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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介绍·

图１　 在打印出来的胶片前部分布着“斑马线”，从左到右横向

走行，包括图像、灰阶、边框。　图２　条纹靠近片子下端越窄，

逐渐均匀消失。

３Ｍ９６９ＨＱ型激光相机故障分析

王传斌，孙文阁，戚喜勋，李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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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现在已经拥有数百台３Ｍ９６９ＨＱ型激光相机，大部分

已使用数年，已进入故障高发期。现将本院此机型出现的２个

故障介绍如下。

故障一：照相时当格式设好后，无法采集图像，错误信息为

Ｋ６８－ＳｙｓｔｅｍＡｃｑｕｉｒｅＦａｉｌ。

分析与检修：Ｋ６８所示的数据采集错误说明操作台的显示

器上的图像无法被激光相机所采集，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

是控制通路的问题；二是数据通路的问题。我们在操作台上进

行照相格式的变换，２０幅→１６幅→２幅→９幅，都很顺利，说明

相机控制通路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存在于数据通路，即操作台

的显示板通过视频电缆到ＶＥＩＢ接口盒再由光纤传递数据信号

到ＩｎｐｕｔＭｕｄｕｌｅ（相机接口模块）这段。重新拔插互换视频电缆

及时钟缆，故障现象依旧；再重新拔插互换光纤Ａ、Ｂ线，故障现

象依旧，说明故障不在电缆及其插件中。看来是存在于各功能

模块、模盒内，而最直观可查的就是ＶＥＩＢ盒，观察ＶＥＩＢ盒，有

ＳＹＮＣ（同步）灯，ＡＱＵ（采集）灯，ＧＡＩＮ（增益排灯）及ＥＮＢ（使

能）灯。正常时 ＧＡＩＮ灯有两个亮，ＳＹＮＣ灯亮，ＡＱＵ灯照相

（采集）时亮，ＥＮＢ灯应常亮。而此时发现ＥＮＢ灯不亮，这表明

ＶＥＩＢ参数没能下载到ＶＥＩＢ中，说明故障可能在ＶＥＩＢ中。打

开 ＶＥＩＢ盒，发现 ＶＥＩＢ的±１２ＶＤＣ正常，＋５ＶＤＣ只有４．

４ＶＤＣ，找到问题所在。该５ＶＤＣ是可调的，调整电位计，使之

＋５ＶＤＣ输出为５ＶＤＣ，重新开启相机后发现ＥＮＢ灯重亮，故

障现象消失。此故障是由于５ＶＤＣ漂移到４．４ＶＤＣ，造成ＶＥＩＢ

板工作条件发生变化，逻辑判断发生故障，使ＶＥＩＢ盒与相机不

能正常通讯，因而造成Ｋ６８错误。

故障二：在打印出来的胶片前部分布着“斑马线”，从左到

右横向走行，包括图像、灰阶、边框，且越靠近片子下端条纹越

窄，逐渐条纹均匀消失（图１～２）。

分析与检修：由现象可知有两种原因，一是激光打印部分

故障；二是洗片机部分故障。先把打印出来的试验片收集到收

片盒里，然后用其它的洗片机冲洗，发现条纹影仍然存在，这说

明排除了洗片机故障。由于照片伪影是在整张照片的局部产

生且主要在前部，说明激光打印机的图像处理系统（包括激光

发生器和激光控制部分）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存在于胶片传输

系统，说明可能是胶片运行和机械运行不同步造成，可以解释

为胶片本身的位置或重量或摩擦等方面的因素，或传输系统本

身滑动的因素造成这种伪影。传输系统包括传动电机及辊轴，

打开机器，在试运行状态下，发现电机输出端与辊轴咬合不好，

电极转速也不均匀，经过调整咬合齿轮接触面的间隙，并更换

了电机，故障现象消除。１天后，故障现象又出现，伪影较前次

有所减少。打开机器，试运转正常，经仔细观察发现辊轴表面

发亮，粘附的尘粒已密实其上，传片过程中出现打滑现象，造成

胶片运行速度不均匀。用清洗片走两遍，粘下许多尘垢，再试

机故障现象消失。

总之，此故障现象除电机老化外，辊轴表面污染系保养不

够，提示在使用时要定期对辊轴进行清洗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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