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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日常维护计划仪器日常维护计划
一、目的

规范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维护，确保仪器各

功能部件的正常使用和延长使用寿命。

二、适用范围

适用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维护。



三、职责
操作人员负责日常维护、开机检测、做好

设备使用记录。
保管人员负责仪器的日常管理，定期维

护、保养。
科室负责人和办公室负责联系厂家工程师

到本单位进行一年一次维护。
科室负责人监督上述人员履行有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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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护规范
1 、每次关机及分析结束当做好以下工作：

放干净空压机贮气灌内的冷凝水、检查燃气是否关好；用水
彻底冲洗排废系统；

如果用了有机溶剂，则要倒干净废液罐中的废液，并用自来
水冲洗废液罐；

高含量样品做完，应取下燃烧头放在自来水下冲洗干净并用
滤纸仔细把缝口积碳檫除然后摔掉水滴晾干以备下次再用。同时
继续用纯水喷雾几分钟以清洗雾化器。

清除灯窗和样品盘上的液滴或溅上的样液水渍，并用棉球擦
干净，将测试过的样品瓶等清理好，拿出仪器室，擦净实验台；

关闭通风设施，检查所有电源插座是否已切断，水源、气源
是否关好；

使用石墨炉系统时，要注意检查自动进样针的位置是否准
确，原子化温度一般不超过 2650 ℃及尽可能驱尽试液中的强酸
和强氧化剂，确保石墨管的寿命。



2 、每月维护项目

检查撞击球是否有缺损和位置是否正常，必要时进行调整；

检查毛细管是否有阻塞，若有应按说明书的要求疏通，注意

疏通时只能用软细金属丝；

检查燃烧器混合室内是否有沉积物，若有要用清洗液或超声

波清洗；

检查贮气罐有无变化，有变化时检查泄漏，检查阀门控制；

每次钢瓶换气后或重新联结气路，都应按要求检漏

整个仪器室的卫生除尘。



4 、更换石墨管时的维护

石墨炉的清洁：当新放入一只石墨管时，特别是管

子结构损坏后更换新管，应当用清洁器或清洁液 (20 

ml 氨水 +20 ml 丙酮+100 ml 去离子水) 清洗石墨锥

的内表面和石墨炉炉腔，除去碳化物的沉积；

石墨管的热处理：新的石墨管安放好后，应进行热

处理，即空烧，重复 3-4 次；

石墨锥的维护：更换新的石墨锥时，要保证新的锥

体正确装入。

3 、每年请厂家维修工程师进行一次维护性检查。



五、原子吸收光谱仪器工作时发生紧急情况的处

理方法：

仪器工作时，如果遇到突然停电，此时如正在做

火焰分析，则应迅速关闭燃气；若正在做石墨炉分析

时，则迅速切断主机电源；然后将仪器各部分的控制机

构恢复到停机状态，待通电后，再按仪器的操作程序重

新开启。

在做石墨炉分析时，如遇到突然停水，应迅速切断

主电源，以免烧坏石墨炉。

操作时如嗅到乙炔或石油气的气味，这是由于燃气

管道或气路系统某个连接头处漏气，应立即关闭燃气进

行检测，待查出漏气部位并密封后再继续使用。



显示仪表 (表头、数字表或记录仪) 突然波动，这

类情况多数因电子线路中个别元件损坏，某处导线断路

或短路，高压控制失灵等造成另外，电源电压变动太大

或稳压器发生故障，也会引起显示仪表的波动现象。如

遇到上述情况，应立即关闭仪器，待查明原因，排除故

障后再开启。

如在工作中万一发生回火，应立即关闭燃气，以免

引起爆炸，然后再将仪器开关、调节装置恢复到启动前

的状态，待查明回火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再继续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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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的故障,使用者均可自行调整、

修理。
由于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属精密仪器,维

修时必须注意: 
(1)检查和维修单色器内部时,不能碰触光学
元件表面;
(2) 维修印刷电路板时,不要损伤电路板上的
印刷电路;
(3)维修前要切断原子化系统的气源、水源，
关闭气体钢瓶的总阀,以防造成事故。



定期检查管道、阀门接头等各部分是否漏气。漏
气处,应及时修复或更换。

经常察看空气压缩机的回路中是否有水。如果存
水，要及时排除。对储水器及分水过滤器中的水分要经
常排放，避免积水过多而将水分带给流量计。

对无噪音的空压机，由于使用了油润滑，要定期排
放过滤器及储气罐内的油水，并经常察看压缩机气缸是
否需要加油。仪器长期置于潮湿的环境中或气路中存有
水份，在机器使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会使气路中阀
门、接口等处生锈，造成气孔阻塞，气路不通。当遇到
气路不通的情况时,应采取下列办法检查。

气气 路路 部部 分分



关闭乙炔等易燃气体的总阀门，打开空气压缩机，
检查空气压缩机是否有气体排出。若没有，说明空气压
缩机出了问题，此时应找专业人员维修。若有气体排
出，则将空气压缩机的输出端接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助燃器的入口处，掀开仪器的盖板，逐段检查通气管
道，找出阻塞的位置，并将其排除。重新安装时，要注
意接口处的密封性，保证接口处不漏气。然后将空气压
缩机输出口接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燃气输入口，按上
述办法逐段检查，一一排除,直到全部阻塞故障排除。



光光 源源 部部 分分
现象：空心阴极灯点不亮

可能是灯电源已坏或未接通：灯头接线断路或灯头
与灯座接触不良可分别检查灯电源、连线及相关接插
件。

现象：空心阴极灯内跳火放电
这是灯阴极表面有氧化物或杂质的原因。可加大灯

电流到十几个毫安，直到火花放电现象停止。若无效，
需换新灯。

现象 :空心阴极灯辉光颜色不正常
这是灯内惰性气体不纯，可在工作电流下反向通电

处理，直到辉光颜色正常为止。



雾化燃烧系统的维护与维修

雾化器的吸液毛细管、喷嘴、撞击球都直接受到

样品溶液的腐蚀，要经常维护。若在工作状态不如意

时，可清洗或更换雾化器。

雾化器直接影响着仪器分析测定的灵敏度和检出

限。

雾雾 化化 器器



仪器无信号输出仪器无信号输出
故障简析 辨别方法 故障排除

空心阴极灯极
性接反，不产
生阴极光谱

若极性接反，空心阴极
灯筒内不发光，而阳极
辉光较强

把空心阴极灯极性对调，重接即可

空心阴极灯谱
线没有落到光
电倍增管的光
阴极窗口上，
致使光电倍增
管无信号输出

①由于震动使准直镜俯
仰角度发生改变;
②光电倍增管座转动，
致使光电倍增管通光窗
口偏离了光轴;
③光电倍增管屏蔽罩

松动，屏蔽罩挡住了光
电倍增管的光阴极窗口

点亮汞空心阴极灯，灯电流选 5 
mA ，狭缝开最大，调整波长为546. 
1 nm，这时应有绿色谱线出现在出
射狭缝的平面上，并落在光电倍增
管的光阴极窗口上若是①情况，可
调准直镜的俯仰角，得到绿色谱线
的正确位置即可②的情况则可转动
光电倍增管座使透光窗口恢复到光
轴方向上③的情况可转动光电倍增
管屏蔽罩，恢复原有的位置即可。
最后盖上单色器罩，关小狭缝，开
启光电电倍增管的负高压，即可进
行测试。



产生原因：准直镜左右产生位移或光栅起始位置
发生了改变。

解决办法：利用空心阴极灯进行校准波长。（钙

镁混合灯；Cu、Pb ）

波长偏差增大波长偏差增大

电气回零不好电气回零不好
阴极灯老化：更换新灯。

废液不畅通,雾化室内积水，应及时排除。

燃气不稳定, 使测定条件改变。可调节燃气, 使之符合条件。

阴极灯窗口及燃烧器两侧的石英窗或聚光镜表面有污垢，逐一

检查清除。

毛细管太长。可剪去多余的毛细管。



可能是波长超差；阴极灯老化; 外光路不

正; 透镜或单色器被严重污染; 放大器系统增

益下降等。若是在短波或者部分波长范围内输

出能量较低, 则应检查灯源及光路系统的故

障。若输出能量在全波长范围内降低,应重点检

查光电倍增管是否老化,放大电路有无故障。

输出能量低输出能量低



重现性差重现性差
故障解析 故障解决

原子化系统无水封,使火焰燃烧不稳 可加水封,隔断内外气路通道

废液管不通畅,雾化筒内积水,大颗粒液
滴被高速气流引入火焰

可输通废液管道排除废液

撞击球与雾化器的相对位置不当 重新调节撞击球与雾化器的相对位置

雾化系统调节不好，使喷雾质量差,是毛
细管与节流管不同心或毛细管端部弯曲
所致

重新调整雾化系统或选雾化效率高、喷雾质量
好的喷雾器

雾化器堵塞,引起喷雾质量不好 仪器长时间不用 , 盐类及杂物堵塞或有酸类锈
蚀,可用手指堵住节流管，使空气回吹倒气,吹
掉赃物

雾化筒内壁被油脂污染或酸蚀,造成大水
珠被吸附于雾化筒内壁上又被高速气流
引入火焰,使火焰不稳定,仪器躁声大或
由于燃烧缝口堵塞,使火焰呈锯齿形

可用酒精、乙醚混合液擦干雾化筒内壁，减少
水珠,稳定火焰;火焰呈锯齿形, 可用刀片或滤
纸清除燃烧缝口的堵塞物

被测样品浓度大,溶解不完全，大颗粒被
引入火焰后,光散射严重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样品进行稀释,减少光散射

乙炔管道漏气 检查乙炔气路,防止事故发生



灵敏度低灵敏度低
阴极灯工作电流大,造成谱线变宽,产生自吸收。应在光源发

射强度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尽可能采用低的工作电流。
雾化效率低：若是管路堵塞的原因,可将助燃气的流量开大, 

用手堵住喷嘴, 使其畅通后放开。若是撞击球与喷嘴的相对位置
没有调整好,则应调整到雾呈烟状液粒很小时为最佳。

燃气与助燃气之比选择不当：一般燃气与助燃气之比小于
1∶4 为贫焰，介于1∶4 和1∶3 之间为中焰，大于1∶3 为富
焰 。

燃烧器与外光路不平行：应使光轴通过火焰中心,狭缝与光
轴保持平行。

分析谱线没找准。可选择较灵敏的共振线作为分析谱线。
样品及标准溶液被污染或存放时间过长变质。立即将容器冲

洗干净,重新配制。



稳定性差稳定性差

仪器受潮或预热时间不够。可用热风机除潮或按规定时间预

热后再操作使用。

燃气或助燃气压力不稳定。若不是气源不足或管路泄漏的原

因, 可在气源管道上加一阀门控制开关, 调稳流量。

废液流动不畅。停机检查, 疏通或更换废液管。

火焰高度选择不当,造成基态原子数变化异常,致使吸收不稳

定。

光电倍增管负高压过大。虽然增大负高压可以提高灵敏度, 

但会出现噪声大, 测量稳定性差的问题。只有适当降低负高压,才

能改善测量的稳定性。



光路未调到最佳位置。重新调整氘灯与空心阴极灯的位

置,使两者光斑重合。

高压调得太大。

适当降低氘灯能量,在分析灵敏度允许的情况下,增加狭

缝宽度。

原子化温度太高。可选用适宜的原子化条件。

背景校正噪声大背景校正噪声大



光源灯老化或使用高的灯电流, 引起分析谱线的衰弱扩

宽。应及时更换光源灯或调低灯电流。

狭缝过宽, 使通过的分析谱线超过一条。可减小狭缝。

测定样品的浓度太大。由于高浓度溶液在原子化器中生

成的基态原子不成比例, 使校准曲线产生弯曲。因此, 需缩

小测量浓度的范围或用灵敏度较低的分析谱线。

校准曲线线性差校准曲线线性差



产生回火产生回火

发现回火后应立即关闭燃气气路,确保人身和财产

的安全。然后将仪器各控制开关恢复到开启前的状态

后方可检查产生回火的原因。

造成回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气流速度小于燃烧速
度造成的。其直接原因有：突然停电或助燃气体压缩
机出现故障使助燃气体压力降低；废液排出口水封不
好或根本就没有水封；燃烧器的狭缝增宽；助燃气体
和燃气的比例失调；防爆膜破损；用空气钢瓶时，瓶
内所含氧气过量；用乙炔-氧化亚氮火焰时，乙炔气
流量过小。



酒精乙醚混合液，不接触清洗或用檫镜纸喷上混合液后贴

在镜子上，过段时间后掀下。注意镜片不能檫，就是有保护镀

层的没经验也少去找麻烦做。

清洗反射镜清洗反射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