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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在使用由日本岛津分析仪器公司生产的 GC28A 系列气相色谱仪过程中 ,经

常发生的故障及其维护维修方法 ,主要是柱箱温控控制可控硅故障和载气稳压阀和热导、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清洗。应用下述方法可以快速诊断仪器故障 ,使样品及时得到分

析 ,提高仪器的利用率 ,延长仪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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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岛津公司生产的 GC28A 系列气相色谱仪
运行平稳 ,测量精度高 ,经济实惠 ,可配用多种检测
器、色谱柱和数据微处理机或工作站 ,用途广泛 ,以
性价比高而著称1。我厂有 20 余台日本岛津 GC28A

系列气相色谱仪 ,担负着大部分炼厂气的分析项目 ,

为正常生产提供了许多关键数据。但应用中也常会
遇到各种问题 ,若解决不当 ,则分析难尽如人意。为
此 ,根据多年的经验积累对该系列色谱在使用中常
见故障进行分析论述。

1 　柱箱温控常见故障

柱箱温控精度的高低直接影响色谱柱的分离效
果 ,对整台仪器来说很重要。GC28A 温控采用 PID

调节 ,并有开门、无载气、无桥流等条件控制 ,控温精
度很高。柱箱常见故障现象表现为不能升温或温度
直线上升 ,使温度无法控制 ,造成整台仪器不能工
作。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发现常常是柱箱温控电
路中控制可控硅短路或断路所至 ,究其原因 (见图
1) ,温控可控硅前侧有一个继电器接点 ,柱箱门一旦
打开 ,接点断开使得温控不再继续加热 ,有利于进行
柱箱内工作时的安全 ,但当柱箱门关闭时 ,接点闭合
使电流瞬间通过可控硅给柱箱升温 ,如开关门频繁
势必造成可控硅难以承受大电流冲击而击穿或断
路。另外它的条件控制繁多 ,比如无载气、无桥流等
控制会使温控可控硅导通角极小 ,柱箱不能升温。
这就要求注意减少开关柱箱门 ,并且经常检查载气
压力。另外 ,为使加热平稳 ,温控精度高 ,更有效得
延长加热元器件的寿命 ,柱箱温控可控硅输出的交
流电经桥式整流后 ,送往加热元件。这样 ,组成整流
桥的 4 个大功率整流管承受的电流是相当大的 ,容
易因散热不好而烧毁 ,可通过整流管外置或加大整
流管功率的办法来解决。

2 　载气稳压阀的保护与清洗

配热导检测器和氢焰检测器的 GC28A 分别有 3

图 1 　柱箱温控电路

和 6 个稳压阀 ,稳压效果不错 ,使用起来也很灵活 ,

但因气路中的微量水、硅胶粉末、分子筛粉末等杂
质 ,而稳压阀中针非常精密细小 ,时间长了 ,极易堵
塞 ,很难清洗。这就需要经常更换硅胶、分子筛 ,并
在过滤管两端垫一定厚度的脱脂棉减少水分和杂
质。一旦堵塞 ,应立即将阀打开 ,用酒精清洗阀针 3

～5 遍 ,注意 :1. 要使用无水酒精 ,洗后要用净化风
吹干。2. 阀针及相关组件非常精密细小 ,要谨慎取
放 ,防止意外丢失组件。3. 阀座有 4 个Φ2mm 孔道 ,

清洗时 ,应逐一用洗耳球吹通。如堵塞严重 ,必要时
可用超声波清洗 ,特别注意的是清洗过的部分尽量
不要用手摸 ,因其阀座上有一层很薄的橡胶膜 ,一旦
有污物沾上 ,便会造成漏气现象2。

3 　氢焰离子化检测器的清洗

在色谱操作过程中 ,鉴定器有时受固定相流失
及样品中的高沸点成分、易分解及腐蚀性物质的作
用 ,不可避免会受到污染 ,使得噪声加大 ,灵敏度下
降3。以至不能正常进行工作 (相关部件结构见图
2) ,因而提出如何清洗检定器的问题。若沾污的物
质仅限于高沸点成分 ,通常可将检定器加热至最高
使用温度后 ,再通入载气 ,就可清除。如用加热法不
适宜 ,也可以用纯的丙酮等溶液从进样口注入 (每次
可注入几十微升)进行清洗 ,这在沾污程度较轻时是
有效的。若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沾污问题 , 应将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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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处理并打印结果。下面就记录仪故障简述
如下。故障现象 1 :记录笔 Ⅰ没有反应 ,经测量比色
计输出信号正常 ,笔 Ⅰ信号输入也正常。进一步确
认是笔 Ⅰ放大器坏 ,更换笔 Ⅰ放大器后 ,正常 ;故障
现象 2 :记录笔 Ⅰ和笔 Ⅱ均不能记录。经检测比色
计输出和记录笔放大器均正常 ,控制记录仪的继电
器 K12 (A、B)动作也正常 ,触点接触良好 ,详细检查
发现仪器上接线排 A 接点与记录仪接线排上 L1 接
点之间的导线开路 ,在两接点之间重新连一根导线 ,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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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器卸下进行较彻底的清洗 ,先选择适宜溶剂 ,要既
能溶解沾污物 ,又不能损坏鉴定器。若有条件 ,用超
声波清洗就更理想些 ,要注意的是 :清洗过的部分不
能用手摸。方法是取下 FID 外罩 ,拆下电极和绝缘
圈 ,以丙酮浸泡 ,清洗 3～5 次 ,以 N2 气流吹干即可。
如污染严重 ,可在浸泡后超声洗涤一定时间 ,再按上
述方法清洗。

图 2 　氢焰离子化检测器相关部件结构

另外 , 清除收集极的积垢 , 拆洗 FID 时 , 常把

喷嘴折断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依据 FID 工作原
理 , 收集极对地为高阻 , 一般都在 10MΩ以上 , 所

以收集极的一般污染或无法工作 , 除非在限制灵敏
度操作外不会造成严重的噪声。所以当操作 FID 遇

到尖峰噪声 (基线毛刺) 不提倡首先拆洗 FID 检测

器 , 而应先寻找其它引起噪声的原因2 : 气流比是

否合适 ; 汽化室严重污染 ; 柱流失严重 (老化不

够) ; 静电放大器不稳定 ; 极化电压不稳定 ; 有关
信号连接接触不良 ; 市电不稳定 ; 接地不正确 ; 数

据处理机有故障或参数设置不合理 ; 气体纯度欠佳
(特别是使用各种气体发生器时) ; 色谱柱连接以后
各接头有严重漏气。

只要有一定经验 , 上述检查即简单又直观。我

们经常看到检测器特别是收集极内沉积的白色粉末

状物质 , 均是硅酮型固定相流失经 FID 中燃烧后生
成的二氧化硅所致。为防止二氧化硅在检测器中积
聚要注意以下几点 : ①色谱柱在连接检测器使用前
充分老化。②最好应用纯度较高 (如色谱级纯) 的
固定相 0V2101 ; 少用纯度差的 DC2200。③在满足
分析对 FID 灵敏度要求的情况下 , 尽量选择大一些
的空气流量 , 以便把各种燃烧物排出 FID。

样品组分在氢焰上燃烧 , 某些产物会聚集于喷
口 , 天长日久 , 喷口变小 , 氢气、空气比失调 , 灵
敏度下降。如果喷口堵死时 , 火焰就不能正常燃
烧。解决办法是 , 首先以适当的溶剂浸泡 , 用
Φ215～3mm 细金属通针将喷口捅开。如此举无效
时 , 可用细油石砂纸或 W14 细金相砂纸水平轻磨
喷口 , 再以Φ018mm 钻头将孔口的毛刺去掉 , 用通
针捅喷口 , 最后依次用丙酮、酒精、蒸馏水彻底清
洗 , N2 气流吹干 , FID 便完好如初4。

总之 , 色谱仪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问题 , 但
最常见的还是以上所述内容 , 所以当色谱仪出现问题
时要对症下药 , 先分析故障现象 , 找出故障原因 , 加
以处理。同时 , 为避免上述故障发生 , 应注意以下几
项 : 给色谱仪加装稳压电源 , 避免电压波动烧毁温控
加热部件。经常检查及更换硅胶 , 防止水分进入气路
系统进而造成污染。经常观察色谱图的基线及出峰情
况 , 如有异常及早处理。气相色谱仪是极其精密的分
析仪器 , 维修时动作轻柔、心思缜密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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