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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体描述
 Amtax Compact II氨氮分析仪是为了测量水中氨氮的浓度而设计的。其测量值以mg/L

NH4-N的形式显示。

如果样品含有固体，必须先进行预处理。

对于曝气池和最终沉淀池，我们建议使用 Hach FiltraxTM 或类似的过滤系统。

对于初次沉淀池和进水，在使用 Filtrax 系统之前必须进行中试试验，以确保其有效性。

如果样品中含有大量的固体和油脂，也许需要加一个过滤系统。

1.1 打开包装
将仪器从运输货箱中取出，并检查有无损坏。确定下表所列的试剂、硬件和试剂管没有缺少。

如果有损坏的情况发生，或者部件不齐全，请和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序号 货号 物件名称和描述 数量 单位 

1 1 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本 

 1 页 

 1 页 

 1 页 

 1 页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根 

 1 个 

  1 套 

 

AC0150001 

AC0150004

AC0150002

AC0150003

AC0070005

NA

AC0070006

AC0070001

AC0070007

AC0150007

LZX355 

LZV153

LZV407 

LZX278

EYV010,

LZV144

Amtax Compact II 主机 (0.2-12)

Amtax Compact II主机 (0.2-30)

Amtax Compact II主机 (2-120)

Amtax Compact II主机 (20-1200)

Amtax Compact II 用户手册

检验报告

包装内容检查单（装箱单）

RoHS 声明

Quality certificate

Set of wearing parts for 1 year

LZX355 wall mounting kit

LZV153 mounting kit Amtax Compact II

LZV407 Screw cap sets with Hach fit

LZX278 down pipe 2 meter

EYV010, plastic ba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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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体描述

根据所需的测量范围，一同订购的还有以下某一套试剂：

测量范围 0.2-12mg/L

测量范围 0.2-30mg/L

测量范围 2-120mg/L

测量范围 20-1200mg/L

标准液（250mL）

套装试剂 2512210

(标液1) 28251-31

(标液2) 2512213

28254-31 28255-53

标准液（250mL）

2512215     28254-31         28256-53

标准液（250mL）

标准液（250mL）

逐出液（250mL）

逐出液（250mL） 指示剂（1L）

指示剂（1L）

2512211

2512217 28254-31 28257-53

28254-31 28255-53

逐出液（250mL）

逐出液（250mL）

套装试剂 2512212

套装试剂 2512214

套装试剂 2512216

指示剂（1L）

指示剂（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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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重要开箱注意事项

分析仪运输的时候用绑线把空气泵固定，在给分析仪供电之前把绑线解开。

1． 使用提供的3mm六角扳手打开外壳的玻璃门。

2． 门打开以后，用提供的4mm六角扳手打开外壳右边的2个螺母，打开外壳的前面部分，

把后面部分露出来。

3． 找到固定空气泵绑线的位置。

4． 小心的剪开它，把它拿掉。

5． 把后面部分的门重新盖上，把外壳的玻璃门关上

7



安 装

危  险

本手册的下面内容有些含有警告、警惕、注意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请阅读并且遵照这

些指导，避免发生人员受伤以及仪器损坏。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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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图1 Amtax Compact II单元和Filtrax单元的典型安装（水泥墙安装）

图 2  墙上安装尺寸（2 个分析仪和一个 Filtrax 控制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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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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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请参考图4 所示和以下步骤，把样品管线连接起来：

1． 中间的通道是水样的出口。将提供的清洁管连接在这个通道上，将此清洁管的另一端通

过仪器外壳上的密封夹穿进分析仪。

2． 底部的通道是水样的进口。将水样的管线连接在这个通道上。如果水样从 前处理系统

流过来，则使用前处理系统提供的管线转换器将 “清洁水样管线”连接在这个通道。

3． 顶部的通道是溢流出口。将提供的黑色 1/4 英寸的管子（LZP573）连接在这个通道，

并且将管子连接到排水管或者第二个分析仪。

4． 将这个溢流器夹在仪器的外壳上。

5． 将提供的 1/2 英寸排放管（LZX278）套在分析仪底部有倒钩的接头上。将此管子与

排水管连接，并且保证它和排水管之间有一个空气的间隙。

注意

请保证分析仪的废水和水样溢流后的水进入同一个排水管时要留有一个间隙，以免分

析仪发生倒吸。

注意

如果施加太多外力，玻璃溢流器可能从分析仪上脱落下来。本仪器只能分析一路进样。

图 4  安装水样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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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2.4 安装分析仪管线
分析仪出厂前管线就安装好了，但是没有夹到分析仪的泵和捏阀中。

开始使用仪器之前：

1． 将泵上的夹盘打开。

2． 将分析仪上的管线插入夹盘中（如图 5 和表 1 所示）。

3． 按住夹盘右边往下推，直到它夹在金属插脚，这样把夹盘关上就可以压住试剂管。

4． 将管线插入每个捏阀中（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5． 将一个管子压入捏阀前部的开口，然后按住捏阀的中部按钮，将第二个管子压入后部

的开口。

6． 将进样管（经过卡子进入分析仪）连到分析仪上（如图 7 所示）。

7． 把分析仪的三个废水排管连接到废水总排管。

 表 1 分析仪管线连接

夹盘

前部泵夹盘

中部泵夹盘

后部泵夹盘

功能

固定指示溶液的管线

连接逐出溶液管

连接水样和标准溶液管

连接到 

  

 

 

 

 

 

连接到#5阀门；一个分支连接到废水，一个分支连
接到指示溶液。

连接到#4阀门；一个分支连接到废水，一个分支连
接到逐出溶液。

连接到#1阀门；一个分支连接到样品进口，一个分
支连接到#2 阀门。

连接到#2阀门；一个分支连接到#3阀门，一个分支
连标准1溶液。

连接到#3阀门：一个分支连接到废水，一个分支连接、
到标准2溶液（仅用于0.2-30mg/L量程）

图 5  安装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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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图 6  安装试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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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图 7  把管线安装在捏阀上

2.5 安装试剂
    如果用户选购了0.2—12, 2—120或者20—1200mg/L这三个量程之一, 需要订购的是

一套3瓶试剂（指示剂，逐出液和标准液）。 如果用户选购了0.2—30mg/L这个量程，需

要订购的是一套4 瓶试剂（指示剂，逐出液和两瓶标准液）。

    另外，还有一个工具包，包含了四套试剂瓶盖和塑料管（LZV407）。按照以下步骤将

试剂安装在分析仪中：

1．将专为运输时用的安装在试剂瓶上的盖子拿掉。将此盖子放在一边，以备仪器停机时密

封试剂瓶使用。

2．安装螺旋帽。

3．将带吸管的盖子上的吸管插入试剂瓶中并把盖子旋紧。

4．将试剂瓶放在分析仪内：标准溶液放在左边，逐出溶液放在中间，指示溶液放在右边。

5．将对应的分析仪的管线插入盖子上中。图 6画出了0—30mg/L量程的接管方案，2号阀门

的管子插入5mg/L标液, 3号阀门的管子插入25mg/L标液。其余三个量程的标准液接入2号阀

门的管子。

注意：盖子的一边有 2 个插口，另一边有 1 个插口。请确保吸管头和连接的管线连接在

一起，并且通风口是开的。

15



第二部分 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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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注意：分析仪只能在单相电下工作。

1．将原来拿掉的供电盒的盖子盖上，旋紧 4 个螺丝。

2．将后盖盖上，将 2 个 4mm 的六角凹面螺丝拧上。

3．把门关上，拧上 3mm 的凹面螺丝。

4．在所有的辅助线都连好以后，并且确认门已经安全关好，供电给仪器。

图 8  电力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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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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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选低压电源接线条配置

第二部分 安 装

 接线端口编号 功能简称 功能说明 

1 NO 常开接入点 

2 COM 公共端 

3 

J1 (继电器 1) 

NC 常闭接入点 

4 NO 常开接入点 

5 COM 公共端 

6 

J2 (继电器2) 

NC 常闭接入点 

7 Am1 + 电流输出正端 

8 Am1 - 电流输出负端 

9 

J5 (电流输出 1) 

PE 接地端 

10 Am2 + 电流输出正端 

11 Am2 - 电流输出负端 

12 

J6 (电流输出2) 

PE 接地端 

13 A 信号线 A 

14 B 信号线 B 

15 

J7 (RS485) 

PE 接地端 

19



第三部分 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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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危  险

接触化学样品、标准试剂可能会有危险。在接触任何化学品之前请再次阅读必要的安全手

册，熟悉各种安全操作的规程。

21



4.1 仪器操作模式
一般的操作包括测量，清洗和校准。在仪器刚开始使用时还有初始化功能。

4.1.1 测量模式
当测量循环过程开始后，逐出瓶用水样进行清洗，以去除残留的干扰物。然后，样品进入

逐出瓶，同时指示液进入测量池。然后逐出液进入逐出瓶。最后泵把氨气带入测量池，颜色

的变化通过，比色测定。

4.1.2 校准模式
除了用已知浓度的标准溶液代替待测水样之外，其他方面校准模式和测量模式一样。

4.1.3 清洗模式
分析仪有一个使用逐出溶液的自动清洗功能。清洗的频率可以通过“设置”

菜单被设置（请看 6.2.2）也可以从“服务”菜单（请看 6.2.4）手动激活。逐出溶液被泵

抽上来经过管路到达逐出瓶。几秒钟以后，溶液被排走，系统用样品润洗。

4.1.4 弱酸清洗 / 伴随测试模式
对于0.2-30mg/L量程，2号和3号阀门的管路必须用于两点自校；对于其余三个量程，2号阀门

的管路用于单点自校, 空余的3号阀门及其管路有以下辅助用途: 如果在空出来的3号阀门管

路接入柠檬酸, 仪器就能进入弱酸清洗模式; 如果在3号阀门管路接入某种浓度的标液, 仪

器就能进入伴随测试模式。

分析仪有一个使用逐出溶液的自动清洁工作循环过程。清洁循环的频率可以通过“设置”菜

单设置（请看 6.2.2）也可以从“服务”菜单（请看 6.2.4）手动激活。逐出溶液用泵抽上

来经过塑料管到达逐出瓶。几秒钟以后，清洁溶剂被排走，系统用样品润洗。

在伴随测试模式下，仪器在整点测量实际水样，在测量间隔的中点测量标液 (不是用于自校

的5, 10, 25, 100, 1000ppm标液， 而是最接近用户水样浓度的自制标液)。这样，如果仪器

和实验室方法的测定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别， 以此方法可以帮助检验仪器本身性能是否良好。

4.1.5 初始化模式
在初始化模式中，分析仪把试剂管充满液体，冲洗空气管线，准备进入测量模式。

4.2 管线捏阀和泵
通过泵和捏阀的机械装置来输送试剂和水样。因为他们和试剂不直接接触，因此不需要清

洁和维护。

4.2.1 管线描述
分析仪的管线提供定量的水样和试剂给分析仪，它是通过蠕动泵来实现定量进样的。

请看 7.2，获取关于管线更换程序的信息。

第四部分 分析器操作和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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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量池
测量池是由 Duran®制成的。它们非常容易移动、更换和清洗。

4.4 湿度感应器
湿度感应器感应分析仪外壳底部的液体。如果有液体被感应到，感应器会把分析仪关掉，

并且显示“漏液故障”在显示屏的左下角。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找到引起液体在分析仪

中积累的原因，并且采取措施使得液体不再积累。然后按照以下下步骤重新启动分析仪：

1． 把外壳中的液体排掉。用干的纸或者毛巾把底部擦干。

2． 把外壳的门打开一段时间，或者使用压缩空气将剩余的水蒸气吹干。

3． 按住 F1 至 F4 功能键中的一个，直到主菜单出现。

4． 翻到“状态”，然后按软键盘至“确认”。

5． 按软键盘至“复位（F4）”。

6． 按软键盘至“测量（F1）”。

当湿度感应器恢复干燥并且此标志在“状态”菜单中被确认后，测量模式重新进行。

图 10 逐出瓶和测量池

第四部分 分析器操作和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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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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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软件菜单系统

仪器的用户界面包括显示屏和键盘。键盘包括两套按键，功能键（F1－F4）和图形键盘

（X，Y，左箭头，右箭头）。

按住任一功能键持续 3 秒钟，会出现菜单结构。按住任一图形键 3 秒钟，会出现图形界面。

（请看图 11）

6.1 键盘描述
键盘位于显示屏的右边。根据所选菜单中选项的不同（软键盘），F1－F4 功能键对应不同

的功能。当图形显示出来的时候，使用图形键盘改变 X 和 Y 轴，并且可以移动图形的指针。

6.1.1 显示模式
6.1.1.1 测量模式
在测量模式下，控制器的显示屏显示当前情况下的读数，单位，参数，时间，日期。

图 11 Amtax Compact II 的菜单

25



第六部分 软件菜单系统

6.1.1.2 菜单模式
从测量模式下，按住 F1－F4 功能键中的任何一个持续 3 秒钟就能进入菜单模式，在此模

式下可以对分析仪进行设置。

6.1.1.3 图形模式
按住任何一个图形键持续 3 秒钟就能进入图形模式，同时显示出测量曲线。显示屏根据测

量值显示测量曲线。X和Y轴的取值范围可以改变。

用○键可以改变 X 轴（时间）的取值范围（12 小时，1 天，2 天，1 周，4 周）。

按○键可以改变 Y 轴的取值范围。新的图形在指针和曲线的交点开始。

按标有 Y 的键可以改变 Y 轴的取值范围。然后再按 Y 键会在表 3 所示模式之间切换。

表 3  Y 轴设置描述

当图形模式被选择，指针（图形中的实垂直线）位于图形的最右边，表示最近测量的 值。

可以用左、右箭头移动指针，指针位置上的测量值在图形下面显示。（在 Y 轴的范围改变

之前，指针必须位于曲线之上）。

按住功能键（F1－F4）可以回到菜单模式。再按一次回到测量模式。

注意：Y 轴的取值最大值取决于记录器输出的最大值。使用“设置菜单”可以改变此 值。

（请看 6.2.2）

Y 轴的范围

100％

50％

10％

5％

描述

设置取值范围从 0 到模拟输出的最大值（20mA）。

设置取值范围为指针位置的+/-25％。

设置取值范围为指针位置的+/-10％

设置取值范围为指针位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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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软件菜单系统

6.2 菜单
在某些菜单前有“＋”表示它下面有很多选项。在一列选项上部或者下部一个小的向上或者

向下的箭头，表示有更多的选项，此时可以使用箭头按键向上或向下翻页。

在菜单模式（除了“服务”选项外）下，分析仪会继续进行测量。如果在 10 分钟之内没有

按动任何按键，显示屏进入测量模式。

6.2.1 主菜单
设置：对设备所有的参数进行设置。这些参数包括：测量范围，校正因子，电流输出，日期，

时间，等等。

信号：获得内部仪器测量的数据。

服务：用来对仪器进行维护和维修（如果选择这个模式，分析仪会进入待机状态）。

状态：用来进行错误描述和确认。

菜单的完整结构和功能在下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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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设置菜单

表 4 设置菜单选项及功能描述 
菜单选项 功能描述 可能的取值和选项 
语言 选择显示屏的语言 中文或英文 
位置名称 编辑仪器对应的位置名称 字母/数字/符号 

自校标液1 第一标准液浓度 

缺省10mg/L(0.2~12mg/L 量程) 
缺省100mg/L(2~120mg/L量程) 
缺省1000mg/L(20~1200mg/L量程) 
缺省5mg/L(0.2~30mg/L 量程) 

自校标液2 第二标准液浓度 缺省25mg/L(仅对0.2~30mg/L量程有效 ) 

校正因子 
最终浓度的乘法系数 
( 先于修正偏置计算 ) 

0.05 – 20, 当密码功能开启时,修改需要
密码,  出厂默认值为1.0 

修正因子 
最终浓度的加法系数 
( 后于校正因子计算)

- 20 --  +20, 当密码功能开启时, 修改需要
密码,  出厂默认值为0.0 

滤波 
 设置测量值是否进行滤波
平均及平均化所取的测试点
数量 

关闭/2,3 …20.  

测量模式 
 进行周期测量或由 Modbus
触发进行测量 

周期测量/Modbus 触发 

- >开始时间 
立即开始测量或预约至某一
时间开始测量 

立即/用户自定义 

- >测量间隔 选择周期测量时的测量间隔 
连续/30 分钟/1 小时/2 小时/4 小时/6 小时
/24 小时/自定义 

模拟输出 选择模拟输出的类型 0- 20mA/4-20mA  

模拟输出量程 
设置模拟输出最大电流值对
应的测量值 

0 – 30mg/L； 
0 – 120mg/L; 
0 – 1200mg/L 

故障 仪器出错时模拟输出电流值 关闭/0mA/20mA 

继电器1  
关闭/进样时触发/清洗时触发/校准时触发/
最大值触发/最小值触发 

继电器2  
关闭/进样时触发/清洗时触发/校准时触发/
最大值触发/最小值触发 

测量延迟 
继电器在进样触发后分析仪
实际进样开始的延迟时间 

0 秒~600秒，步长1 秒 

最小值 
继电器在最小值触发时对应
的测量值 

0 – 30mg/L；默认0.2mg/L； 
0 – 120mg/L;  默认2 mg/L； 
0 – 1200mg/L；默认20 mg/L； 

最大值 
继电器在最大值触发时对应
的测量值  

0 – 30mg/L；默认12 mg/L； 
0 – 120mg/L; 默认120 mg/L； 
0 – 1200mg/L；默认1200 mg/L； 

用户自定义设置 保存或读取设置
从仪器中读取最后一次保存
的用户设置，并使用之

读取最后一次保存的各参数设置，并以此
替换当前的设置

 读取/恢复/保存 
- >读取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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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默认设置 所有参数恢复为出厂设置 用户订购时指定的量程，测试间隔1小时

-> 保存当前设置 存储当前设置，覆盖旧设置 
把当前的设置保存起来（断电后仍然存在），

并覆盖掉旧的设置 

清洗   关闭或设置清洗周期 

->上一次 显示上一次清洗时间 关闭或设置清洗周期 

校准     

->上一次 显示上一次校准时间   

密码保护 设定密码  4位0-9数字组合 

日期 设定年月日   

时间 设定时间   

 +打印设置     

->速度   9600；19200；38400； 

->奇偶校验   无校验/偶检验/奇校验 

->打印测试   发送Test print port字符串 

+Modbus触发    

->地址   1，2,3…246,246. 

-> 速度   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测试Modbus  接收数据  

背光  显示屏背光开启模式 打开/5点-17点/20分钟 

版本  软件版本   

序列号  仪器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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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信号菜单
这个菜单用来显示内部数据。在信号菜单中所有的值不能改变。如果10分钟之内没有任何按

键按动，仪器自动切换到测量值显示。

表5 信号菜单功能描述

第六部分 软件菜单系统

 

菜单选项 功能描述 

过程 目前正在工作的模式 

动作 执行的具体步骤 

序号 进程步骤 

状态 正常或者出错 

放大通道/标线序号 测量电路自动选择的放大通道，自校曲线的序号 

归零读数 反应前的A/D值 

测量读数 当前读到的A/D值 

瞬间吸光度/浓度 当前的吸光度和浓度 

上次吸光度/浓度 前一次测量结束后的吸光度和浓度 

传感器/目标温度 恒温盒中的探测温度/设定的恒温温度  

电路板/泵温度 电路板温度/气泵温度  

当前量程 (拓展)低/中/高量程  

自校数据： 当前量程的标定数据 

->自校吸光度1 Std1的吸光度 

 ->自校吸光度2 Std2的吸光度（仅0.2-30mg/L量程） 

 ->自校系数1 标定后的系数1

->自校系数2 
标定后的系数2（仅0.2-30mg/L量程，其他量程

此系数皆为1） 

->自校传感器温度 标定时恒温和的温度 

->自校测量次数/参数 
m+n (m,n分别为第一，第二自校点的测量次数) / 

校准曲线的方法 

模拟输出 模拟电流输出 

继电器1 开启或关闭 

继电器2 开启或关闭 

上电/背光时间 
从开机到现在所持续的时间/

LCD背光点亮的时间 

主电源输出电压 实测的电源电压 

指示剂冲洗模式 是否用指示液做冲洗 

测量间隔中气泵运动时间 非连续测量时气泵在测量前的运行时间 

空气泵频率 气泵运行的频率，默认50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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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服务菜单
注意：一旦进入服务菜单，系统自动进入待机模式，分析仪中的所有液体被排走。输出维持

在最近的一个测量值。

为了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维护和清洁，系统不会自动离开服务菜单。并且，当仪器处于服务

菜单时，系统不录入数据。

表6服务菜单功能描述

‘+标定模拟电流输出通道’  展开以后的页面为:

 

 

菜单选项

初始化

清洗

冲洗

校准

+信号

+设置

+功能测试

状态

+模拟电流输出通道

+高级参数调整

功能描述

仪器初始化(管路预进液)

手动执行一个清洗循环

手动执行一次冲洗循环

手动执行一次校准

进入信号菜单

进入设置菜单

进入功能测试菜单

详细的错误描述

下文具体展开描述

下文具体展开描述

可能的取值和选项

量程 选择要使用的量程
0.2-12mg/L， 0.2-30mg/L， 

2-120mg/L，  20-1200mg/L

模拟电流输出通道1 功能描述 

->标定0.1mA                 99.560%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0.1mA 

->标定4.0mA                 82.260%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4.0mA 

->标定10.0mA                55.655%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10.0mA 

->标定20.0mA                11.310%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20.0mA 

模拟电流输出通道2  

->标定0.1mA                 99.557%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 0.1mA 

->标定4.0mA                 82.262%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4.0mA 

->标定10.0mA                55.654%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10.0mA

->标定20.0mA                11.308% 改变占空比，使输出电流最接近2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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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参数调整’  展开以后的页面为:

菜单选项 功能描述 可能的取值和选项 

测量前深度清洗 
每次测量前做一次深度清洗，测量准

确，但是试剂消耗大。 
开启/关闭 

自校总长 2小时限制 自校时测量的总次数不得大于 8次 开启/关闭 

第一自校点测量次数 校准时，标准液 1进行测量的次数 
3,4,5,6,7(自校限制关闭) 

3,4,5    (自校限制开启) 

第二自校点测量次数 
校准时，标准液 2进行测量的次数 

(仅对 0.2 30mg/L量程有效) 

0,3,4,5(自校限制关闭) 

0,3    (自校限制开启)  

传感器目标温度 

加热器恒定在此温度，建议长时间打

开恒温盒盖之前应关闭加热器. 

寒冷季节或地区可以调节到低值 

关闭, 32℃  35℃(按 0.5℃递进),  

出厂设置为 33.5℃ 

调整空气泵频率 
空气泵频率越大，气泵流量就越大，

理想流量应该在 190SCCM左右 

48.00Hz  52.00Hz,  

出厂设置为 50.00Hz 

频率越高则气泵的流量约大，当密

码功能开启时,修改需要密码. 

测量间隔中气泵运动时间 

测量间隔设置为 1小时或以上时，每

13.5分钟空气泵空转预热时间 

0  300秒, 按 10秒步长递增; 

预热时间越短则气泵的间歇工作

离散度越大,但是气泵的总体无故

障寿命增长 

0—30量程标线自动调整 开启时，软件试图自动判断整个测试

系统(仪器+试剂)是否严重偏离标准

特性. 注意: 此功能仅当两个自校

点测量 5次或以上时才有效。 

打开或关闭（仅在 0.2-30mg/L量

程有效，当密码功能开启时,修改

需要密码. 

历史曲线显示硬件信息 
在历史曲线中显示诊断信息，信号页

面显示自校诊断参数。 
打开/关闭 

指示剂冲洗模式 

每次进样前使用指示剂冲洗比色皿，

以提高校准和测量精度，但消耗指示

剂。 

打开/关闭，当密码功能开启时,修

改需要密码. 

STD2通道特殊功能 

在不使用 3号阀门管路进行校准时，

可以使用它进行伴随测试。如果在此

设置下把 3号阀门的管路放入弱酸

(如柠檬酸)中, 相当于启动了自动

的弱酸清洗功能，以更好得清除分析

仪流路中的碱性结晶。 

关闭,6小时，12小时，24小时，7

天，14天，30天。(两个功能都可

以使用这些时间间隔；一般弱酸清

洗设置为 14或者 30天，而伴随测

试按照用户需要从 6小时到 24小

时比较常用。伴随测试的结果不计

入历史数据，而需要用特殊的串口

指令才能导出) 

清除历史记录 测量历史记录和校准历史记录都将

被清除。 

选择后会弹出对话框“警告：历史

数据将被删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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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功能测试

注意：在功能测试菜单中输出值将保持最近一次的测量值。

表7 功能测试菜单选项介绍 

菜单选项 功能描述 可能的取值和选项 

V1  测试阀门1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V2（标液1） 

（ 样品） 

测试阀门2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V3（标液2） 测试阀门3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V4（逐出液） 测试阀门4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V5（指示剂） 测试阀门5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蠕动泵 测试蠕动泵的操作 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  

湿度传感器 测试湿度传感器的操作  

显示正常或者漏液（向湿度传感器倒水，

屏幕会显示漏液。水擦干后屏幕会显示

正常。会有几秒钟的滞后。） 

模拟电流输出1 
修改电流值，检查实际输出

的改变 
0-20mA 

模拟电流输出2
修改电流值，检查实际输出

的改变 
0-20mA 

继电器1 测试继电器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继电器2 测试继电器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风扇 测试风扇的操作 测试或后退 

光度计（M）.测量 

测量通道（1）-（8）的硬件

信息

测量通道（1）-（8）的硬件

信息

 
光度计（R）.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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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护

危  险

本手册的下面内容有些含有警告、警惕、注意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请阅读并且遵照这

些指导，避免发生人员受伤以及仪器损坏。只有专业技术人员才能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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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维 护

1．按住 F1－F4 中的任何一个按键，持续 3 秒钟。

2．选择 服务 菜单。

3．将瓶帽和管线从试剂瓶上拿下来。

4．将有污垢的部件（或者管线等）卸下来。

5．用适当的清洁剂将污垢洗掉（稀盐酸，次氯酸钠等，请严格按照容器的安全指导）。

6．将清洁后的部件重新安装，然后选择 初始化 功能将所有的管线重新充满试剂。

7．选择标定，进行一轮校正循环，然后分析仪进入测量模式。

7.2.3 更换仪器的管线
7.2.3.1 管线维护包
分析仪配备有 3 个管线附件包，足以维护仪器的第一年运行（每 3 个月更换一次）。

第二年必须再定购一个一年维护包（请看“部件更换”部分）。这个维护包包括了4套完

整的管线，同时还有一套气体管线用来更换逐出瓶，测量池和空气泵之间的连接。这个管

线一年更换一次。

管线要 3 个月更换一次。请参考图 5 和如下步骤更换管线：

1．将仪器置于待机模式，选择“服务”菜单。

2．将试剂瓶盖上的管线去掉。

3．轻轻的把每个阀门前部的管线从凹槽中拔出来。

4．把中部的按钮按住，把后部的管线从凹槽中拔出来。（参看图 7）

5．打开泵夹盘，把夹盘上的管线断开。

6．把仪器上的管线去掉。

7．按以上相反的步骤（即 2.4 所示步骤），将新的管线安装好。在安装前使用随仪器提

供的硅酮润滑油将泵的滚子润滑。

注意：如果系统将关闭超过 2 天，把捏阀管线上的压力去掉是非常重要的。将试剂瓶瓶帽

上的管线去掉（防止倒流），将捏阀上的卡盘打开，将捏阀上的管线移开。

7.3 清洁仪器外壳
1．确信外壳已经安全的锁上。

2．用一块软的湿布和中性清洁剂擦拭外壳外层。不要让水进入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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