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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 

摘   要 

 
透過本篇研究微電腦單晶片 89C51 的學習，深入了解單晶片使用方法及功能，

且經由實際麵包板的過程去對單晶片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為何想製作紅外線感

測防盜開關，是因為現今社會竊案頻傳；想要藉由製作一個微電腦單晶片電路搭

配組合語言程式去執行將紅外線感測器達到可以遠距離偵測人體及物品目的因為

透過麵包板設計及製作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的過程中，可以深入了解，如何透過

程式組合語言去設計、控制紅外線感測防到開關，小組成員同學預期此設計能先

達成在私事上和軍事的功能及目的，若此階段沒問題了，再會進階地針對紅外線

感測防到開關的缺點進行改進，就能使紅外線感測防到開關來感測試是否有東西

靠近，此為下一階段小組所預計達成的目標；故現行之小組專題製作的目標即是

想透過單晶片的學習，去製作一個不會用到鑰匙即能開門的紅外線感測防到開

關，以達到科技與生活相結合的目的。 

 

關鍵詞：微電腦單晶片、紅外線發射/接收器、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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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在不管是公事上，私事上緊報器都能扮演著很好的角色，警報器不僅可以偵

測靠近自己一定範圍的人，先提早先提醒我們附近週遭有人侵入，例如：可以利

用在軍事上，提早一步知道敵人是否接近了危險領域範圍，而提早做好攻擊或者

守備的動作，也可以是運用在私事上面，在做不想給人知道又怕被人發現的事情

時，就可以提早在範圍前設置警報器，這樣就可以知道是否有沒有人在靠近自己

也好提早做好應對之策，我們製作警報器的動機便是在公事上私事上都能擁有很

好的公用與效能，比敵人提早一步，就會是贏家，生活中商店的紅外線自動門。

這種感應器不需要裝一個紅外線發射器，因為人體自己就是一個紅外線發射器。

這種感應器使用的是接近人體溫度的中紅外線波段。由於一般外界環境的溫度比

人體低一點，所以平常不會有感應，但是當有人走進感應範圍時，感應器會感應

到一個比較熱的發射源，這時就會跟你說「歡迎光臨」了。 

二、製作目的 
本次探討為紅外線警報器，研究的目是從上網查詢資料以及學校課本，製做

相關的電路，首先在製做紅外線偵測警報器之前，我們先對紅外線的理論來進行

討論，我們由網站與書籍的相關資料，可以由紅外線偵測的原理，來決定感測元

件來偵測人體所散發的紅外線，由於現在的社會科技發展的迅速，拖鞋也做到走

路無聲的境界，導致我們小孩子在偷玩電腦或者做其他不想讓大人知道或看到的

事情時，總會被發現，當然上有對策咱們下也有應對的策略，大人們雖擁有無聲

的拖鞋但我們也不是省電燈泡可以掩蓋掉聲音但動態的物品是絕對沒辦法掩飾

的，我們套用了警示燈的原理發明更能讓人發現的警報器，只要有人一靠進就會

提早讓我們知道，也好適時的做好應對動作，為了了解紅外線如何運用在警報器

上，我們將做一個簡易型的紅外線警報器，再藉由原理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經

由感測元件再經由放大之後，再利用我們自己研究設計的警報器電路來設計成

品。此次的研究我們以麵包板來實做出電路。在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紅外線傳送

的原理，與光的基本知識，再將所學到的融入於專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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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一）專題製作流 

 製作流程架構開始先跟組員們一起討論組題內容，在進而去討論確認主

題並且查詢相關資料進行製作，討論好組題之後購買相關製作成品零件，

購買完畢進而去製作成品，並且書寫相關告與資料，製作完成進而實驗是

否有誤，有誤需和指導老師進行討論其調整其中電路或零件，改進之後成

功攥寫報告，將書面報告製作成相關檔案，而達到完成這一份專題製作。 

（二）製作流程圖

 
    圖 1-3-1 專題製作流程圖 

 

主題討論 

確認主題 查詢相關資料 

書寫報告 

完成報告 

製作完成 

購買相關零件 

製作成品 

模擬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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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作預期成效 
我們這一個小組雖然是第一次一起進行專題製作，剛開始還很擔心無法成功

完成這一專題報告，但我們每一個組員都非常努力去進行這一次的專題製作，才

能完成這一次的專題，預期成效為； 

(一) 當父親或母親靠近時我們做兒女的手在忙著玩電腦時，身邊感覺到有異常的

氛圍就可以用此警報器讓你雖無法眼觀四面但卻能耳聽八方，了解有人靠近

摟。 

(二) 亦或者是當機密資料有人偷偷靠近去竊取時也可以利用這一項專題去防範拿

一些想竊取資料的小偷，我們也可以提早將他們阻絕在外。 

(三) 裝上電池，按遙控器，綠燈亮起 20 秒，這個是開機延時，不做控測，您應該

在 20 秒內離開警報器的探測去域。 

(四) 20 秒後綠燈熄滅，警報器進入警戒狀態，如果此時有人員進入警報器的探測

區域，紅燈就開始閃爍 5 秒，這個是為了方便主人可以在 5 秒內及時關閉警

報器，以免發出不必要的警報聲。 

(五) 5 秒後，如果沒有接受到主人關閉警報器的信號，即使不速之客以經離開探測

範圍，警報器主機會發出 30 秒的刺耳聲響，警報音量是 105 分貝，警報生想

結束後 5 秒，若又有人員在探測範圍內走動，即會再次周而復始發出聲響。 

(六) 橫向探測靈敏度高，縱向探測靈敏度底。測試時，將警報器正放在桌上，相

對於警報器左右移動，即橫向移動，探測距離遠，靈敏度高；前後移動，及

縱向移動，探測距離近，靈敏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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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理論探討 

一、電子相關零組件 

(一) 紅外線 
紅外線熱影像儀器是運用光電技術，以感側物體熱輻射之特定紅外線

波段訊號，可將該訊號轉換成可供人類視覺辨識之影像圖形，這種技術讓

人類可以超越視覺障礙，看得到物體表面之溫度分布情形。 
溫度大於絕對零度的物體，都會輻射出熱能。這根源於黑體輻射定律。

物體所輻射出電磁波 隨著溫度的不同，其所輻射電磁波之強度與波長分布

特性亦隨之改變 波長約略介於 0.75μm 到 1000μm 間之電磁波概稱為「紅

外線」，而人類視覺可察覺之「可見光」則約略介於 0.4μm 到 0.75μm 之間。

紅外現在地球表面傳送時，會受到大氣組成物質的吸收，使強度明顯下降，

僅在 3～5μm 及 8～12μm 間的兩個波段有較好之穿透率，此及俗稱之大氣

窗，大部分的紅外線熱影像儀器及針對此二波段電磁波進行偵測，以計算

並顯示物體的表面溫度分布。 
由於紅外線對極大部分之固體及液體物質的穿透能力極差，因此紅外

線熱影像儀器的偵測方式是以量測表面物體輻射的紅外線能量為主。它的

源起可以溯自西元 1800年英國倫敦皇家學院的赫契爾爵士發表太陽光在可

見光譜的紅光之外還有一種不可見的延伸光譜，具有熱效應，因而推斷有

近紅外線的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31－1935），為了從空中偵查敵

方兵腳圖力佈署的情形，對近紅外線感光底片的研究更是密集而成果豐

碩。隨後因為電子影像技術，尤其是近紅外線夜視技術的急速發展，使得

人類視覺透過電子科技之助，可以有效的延伸其深度（距離）與廣度（靈

敏度），但是早期近紅外線夜視技術的主要應用方向仍然以軍事行動為主，

特別是透過超強近紅外線照明燈光之助，利用夜色偵查敵方兵力佈署與進

攻敵營，這種近紅外線夜視技術即是『主動式』夜視技術。 
1800 年時 William Herschel 測量太陽光線經稜鏡折射後各處所產生的

熱，卻發現在紅光外的邊緣區域的溫度計竟然發生最多的改變，於是他認

為有人眼所看不見的『光』稱為紅外線。紅外線的頻率從 300GHz 到

385THz(780nm)，物質當加溫時皆會輻射出紅外線，包含人體（約起於 300nm
到最多於 10000nm）或動物體溫的溫度， 紅外線可穿透鏡片或雲層，底片

也會對紅外線感應，因此是很好的探測工具（間諜衛星），紅外線被用於

追蹤熱源、夜間警衛與軍事行動探測或各種遙控器等（轟炸行動通常在夜

間，雖然人眼無法直間看見物體，但紅外線卻可看得清清楚楚）。 
1.紅外線發射器 

目前有很多種晶片可以實現紅外發射，可以根據選擇發出不同種類的

編碼。由於發射系統一般用電池供電，這就要求晶片的功耗要很低，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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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都設計成可以處於休眠狀態，當有按鍵按下時才工作，這樣可以降低

功耗。晶片所用的震盪器應該有足夠的耐物理撞擊能 6 力，不能選用普通

的石英晶體，一般是選用陶瓷共鳴器，陶瓷共鳴器準確性沒有石英晶體高，

但通常一點誤差可以忽略不計。紅外線透過紅外發光二極體(LED)發射出

去，紅外發光二極體內部材料和普通發光二極體不同，在其兩端施加一定

電壓時，它發出的是紅外線而不是可見光 

 
圖 2-1-1 簡單驅動電路   圖 2-1-2 射極輸出驅動電路 

 
如圖 2-1-1 和圖 2-1-2 是 LED 的驅動電路，圖 2-1-1 是最簡單電路， 選

用元件時要注意三極管的開關速度要快，還要考慮到 LED 的正向電流和反

向漏電流，一般流過 LED 的最大正向電流為 100MA，電流越大，其發射的

波形強度越大。圖 2-1-2 電路有一點缺陷，當電池電壓下降時，流過 LED
的電流會降低，發射波形強度降低，遙控距離就會變小。圖 2-1-2 所示的射

極輸出電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兩個二極體把電晶體的基極電壓升在 1.2V
左右，因此電晶體發射極電壓固定在 0.6 左右，發射極電流 IE 基本不變，

根據 IE IC,≒ 所以流過 LED 的電流也基本不變，這樣保證了當電池電壓降

低時還可以保證一定的遙控距離。 
2.紅外線接收器 

 紅外信號接收系統的典型電路如圖 2-1-3 所示︰

 
   圖 2-1-3 紅外線接收頭內部電路 
 

圖 2-1-3 紅外接收頭內部電路該電路包括紅外監測二極體，放大器，限

幅器，帶通濾波器，積分電路，比較器等。紅外監測二極體監測到紅外信

號，然後把信號送到放大器和限幅器，限幅器把脈波幅度控制在一定的水

準，而不論紅外發射器和接收器的距離遠近。交流信號進入帶通濾波器，

帶通濾波器可以透過 30khz 到 60khz 的負載波，透過解調電路和積分電路

進入比較。器，比較器輸出高低電平，還原出發射端的信號波形。注意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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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高低電平和發射端是反相的，這樣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接收的靈敏度。

以上電路被集成在一個元件中，成為一體化紅外接收頭。 

 
圖 2-1-4 紅外線接收頭 

圖 2-1-4 紅外接收頭的種類很多，引腳定義也不相同，一般都有三個引

腳，包括供電腳，接地和信號輸出腳。根據發射端調製載波的不同應選用相

應解調頻率的接收頭。紅外接收頭內部放大器的增益很大，很容易引起干擾，

因此在接收頭的供電腳上須加上濾波電容，一般在 10UF 以上。有的廠家建

議在供電腳和電源之間接入 330 歐電阻，進一步降低電源干擾。 
 

                 

圖 2-1-5 發射參考電路圖                   圖 2-1-6 發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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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接收接腳圖             圖 2-1-8 接收參考電路圖 
 
(二)蜂鳴器 

壓電式蜂鳴器主要由多諧振蕩器、壓電蜂鳴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鳴箱、

外殼等組成。有的壓電式蜂鳴器外殼上還裝有發光二極管。多諧振蕩器由

晶體管或集成電路構成。當接通電源後,多諧振蕩器起振,輸出 1.5~2.5kHZ
的音頻信號，阻抗匹配器推動壓電蜂鳴片發聲。壓電蜂鳴片由鋯鈦酸鉛或

铌鎂酸鉛壓電陶瓷材料製成。在陶瓷片的兩麵鍍上銀電極，經極化和老化

處理後，再與黃銅片或不鏽鋼片粘在一起。壓電蜂鳴片是將高壓極壓化後

的壓電陶瓷片黏貼於振動金屬片上。當加入交流電壓後,會因為壓電效應,
而產生機械變形伸展及收縮，利用此特性使金屬片振動而發出聲響。以回

授方式來做區分壓電蜂鳴片大致上分為回授式蜂鳴片與無回授式蜂鳴片兩

種。當回授式蜂鳴片搭配正回授振盪電路會產生一個與共振腔頻率相同的

單音；而無回授式蜂鳴片則可以搭配外部振盪電路選擇任意頻率發出聲

音。蜂鳴器的作用蜂鳴器是一種一體化結構的電子訊響器，採用直流電壓

供電，廣氾應用於計算機、印表機、影印機、報警器、電子玩具、汽車電

子設備、電話、定時器等電子產品中作發聲元件。壓電式蜂鳴器主要由多

諧振盪器、壓電蜂鳴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鳴箱、外殼等組成。以壓電效應，

來帶動金屬片的振動而發聲元件電式蜂鳴器主要由多諧振盪器、壓電蜂鳴

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鳴箱、外殼等組成。以壓電效應，來帶動金屬片的振

動而發聲測試時需使用"函數信號發生器"、"分貝計"及"三用電表"，User 在
進料檢驗時，依照敝司所提供的蜂鳴器規格書，在儀器上調整欲測試蜂鳴

器的電壓及頻率，例如某客戶使用敝司產品 PB-1224PE-05，其額定電壓是

5.0Vp-p，頻率是 2.4KHz，測試距離是 10cm，最小音壓值是 85dB/min，最

大電流值是 50mA/max，電阻值是 45±5Ω。測試連接方式(一)如下圖所示：

測量蜂鳴器的音壓值(dB)。測試連接方式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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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測量蜂鳴器的電阻值 

 
圖 2-2-2 測量蜂鳴器的電流值 

         

圖 2-2-3 蜂鳴器模組      圖 2-2-4 蜂鳴器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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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單晶片微電腦 

微電腦硬體結構包含中央處理單元、記憶體單元、輸入單元與輸出單

元等四個主要單元，其結構關係則如下圖所示其中，中央處理單元則是由

運算單元與控制單元兩部分所組成的單元，即是一般所通稱的 CPU，此為

微電腦最重要的部分。以下就微電腦中各單元的功能做簡單介紹： 
1.運算單元 

運算單元又稱為算數邏輯單元，在中央處理單元中可用於執行算數運

算，如：加、減、乘、除等，以及邏輯運算，能將記憶體單元或輸入單元

送至中央處理單元的資料執行各種運算。當運算完成後再由控制單元將結

果資料送至記憶體單元或輸出單元。 
2.控制單元 

此單元在中央處理單元中，負責協調與指揮各單元間的資料傳送與運

作，使得微電腦可依照指令的要求完成工作。在執行一個指令時，控制單

元先予以解碼，瞭解指令的動作意義後再執行該指令，因此控制單元將指

令逐一執行，直到做完整個程式的所有指令為止。 
3.輸入單元 

此單元是用以將外部的資訊傳送到 CPU 做運算處理或存入記憶體單

元，一般在為電腦的輸入單元有鍵盤、磁碟機、光碟機、滑鼠、光筆、掃

描器或讀卡機等週邊設備。 
4.輸出單元 

此單元是用以將 CPU 處理過的資料輸出或儲存傳送外部週邊設備，一

般在為電腦的輸出單元有顯示器、印表機、繪圖機、燒錄機或磁碟機等週

邊設備 
5.記憶體單元 

記憶體單元是用來儲存輸入單元傳送來的資料，或儲存經過中央處理

單元處理完成的資料。記憶體單元之記憶體可分為主記憶體與輔助記憶體

兩種，而主記憶體依存取方式不同，又可分為唯讀記憶體與隨機存取記憶

體。ROM 所儲存的資料，在微電腦中只能被讀出但不能被寫入，也不會因

為關機斷電而使資料流失；至於 RAM 在微電腦中，則可被讀出或寫入資

料，但在關機斷電後儲存於 RAM 中的資料將會流失。輔助記憶體則是指磁

片、硬碟或磁帶等週邊硬體，一般亦為輸出入單元，主要用來彌補主記憶

體的不足，其容量可無限制擴充。原理說明：有 ROM，可重複燒錄，用電

氣信號清除（5V 間只要 5-1 秒。8051 單晶片的接腳名稱與功用，8051 總
共有 40 支接腳，4 個 8 位元雙向 I/O，其 PORT3 除了可以當作 I/O 以外，

也兼具其他特殊功能。1. VCC：接正電源 5V 。2. GND：接地。3. PORT0：
可做一般 I/O 使用，當作輸入或輸出時應在外部接提升電阻外部記憶體擴

充時，當作資料匯流排（D07）及位址匯流排 A07）。4. PORT1：一般 I/O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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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內部設有提升電阻。5. PORT2：一般 I/O 使用，內部也有提升電阻，

外部記憶體擴充時，當作位址匯流排（A815）使用，6. RST：晶片重置信

號輸入腳，只要輸入一高電位脈衝，大於 2 個機械週期，就可以完成重置

動作。7. ALE/PROG：接外部記憶體時，位址栓鎖致能輸出脈衝，利用此信

號將位址栓鎖住，以便取得資料碼未接外部記憶體時，有 1/6 石英晶體的振

盪頻率，可做為外部時脈在燒錄 PROM 時，此接腳也是燒錄脈波之輸入。

8. PSEN：當作程式儲存致能外部程式記憶體之讀取脈波，在每個機械週期

會動 2 次，外接 ROM 時，與 ROM 的／OE 腳連接。9.EA/VPP：接高電

位時，讀取內部程式記憶體；接低電位時，讀取外部程式記憶體。欲燒錄

內部 EPROM 時，利用此腳接收 21V 之燒錄供應電壓。10.XTAL1, XTAL2：
接石英晶體振盪器，工作機械週期=石英晶體／12。 

        

圖 2-3-1 單晶片                  圖 2-3-2 單晶片電路圖 
 

三、零件故障識別 

1.查板方法: 
觀察法：有無燒糊、燒斷、起泡、板面斷線、插口鏽蝕。表測法：＋

5V、GND 電阻是否是太小（在 50 歐姆以下）。通電檢查：對明確已壞板，

可略調高電壓 0．5－1V，開機後用手搓板上的 IC，讓有問題的芯片發熱，

從而感知出來。邏輯筆檢查：對重點懷疑的 IC 輸入、輸出、控制極各端檢

查信號有無、強弱。辨別各大工作區：大部分板都有區域上的明確分工，

如：控制區（CPU）、時鐘區（晶振）（分頻）、背景畫面區、動作區（人物、

飛機）、聲音產生合成區等。這對電腦板的深入維修十分重要。 
排錯方法： 
(一)將懷疑的芯片，根據手冊的指示，首先檢查輸入、輸出端是否有信

號（波型），如有入無出，再查 IC 的控制信號（時鐘）等的有無，如有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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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IC 壞的可能*極大，無控制信號，追查到它的前一極，直到找到損壞的

IC 為止。(二)找到的暫時不要從極上取下可選用同一型號。或程序內容相

同的 IC 背在上面，開機觀察是否好轉，以確認該 IC 是否損壞。(三)用切線、

借跳線法尋找短路線：發現有的信線和地線、＋5V 或其它多個 IC 不應相

連的腳短路，可切斷該線再測量，判斷是 IC 問題還是板面走線問題，或從

其它 IC 上借用信號焊接到波型不對的 IC 上看現像畫面是否變好，判斷該

IC 的好壞。(四)對照法：找一塊相同內容的好電腦闆對照測量相應 IC 的引

腳波型和其數來確認的 IC 是否損壞。(五)用微機萬用編程器（ALL－03／
07）（EXPRO－80／100 等）中的 ICTEST 軟件測試 IC。 

電腦芯片拆卸方法： 
(1)剪腳法：不傷板，不能再生利用 
(2)拖錫法：在 IC 腳兩邊上焊滿錫，利用高溫烙鐵來回拖動，同時起出 IC 
(3)燒烤法：在酒精燈、煤氣灶、電爐上燒烤，等板上錫溶化後起出 IC  
(4)錫鍋法：在電爐上作專用錫鍋，待錫溶化後，將板上要卸的 IC 浸入錫鍋

內，即可起出 IC 又不傷板，但設備不易製作。 
(5)電熱風槍：用專用電熱風槍卸片，吹要卸的 IC 引腳部分，即可將化錫後

的 IC 起出（注意吹板時要晃動風槍否則也會將電腦板吹起泡，但風槍

成本高，一般約 2000 元左右）作為專業硬件維修，闆卡維修是非常重

要的項目之一。 
4.拿過來一塊有故障的主板，如何判斷具體哪個元器件出問題: 

(1)人為故障： 
帶電插撥 I/O 卡，以及在裝闆卡及插頭時用力不當造成對接口、芯

片等的損害。 
(2)環境不良： 

靜電常造成主板上芯片（特別是 CMOS 芯片）被擊穿。另外，主板

遇到電源損壞或電網電壓瞬間產生的尖峰脈衝時，往往會損壞系統板供

電插頭附近的芯片。如果主板上佈滿了灰塵，也會造成信號短路等。 
(3)器件質量問題： 

由於芯片和其它器件質量不良導致的損壞。清洗首先要提醒注意的

是，灰塵是主板最大的敵人之一。最好注意防塵，可用毛刷輕輕刷去主

板上的灰塵，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採用插腳形式，常會因為引

腳氧化而接觸不良。可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層，重新插接。當然我們可

以用三氯乙烷--揮發*能好，是清洗主板的液體之一。還有就是在突然掉

電時，要馬上關上計算機，以免又突然來電把主板和電源燒毀。流程。

BIOS 由於 BIOS 設置不當，如果超頻……可以跳線清處，摘重新設置。

如果 BIOS 損壞，如病毒侵入……，可以重寫 BIOS。因為 BIOS 是無法

通過儀器測的，它是以軟件形式存在的，為了排除一切可能導致主板出

現問題的原因，最好把主板 BIOS 刷一下。拔插交換主機系統產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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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 I/O 總線上的各種插卡故障均可導致

系統運行不正常。採用拔插維修法是確定故障在主板或 I/O 設備的簡捷

方法。該方法就是關機將插件板逐塊拔出，每拔出一塊板就開機觀察機

器運行狀態，一旦拔出某塊後主板運行正常，那麼故障原因就是該插件

板故障或相應 I/O 總線插槽及負載電路故障。若拔出所有插件板後系統

啟動仍不正常，則故障很可能就在主板上。 
採用交換法實質上就是將同型號插件板，總線方式一致、功能相同

的插件板或同型號芯片相互芯片相互交換，根據故障現象的變化情況判

斷故障所在。此法多用於易拔插的維修環境，例如內存自檢出錯，可交

換相同的內存芯片或內存條來確定故障原因。觀看拿到一塊有故障主板

先用眼睛掃一下，看看沒有沒燒壞的痕跡，外觀有沒損壞，看各插頭、

插座是否歪斜，電阻、電容引腳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燒焦，芯片表面是

否開裂，主板上的銅箔是否燒斷。還要查看是否有異物掉進主板的元器

件之間。遇到有疑問的地方，可以藉助萬能表量一下。觸摸一些芯片的

表面，如果異常發燙，可換一塊芯片試試。 
5.如果遇到可疑的地方 

(1)如果連線斷，我們可以用刀把斷線處的漆刮乾淨，在露出的導線處塗上

蠟，再用針順著走線把蠟劃去，接下來就是在上面滴上硝酸銀溶液。接

著就要用萬能表來確認是否把斷點連接好。就這樣一個一個的，把斷點

接好就可以了。注意要一個一個的連，切不要心急，象主板上有的地方

的走線間的距離很小，弄不好就會短路了。 
(2)如果是電解電容，可以找匹配的換掉。萬能表、示波器工具用示萬能表、

波器測主板各元器件供電的情況。一個是檢測主板是否對這部分供電，

再有就是供電的電壓是否正常。電阻、電壓測量： 電源故障包括主板

上＋12V、＋5V 及＋3.3V 電源和 Power Good 信號故障；總線故障包括

總線本身故障和總線控制權產生的故障；元件故障則包括電阻、電容、

集成電路芯片及其它元部件的故障。為防止出現意外，在加電之前應測

量一下主板上電源＋5V 與地（GND）之間的電阻值。最簡捷的方法是

測芯片的電源引腳與地之間的電阻。未插入電源插頭時，該電阻一般應

為 300Ω，最低也不應低於 100Ω。再測一下反向電阻值，略有差異，但

不能相差過大。若正反向阻值很小或接近導通，就說明有短路發生，應

檢查短的原因。 
6.產生這類現象的原因有以下幾種： 

(1)系統板上有被擊穿的芯片。一般說此類故障較難排除。例如 TTL 芯片（LS
系列）的＋5V 連在一起，可吸去＋5V 引腳上的焊錫，使其懸浮，逐個

測量，從而找出故障片子。如果採用割線的方法，勢必會影響主板的壽

命。 
(2)板子上有損壞的電阻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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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板子上存有導電雜物。當排除短路故障後，插上所有的 I/O 卡，測量＋

5V，＋12V 與地是否短路。特別是＋12V 與周圍信號是否相碰。當手頭

上有一塊好的同樣型號的主板時，也可以用測量電阻值的方法測板上的

疑點，通過對比，可以較快地發現芯片故障所在。當上述步驟均未見效

時，可以將電源插上加電測量。一般測電源的＋5V 和＋12V。當發現某

一電壓值偏離標準太遠時，可以通過分隔法或割斷某些引線或拔下某些

芯片再測電壓。當割斷某條引線或拔下某塊芯片時，若電壓變為正常，

則這條引線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來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程序、診斷卡

診斷通過隨機診斷程序、專用維修診斷卡及根據各種技術參數（如接口

地址），自編專用診斷程序來輔助硬件維修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程序

測試法的原理就是用軟件發送數據、命令，通過讀線路狀態及某個芯片

（如寄存器）狀態來識別故障部位。此法往往用於檢查各種接口電路故

障及具有地址參數的各種電路。但此法應用的前提是 CPU 及基總線運

行正常，能夠運行有關診斷軟件，能夠運行安裝於 I/O 總線插槽上的診

斷卡等。編寫的診斷程序要嚴格、全面有針對*，能夠讓某些關鍵部位

出現有規律的信號，能夠對偶發故障進行反複測試及能顯示記錄出錯情

況。IC 集成電路的好壞判別方法一、不在路檢測這種方法是在 ic 未焊

入電路時進行的，一般情況下可用萬用表測量各引腳對應於接地引腳之

間的正、反向電阻值，並和完好的 ic 進行較。二、在路檢測這是一種通

過萬用表檢測 ic 各引腳在路（ic 在電路中）直流電阻、對地交直流電壓

以及總工作電流的檢測方法。這種方法克服了代換試驗法需要有可代換

ic 的局限*和拆卸 ic 的麻煩，是檢測 ic 最常用和實用的方法。2．直流

工作電壓測量這是一種在通電情況下，用萬用表直流電壓擋對直流供電

電壓、外圍元件的工作電壓進行測量；檢測 ic 各引腳對地直流電壓值，

並與正常值相較，進而壓縮故障範圍，出損壞的元件。測量時要 
7.注意以下： 

(1)萬用表要有足夠大的內阻， 少要大於被測電路電阻的 10 倍以上，以免

造成較大的測量誤差。 
(2)通常把各電位器旋到中間位置，如果是電視機，信號源要採用標準彩條

信號發生器。 
(3)表筆或探頭要採取防滑措施。因任何瞬間短路都容易損壞 ic。可採取如

下方法防止表筆滑動：取一段自行車用氣門芯套在表筆尖上，並長出表

筆尖約 0.5mm 左右，這既能使表筆尖良好地與被測試點接觸，又能有效

防止打滑，即使碰上鄰近點也不會短路。 
(4)當測得某一引腳電壓與正常值不符時，應根據該引腳電壓對 ic 正常工作

有無重要影響以及其他引腳電壓的相應變化進行分析，能判斷 ic 的好

壞。 
(5)ic 引腳電壓會受外圍元器件影響。當外圍元器件發生漏電、短路、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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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值時，或外圍電路連接的是一個阻值可變的電位器，則電位器滑動

臂所處的位置不同，都會使引腳電壓發生變化。 
(6)若 ic 各引腳電壓正常，則一般認為 ic 正常；若 ic 部分引腳電壓異常，則

應從偏離正常值最大處入手，檢查外圍元件有無故障，若無故障，則 ic
很可能損壞。 

(7)對於動態接收裝置，如電視機，在有無信號時，ic 各引腳電壓是不同的。

如發現引腳電壓不該變化的反而變化大，該隨信號大小和可調元件不同

位置而變化的反而不變化，就可確定 ic 損壞。 
(8)對於多種工作方式的裝置，如錄像機，在不同工作方式下，ic 各引腳電

壓也是不同的。還要補充二的是：交流工作電壓測量法為了掌握 ic 交流

信號的變化情況，可以用帶有 db 插孔的萬用表對 ic 的交流工作電壓進

行近似測量。檢測時萬用表置於交流電壓擋，正表筆插入 db 插孔；對

於無 db 插孔的萬用表，需要在正表筆串接一隻 0.1-0.5μf 隔直電容。該

法適用於工作頻率較低的 ic，如電視機的視頻放大級、場掃描電路等。

由於這些電路的固有頻率不同，波形不同，所以所測的數據是近似值，

只能供參考。總電流測量法該法是通過檢測 ic 電源進線的總電流，來判

ic 好壞的一種方法。由於 ic 內部絕大多數為直接耦合，ic 損壞時（如某

一個 pn 結擊穿或開路）會引起後級飽和與截止，使總電流發生變化。

所以通過測量總電流的方法可以判 ic 的好壞。也可用測量電源通路中電

阻的電壓降，用歐姆定律計算出總電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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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製作 
本章分成三個階段由說明此專題所應用到的設備和器材及製作方法與步驟

專題製作等等。 

一、 設備及材料 

表 3-1-1 專題製作使用儀器（軟體）設備一覽表 
儀器  (軟體) 
設 備 名 稱 

應 用 說 明 

電源供應器 供應所需電源 
麵包版 模擬電路 
三用電錶 檢測 
PC 電腦 編譯程式 
燒錄器 程式燒錄 89C51 
Word 書面報告 

Powerpoint 上台報告之簡報 
示波器 觀察波行，找出錯誤 

程式編譯器 編好之軟體除錯即轉燒錄檔 
 

二、製作方法和製作步驟 

這次專題利用的是行動並且研究，由循環的反覆研究及製作過程所構成，

包含準備零件、實驗模擬、電路資料查詢及報告篇寫等階段。此研究之製作方

法與製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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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製作方法及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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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製作 

表 3-3-1 專題製作計畫書 

專題型別 □ 個人型專題      □ 團隊型專題 

專題性質 單晶片控制研究 

科別／年級 資訊科三年級 

專

題

名

稱 

中文名稱 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 

英文名稱 Infrared sensing intrusion switch 

專題內容簡述 

透過 89C51 單晶片學習控制硬體了解單晶片的使用、以

及 89C51 運用設計一個紅外線的專題，我們選擇了運用紅外

線作一感測的方式使無形紅外線接觸到人體感測使紅外線感

測防盜開關、應用在生活中、使生活更加便利，學到新知識。

指導老師姓名 葉忠賢       老師 

參與同學姓名 

郭思昊組長 吳志強組員 

余家維組員  

專題執行日期 101 年 9 月 1 日至 10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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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麵包板上電路模擬(一)   圖 3-3-3 麵 包 板 上 電 路 模 擬 ( 二 ) 

      
圖 3-3-4 麵包板上電路模擬 (三 )        圖 3-3-5 麵包板上電路模擬 (四 )  

      

圖 3-3-6 麵包板製作完成              圖 3-3-7 測試麵包板有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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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程式碼         圖 3-3-9 編寫程式碼 

(一)紅外線感測防盜器功能及設定 

透過這個專題製作，去了解如何運用單晶片在紅外線自動控制上，當在使

用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時，能進行遠距離感測，且經由透過程式碼，來更改紅

外線距離，使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的表示方法：剛開始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送

電時，蜂鳴器會先作用然而進而感測。 

 

本專題的內容由89C51為基礎的做電路架構，其中功能、設定： 

1.紅外線感設防盜開關設定： 

(1) 送電時，蜂鳴器會先啟動。 

(2) 當按下REST時，蜂鳴器會作用直到放開。 

(3) 程式會讀取電路當中所設定紅外線感測。 

2.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理論操作： 

(1) 透過紅外線發送接收器，了解紅外線作用距離。 

(2) 透過 89C51 之接腳該如何運作；程式如何進行更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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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硬體電路圖: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 

圖 3-3-10 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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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85C51 中撰寫程式碼使，電路中的紅外線發射器送出紅外線，經由阻

擋紅外線之物體，使紅外線接收器接收讓蜂鳴器產生作用，當阻擋物體離開

蜂鳴器立即停止功能。 

(三) 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之電路板Layout圖及材料表: 

 

圖3-3-11紅外線防盜感測開關之完整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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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紅外線感測防到開關之材料表 

材料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備注 

單晶片89C51 89C51 個 1  

IC 4011 個 1  

電阻 10k 個 2  

電阻 1k 個 4  

電阻 12k 個 1  

開關 可變開關 個 1  

電晶體 C945 個 2  

LED 紅色LED 個 2  

紅外線接收發射 IR-RX 個 1  

電阻器 20P 個 2  

電阻器 10MF 個 2  

電阻器 0.001 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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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12紅外線原理作用圖 

在高雄的各電子材料行都難以買的到這些東西，經由我們小組討論後由

思昊和家維去長民街買材料結果都要等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後買完後就開始

製做我們這組的專題製作，紅外線發射器是發出肉眼所看不到的東西、發射

出去後由紅外線接收器接收就能達成你所要的目的了。 

(一) 小組分工的配置： 

思昊負責找資料，及製作簡報內容，過程中亦有購買相關書籍當成參考

資料，選擇要如何去製作專題，讓專題，讓家維和志強知道要作何專題，然

後再經過小組討論、商量，有問題時，會再去徵詢老師的意見。 

志強是要上網查有關專題相關的資料，負責把相關的資料和圖片下載下

來，在去製作文書軟體得作業，如有發生困難時可以找小組討論或者找老師

諮詢，解決你的所不懂的是事情。 

思昊和家維負責去買電路中所需之零件，來製作我們這組的專題報告書家維

負責把Layout圖畫出來，在讓思昊看著Layout圖去和接我們的專題製作的成

品，志強負責製作簡報讓思昊和家維上台發表此專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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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成果 

我們小組決定題目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開始製作並且模擬麵包板、設

計Layout圖，進而去完成焊接且製作整個完整電路；這整個流程中，我們小

組都用相機及相關電腦設備將之拍照下來，經將這些資料完整處理過後，我

們呈現在這個專題報告之中，如下所示： 

 

  
圖4-1-1紅外線感測開關製作過程(一)   圖4-1-2紅外線感測開關製作過程(二) 

  

圖4-1-3紅外線感測開關成品圖       圖4-1-4紅外線感測開關測試功能 

  
圖4-1-5製作成品過程               圖4-1-6完成紅外線防盜感測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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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我們所製作的電路實作部分，面對我們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問

題，都已克服了，緊接著，我們的下一步驟即是將我們開始製作外面包裝的

成品製作，將之接到我們的，由於有牽涉到木工配置的問題，所以待我們將

之完成後，會再以照片及實體的方式慢慢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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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次的單元使我們將對整體我們小組來說是一個完整專題製作的學習過程，

做一整個過程到最後完整的記錄以及書面告報，以期待作為我們未來學弟學妹們

日後學習以及參考。 

 

一、結論 
1.學校裡所學的皆以理論為主，將理論結合電路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將有效提

昇學習興趣。 

2.自己動手做專題，親手製作所得到的東西最多，印象也最深刻。 

3.專題製作可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因彼此都會有自己的意見 

4.專題的製作可以帶來很大的成就感，當完成專題時的那份喜悅只有認真負

責的人能感受的到。 

5.專業知識的不足是一般專題製作過程中常遇到的事，此時老師所扮演的角

色就相對重要。 

6.資料收集不易，因往往不知從何著手，面對的是一個大電路，電路元件皆

複雜，往往會因此而失去方向。 

 

二、建議 
1.紅外線發射與接收有角度的限制，需注意角度。 

2.控制電路的電池如果低於3.3 伏特，會造成動作不正常。 

3.控制電路的電池如果高於8伏特，恐造成ic燒毀。 

4.盡量改善紅外線距離問題讓他更遠更有感應力。 

5.使偵測到蜂鳴器可以更加有效的發出巨響使人提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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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紅外線感測防盜開關程式碼 

;-------------------------------------- 

; Program: IRA.ASM 

; FN: NEAR DETECT ALARM 

; 8051 ASM USE: 2500 A.D. 

;-------------------------------------- 

; I/O DEFINE  8051 

;--------------------- 

; I/O DEFINE 

AL REG P3.7 

 

OUT REG P1.5 

IN REG P1.6 

WLED REG P1.7 

;----------------------------- 

 ORG 0H 

 JMP START 

;----------------------------- 

START: 

 CLR  OUT 

 SETB IN 

 

 SETB AL 

 CALL LED_BL 

 CLR AL 

 

 CALL NIR 

 JM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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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B "IRA IR NEAR DETECT ALARM..." 

;----------------------------------------------- 

; DELAY R5*10 ms 

DELAY: 

 MOV R6,#50 

$1: MOV R7,#100 

$2: DJNZ R7,$2 

 DJNZ R6,$1 

 DJNZ R5,DELAY 

 RET 

;-------------------------------- 

LED_BL: 

 MOV R4,#6 

$0: CPL WLED 

 MOV R5,#3 

 CALL DELAY 

 DJNZ R4, $0 

 RET 

;-------------------------------------- 

; DELAY R5*0.1 ms 

DEL1: 

 MOV R5,#10  ;10     10X0.1=1mS --> 1K HZ 

$0: 

 MOV R6,#2 

$1: MOV R7,#17 

$2: DJNZ R7,$2 

 DJNZ R6,$1 

 DJNZ R5,$0 

 R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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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 

; LOW PULSE..... 

 SETB OUT 

 CALL DEL1    ; 1 mS 

 JB IN, $1 

 

 CALL DEL1    ; 1 mS 

 CLR OUT 

 JB IN, $1  ; STILL LOW TRUE IR 

 

; FIND OBSTACLE NEAR !!!  

 CLR OUT 

 CALL ALARM 

 

$1: CLR OUT 

 MOV R5,#20 

 CALL DELAY 

 JMP NIR 

;---------------------------- 

ALARM: 

 SETB AL 

 CALL LED_BL 

 CALL LED_BL 

 CALL LED_BL 

 CLR AL 

 R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