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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式激光打印机具有环保、工作效率高、图像质量好等优

点，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且打印速度快，能同时连接多台影

像设备，往往成为医院集中式打印系统的首选。ＤＲＹＰＩＸ系列

干式激光打印机是日本富士公司生产的当前市场占有率较大

的影像设备，其代表型号主要是 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型和 ＤＲＹＰ

ＩＸ７０００型。该机结构复杂，涉及电子、机械、计算机等诸多学科

和技术，一旦故障停机将严重影响医院的工作流程，造成不小

的损失。笔者根据多年来对该机型的维修经验，对一些典型

的、经常出现的故障进行分析总结，以期能对使用者有所帮助。

根据ＤＲＹＰＩＸ系列干式激光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和硬件结

构大致分为激光扫描部分、热鼓显影部分、计算机部分和机械

传动部分其４块来分析。

１．激光扫描部分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和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开机自检过程中

机器报错“Ｅｒｒｏｒ：０００４，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ｆｏ：Ｅ２６６”和“Ｅｒｒｏｒ：０００４，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ｆｏ：Ｅ２７１”，设备自检不能继续进行，重启偶尔可以正常，多数

情况下重启故障依旧。

分析检修：根据报错代码，解释为在自检或胶片扫描时不

能检测到激光束。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和 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不同于其它

热敏干式打印机的关键是具有激光发生组件，笔者遇到的多数

情况是激光发生组件损坏，即俗称的激光头损坏，需要更换。

激光头属于耗材，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在打印１０万张胶片左

右时就会损坏。激光头损坏的原因是激光发生组件内的激光

二极管过热损坏或功率下降，此激光二极管的功率和波长有严

格的参数，且激光管的位置只有毫米级的误差，因此难以维修

需要更换包括光学系统在内的整个激光发生组件。需要说明

的是在更换组件时要把次扫描组件（激光头下的传动部分）一

起拆卸，有严格的位置要求，如果安装时位置偏移过大会影响

图像质量。发生上述的故障的另一原因是在激光头的下方有

阻挡物（例如有胶片卡住或装片时破损的片袋）挡住了激光束，

而使位于次扫描组件中的激光检测光敏元件（如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

中的ＳＥ１）检测不到激光束。这时拆出组件，去除阻挡物。

故障现象：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打印后的胶片出现伪影，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跟胶片长轴平行的高密度（灰黑色）条状伪影，另

一种是跟胶片长轴平行的胶片一侧的低密度（渐白色）带状伪

影。且作胶片密度校准（Ａｕｔｏ或 ＭａｎｕａｌＦ．Ｄ．Ｃ）无效。

分析检修：此故障设备运行正常，并无故障代码显示，因此

不好判断。笔者根据经验引起第一种情况中的灰黑色条状伪

影是因为在次扫描组件中有斑片状异物。此异物在激光头正

下方的左右两根滚轴之间，影响了激光束对胶片的曝光量。将

此异物用毛刷去除后伪影消失。对于第二种情况的伪影是在

胶片扫描中激光能量不足造成的，往往在激光头损坏以前出

现，只能更换激光发生组件来解决。

２．热鼓显影部分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胶片打印过程中在热鼓显影部分听到明显的

“咔咔”作响并机器报错卡片。

分析检修：此故障是由热鼓显影部分的滚轴两侧的轴承或

齿轮损坏造成的。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有三组加热鼓，每组有７个齿

轮和１４个轴承，而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有两组加热鼓，其中一组４个

齿轮８个轴承，另一组６个齿轮１２个轴承。因为胶片传送是一

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此部分出现故障，将造成卡片，并且卡片位

置可以在胶片抓取、扫描、加热、弹出等任何部分。解决此故障

需更换相应部件。

故障现象：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开机自检时，热鼓加热时间过长

（＞２０ｍｉｎ），并报错：“０９２０”。代码解释为：“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ｔｉｍｅｏｕｔ”。

分析检修：此代码解释为在开机时加热鼓不能加热到合适

的温度（根据内部状态目标温度９０℃～１３０℃），此故障原因为：

①温度检测传感器故障；②加热器与电源间断路；③与加热有

关的 ＭＣＴ接口板故障。首先检查加热器的电缆及其与电源间

的连接，ＭＣＴ板的设置是否正确，以及热保护开关。笔者遇到

的最多情况是热保护开关跳开断路使不能正常加热。在此情

况下只需要将保护开关复位即可。此开关在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每

加热鼓有３个而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每加热鼓有２个。

３．计算机部分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①网络设置参数正确，但网络连接不通，用ｐｉｎｇ

工具测试打印机和外部设备不通。②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

而屏幕无任何反应。③开机时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能启动，但是

无法进入应用软件，表现为死机。

分析检修：上述故障现象均为计算机部分故障引起，对于

第一类故障现象很多用户是由于外电源接地不良，在雷击时将

主板上的网卡打坏。对于一、二类故障均需要更换计算机主

板。对于第三类故障是由于计算机硬盘损坏致程序无法运行

引起，需予以更换。

４．机械传动部分常见故障

故障现象：胶片打印时，工作站选择打印数量为１，打印机

会连续打印几张胶片，且无规律性。

分析检修：此故障首先排除打印工作站的设置问题和人为

误操作。ＤＲＹＰＩＸ系列的干式打印机在接收打印指令后，从供

片盒抓取胶片开始打印到从出口弹出完成一张胶片的打印过

程，打印的完成确认是靠打印机中胶片释放单元中的光电耦合

元件ＬＥＤ１５Ａ来检测的。当胶片打印完毕从出口出来后，如果

此元件没有检测到信号，则会出现重复打印的现象，由此可以

判断是此元 件 故 障 引 起，两 种 情 况：①ＬＥＤ１５Ａ 损 坏；②

ＬＥＤ１５Ａ由于灰尘太多而影响光的发射和接收。笔者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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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后者灰尘引起，只要用酒精纱布擦拭干净即可。

故障现象：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报错“Ｅｒｒｏｒ：０２３８，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ｆｏ：

Ｃ０７Ｃ”，代码解释为：“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ｒｏｌｌｅｒｇｒｉｐＨＰｅｒｒｏｒ”。

分析检修：此故障是由于传感器ＳＤ５的工作状态不对引

起，可能原因有：①ＳＤ５传感器本身故障；②带动传感器挡块的

ＭＤ４马达控制器故障；③ＳＮＳ板上ＳＤ５接口有问题，接收不到

ＳＤ５来的检测信号。打开机器后盖，首先调整ＳＤ５的位置，查

看 ＭＤ４驱动挡块对ＳＤ５的遮挡位置，发现是 ＭＤ４带动的齿轮

断裂了，此齿轮是塑料材料，长期工作容易断裂而使 ＭＤ４转动

不到位，ＳＤ５检测不到信号而报错，更换损坏齿轮后机器工作

正常。

故障现象：在装片时供片盒推到底部却锁不住，容易滑出。

分析检修：ＤＲＹＰＩＸ系列干式打印机的供片盒是由托盘锁

止组件来完成，微动开关ＳＡ１２、ＳＡ２２、ＳＡ３２来检测，靠塑料挂

钩来锁住托盘，如果在装胶片时用力过猛则导致挂钩断裂而使

上述故障发生，解决此故障只能更换挂钩部分。

小结：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和ＤＲＹＰＩＸ４０００干式激光打印机日常

维护保养非常重要，很多故障是由于保养不善而引起的。如果

环境温度湿度不适或者灰尘过多常引起以下故障：①激光发生

组件损坏；②机械运行过程中的传感器故障；③供片盒在装片

时条形码阅读器不工作，需手工输入条码数字；④产生各种伪

影，包括胶片划痕、灰黑色条状伪影等。因此应建立严格的设

备保养管理制度，且有专人负责。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１３）

“群雄争霸，南北对垒，唇枪舌战，共同提高”
———第十七届全国放射年会“群英会”参赛通知

　　一、比赛方式

南北两队对垒，南队和北队统帅分别是孟悛非教授和高培毅教授

二、参赛专家遴选

１．参赛将领遴选方式：ａ．自由报名：副高或正高职称者自由报名，在全国范围内挑选，不只局限于学组成员

报名方式：６月３０日前以网上投稿方式将２个可供讨论的病例发送到指定邮箱，病例的范围限于儿科、神经、心胸和

腹部四个方面。逾期将不予考虑

报名时请提供个人简历，包括：毕业学校、学位、工作单位、目前职称以及研究方向等

ｂ．遴选：在南北队每个专业首轮遴选第一、二号种子选手，在进一步的准备中作修改补充后择优录用。每位参赛专家

要保证届时亲自参加全国年会和擂台赛

２．参赛将领：各队分别派出儿科组、神经组、心胸组和腹组将领各１名，即每队参赛将领各４人，共４对将领分４轮对

阵

三、病例要求

１．原则：要有一定难度，病理和临床相结合，且对听众有启迪、借鉴作用

２．具体要求：

－ 病史

－ 临床检查

－ 影像检查：应包括两种或更多的影像检查手段

－ 手术所见（如有）

－ 病理

－ 随访（如有）

－ 最终诊断

本次擂台赛不采用提供备选答案，攻擂方从中选一的方式。即不划定答案的范围，完全靠攻擂方将领从分析中引出

答案３．收稿信箱：ｚｃｘｌｉａｎｇ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四、保密要求

１．投稿人决定投稿后就应对自己的参赛病例以及答案绝对保密，不要泄漏给其它任何人，直至擂官正式通知未被选

中时方可解密。被选中者须继续保密至赛事结束。

２．擂官、统帅以及协办者郑重承诺对病例、答案以及相应事宜绝对保密

五、未尽事宜在学会的指导下由两位统帅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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