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体化的红外接收头脚位区分

三条腿中阻值最小的那两条腿，红表笔是 GND,黑表笔是电源，另一条腿只能是信号输出了

这是数字表检测的结果，指针表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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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平日里最常用的一种接收头 038，从图中可以看到它原本有 6条腿但实际上却尽

用了三条腿。他们分别是；GND +5V 我们现在所能遇到的所有的接收头几乎全是

这样的全集成固化一体三条腿的接收头，它是由分立件演化而来的，三条腿分别的含义；

GND 模拟地，公共地 他既是+5V 的回路，又是信号 Sin 的回路 +5V 是整个集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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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源入口 Sin 就是信号的输出口

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机器上使用的铁皮壳分离件的那种，却也是三条腿，各个含义也和上

面所讲的一样。并且可以互相代换只要是名义腿不要搞错就行了，不存在那个是彩电用的

还是空调用的

毛病常出现在 C35 滤波电容失效，受潮，不干净....

接收头就和我们的耳朵一样，甭管耳朵听到什么声音，都算声音!它只管听，不管解释，

解释是 MCU（脑子里的解码器的事情，它去翻译是个什么指令）如果是彩电发过来的指令，

它也能听到，但翻译出来的确是鸟语，MCU 就会说，不管他！听不懂。）它发射或接受的

范围非常大，因此常受到别的什么遥控器的干扰。有人说空调遥控或接受的晶振发生了“频

偏”既“驼峰”f0 偏移会造成 CPU 无法接受正常信号，现在还无法得到验证，我曾经用

4.19M 的晶振代换过 4M 的也正常使用多年，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遥控接收头，发射二极管，晶振，陶瓷滤波器都是我们出门必备的元器件，但是时间长了

就搞不清三这脚都是怎么排列的，谁跟谁了..

其实你只要记住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很快的搞清楚那条腿是什么意思了

方法就是用机械万用表电阻档测他们的电阻，找到其中两脚阻值最小的一个，这时表棒的

红表棒接的就是 Vdd，黒表棒接的就是 GND;！当然另一条脚必然的就成了信号输出脚（IR）

了。**一个接收头和另一个接收头的阻值并不见得都一样，特别是我们从电子商行买回来

的东西差异就更大了，那一般都是正品打下来的.....但价格便宜，也能用

;如果你用的是数字表的话，那测到的管脚正好相反；也就是说红表笔是电源负，而黑表

笔接到哪只脚才是电源正

那么原来板子上的脚位就更好辨认了，和 7805 散热片直通的那条腿是接地，和 7805 右面

输出的那条腿就是电源正（大部分中间串接一支限流电阻),剩下的那条腿只能是信号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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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一般来讲；接收头没有电视专用或者是空调专用的说法，只要是红外线接收头都是可以通

用的！只要引脚接对接行。接收头一般损坏多数是质量不佳，设计上有点问题，二是使用

条件较差，例如受潮油烟熏，如果一时没配件，可以把接收头上的水分用卫生纸吸干清洁

并加热，并且给接收头的引脚处覆于棒棒胶或玻璃胶，这样就可以彻底的根除水汽灰尘的

影响了！或去掉接收头上的限流电阻，一般还能使用一段时间。

把万用表位于电阻 1K 档，假设某接收头上的某一脚为接地端(有金属外壳的是地)，并与

黑表笔相接，用红表笔分别去测另两脚电阻，则像测三极管一样。再对比两次所测电阻值，

一般在 4—7KΩ范围；电阻较小的那次红表笔所接引脚为+5v 电源脚；另外一个阻值比较

大的那脚则为信号脚。相反，再用红表笔接已知地脚，黑笔分别测已知电源脚及信号脚，

阻值都在 15KΩ以上，对比也是阻值小那脚为+5V，阻值偏大的为信号脚。可见，用电阻法

识别接收头引脚的快捷，以可粗判该接收头是否损坏，一举两得。

这是一个典型的遥控接收电路，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组成滤波 100Ω的电阻是限流。

左边是发射，右边是接受

正常的时候万用表测 GND 对 OUT 或 VCC 都应该是 5V。

不管是什么遥控器对红外接收头发射；

直流电压检测会 5V 向下摆动

交流电压检测会 0V 向上摆动

这里检测的目的是检测红外接收头是否有接受的能力，所以发射方可以是彩电的碟机的遥控器，

至于串码解译那是 MCU 的事情；跟这里没有关系。这里只分辨“听和说”的哪一方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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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头坏了，更换任何红外接收头都可以，注意脚位千万不可以搞错，老式的也可以，都是三条

腿，切含义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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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经常发现有些接收头由于空调安装的条件太差，致使接收头

潮湿，污染，这些可以通过卫生纸檫试后再使用，但引脚既插头都

要经过封胶处理，否则不久又会出问题。还有一些短接限流电阻后

也可以再使用（接收头的极限使用电压是 6V。i/O 口的电压一般不

会超过 5.1V)。

杂波淹没红外线的有效信号是经常有的事情；例如劣质节能灯，电

子起辉的日光灯，还有一些古怪的电器..

所谓“淹没”是指不该接受

的信

号比应该接受的信号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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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的接收头，接受效果不好，但清洗后他又能正常工作了，可

过一阵它有不行了，原因则是灰尘毛絮还有潮气所致，如果你用胶

把它封起来，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了………

遥控发送的串码非常的快，而你万用表采样的时间未必能同步于信号的峰值，因此每一次

你观察到的数据可能都会不一样，这是正常的，只要有变化就行，（一般摆动幅度有几百

毫伏到两三伏之间）反正人家 MCU 里面还有数据放大整形呢，这就是数字信号的好处....

常用的万用表采样时间一般都是每秒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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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什么遥控器对着接收头发射，接收头的信号输出都应该有信号输出，用万用表来监

控都可以看到；

直流电压监控（原来表上反应出来的是正 5伏，一旦有信号输出，万用表就会反应出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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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跳变电压）

交流电压监控（原来表上反应出来的是没有电压，一旦有信号输出，万用表就会反应出有

突变电压）只是这个电压每次检测到的都不一样，原因是万用表的采样时间每秒 4 次，不

一定每次都能获得峰值

接收头一旦坏了，自然也就不会有输出信号了

有时候电视机或者什么别的什么电器的遥控器可以打开或关闭空调，这在早年间的空调是

有的，这并不是接收头的错误，有些红外线防盗器发出来的红外线可以“淹没”空调遥控

器发出的信号，另外还有电子节能灯，电子日光灯“屏蔽”空调遥控器信号的案例

另外各地还有各种各样的反馈，什么负离子，高压积尘，高亮发光二极管手电筒照了接收

头也会引起误动作等等，但我没有证实，不敢妄加推介，但齿轮打火机发出的火花确实会

被红外接收头接受的.............

另外；有一些空调会有选择开关，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如果它接触不良了也会造成遥控

不接受的

我这里讲的是如果要区分是遥控器还是接收头的问题，可以先用用户的彩电或是碟机的遥

控器来发射信号，测接收头是否有信号输出 手机看发射管有红外输出，可换接受头

无效，拆掉接受头信号输出端倒地的瓷片电容故障排除。测该电容有 10K 电阻!这种现象

还是经常有的，另外还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限流电阻等

遥控发射器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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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漏液和斑马条接触不良引起的缺笔画或某些字符不清晰

晶振或陶瓷滤波器坏了

发射二极管（或三级管坏了）

矩阵键盘磨损引起的按几下没有反应，或是受潮污损引起的不动作或误动作

电池漏液引起的接触不良

3V 电源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电池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没有电了

检查一般有检查发射时的电流（大多数是一个发射二极管，电流一般 10ma-15ma，而两只

发射二极管的就大了约 30ma)

检查是否复位

检查晶振是否工作（一是测频率，二是量它的电压，大约是 1.3V 左右）

遥控器修理和彩电的修理方法是一样的

本帖最后由 西安周涛 于 2012-11-15 10:4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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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件遥控接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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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的遥控接收头一般都是这样铁壳封装的分离件，而芯片基本就是那么两种，很少见过别的，

但它依旧是三条腿电源正负和信号输出！如果它坏了，用现在一体化的那种接收头一样是可以用

的，接收小板上有滤波电容，电容的正接电源正，电容的负极接电源负

虽说这种接收头非常的古老，却坏的很少.........接收头出现问题的表现往往是：不能接收遥控，

遥控距离短。或者偶尔能接收（不灵敏）。_x000B_另外，还有因为接收头自身内部短路引起的拉

低 5V 电源等等

红外接收头的一些资料
μPC1373H 和 CX20106A 是老式接收头的 IC

image005.jpg (92.84 KB, 下载次数: 74)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http://www.jdwx.info/page-136053.html


image004.jpg (14.65 KB, 下载次数: 45)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http://www.jdwx.info/page-136052.html


image003.jpg (19.17 KB, 下载次数: 40)

image002.jpg (47.05 KB, 下载次数: 37)

获
取
更
多
资
料
 微

信
搜
索
蓝
领
星
球

http://www.jdwx.info/page-136051.html
http://www.jdwx.info/page-136050.html


image001.jpg (33.77 KB, 下载次数: 37)

红外接收头载波频率是 38KHz，这是由发射端所使用的 455KHz 晶振所决定的。

发射端要对晶振进行整数分频，分频系数一般取 12，所以；

455KHz/12=37.9kHz,约等于 38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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