同作用的

电阻为Ｒ１４，因此查看电阻 Ｒ１４上的色环标示［３］可

知该电阻为１００Ω（１％精度）。更换 Ｒ１３为相同阻
值电阻后故障排除。

１．３　开机提示低压开关保护，不能回到光零
开机后，主机电源开关亮，无电机运转声，在线

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主电源变压器次级无输

出，拆下检查，初级断路损坏。该变压器为 Ｒ型结
构，无噪声，漏磁小，空载电流小，铁损低，转换效率

高［４］，次级多个绕组经整流稳压后给仪器提供不同

的工作电压。由于自行绕制困难，因此联系厂家购

买更换后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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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自动寻波长时提示信号弱
开机自检能找到光零位置，执行“自动波长”时

总提示信号弱，无明显的波峰显示，查看负高压高出

正常值很多，即使加大灯电流及更换新的元素灯或

换用别的元素灯时亦无改善。

首先怀疑光零位置偏离，通过软件重新执行自

动校光零程序，提示光零位置 ２１４６（原光零位
２１１６），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自带记事本打开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计软件安装目录下的ＧＧＸ－９．ＩＮＩ初始化配置
文件，修改第一行数值为 ２１４６后保存，开机故障
依旧。

模块化设计的电路板，常因金手指氧化导致接

触不良而产生故障。拆下电源板及前置放大器板，

观察金手指有氧化变色现象，用橡皮擦擦净金手指

处的氧化层，对于氧化较严重的，用细砂纸小心打

磨，使其恢复铜箔的光亮，装机后故障排除。更新初

始化配置文件后正常使用。

１．５　雾化系统故障
１．５．１　火焰出现缺口或锯齿状

连续测试高盐试样会导致燃烧器缝隙产生盐析

现象，从而阻挡火焰形成锯齿状火焰，如图２所示。
遇到此情况，应急时可在熄火状态下用滤纸对折后

插入缝口擦拭［６］，待测试结束后取下燃烧器拆分置

于５％的盐酸里浸泡数分钟，清水洗净晾干后装机，
对不易洗尽的污垢可用刀片轻刮。

图 ２ 燃烧头及碰撞球式雾化器

１．５．２　雾室有“咕噜”响声
雾化器对抽吸来的试液进行雾化，碰撞球式雾

化器的雾化效率一般为１０％ ～１５％，其余未雾化的
试液通过废液管排出，若排液不畅，长时间的使用会

使雾室产生积液而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并造成

喷雾不稳定，数据出现大的跳动。因此应在测试过

程中偶尔摇动废液管以保证排水通畅（注意水封）。

１．５．３　测试过程中突然不能提吸试液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但过一会就发现突然不能

提吸试液，怀疑雾化系统发生堵塞，取下玻璃雾化器

及塑料毛细管仔细观察，未发现堵塞物，原样装回开

机，开始时又能提吸试液，但几分钟之后又出现堵塞

现象，再次取下玻璃雾化器，发现在雾化器的喷嘴处

有冰状物，就是此冰状物堵塞了雾化器。

分析原因为：仪器室未安装空调，且正处于冬

季，气温较低，待测试液温度也较低，当试液被抽吸

进入雾化器雾化时，在雾化器的喷嘴处会有部分液

体被气化而吸收热量，使得喷嘴处的温度越来越

低［５］，最后导致结冰堵塞。可以在仪器边上放一杯

约２５℃的蒸馏水，在测试开始前及更换测试样品的
间隙，把毛细管放在此热蒸馏水中抽吸，这样冷热交

替，可避免整个测量过程中雾化器喷嘴的结冰现象。

２　结语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是仪器分析中应用较为广

泛的基础仪器之一，设计方面也很成熟，故障率较

低，但经长时间高频次的使用，加之某些不适当的使

用环境，常出现元件损坏、绝缘老化、接触不良等电

路故障。通过对仪器的保养维护和常见故障的分析

处理，能够保证仪器的性能，延长其使用寿命，节约

检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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