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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科技越來越進步，紅外線的控制已被普遍運用在許多居家設備，每個人家中

都必須使用許多遙控器來控制家電，這樣不僅容易造成混淆，也造成了更多資源

的浪費，如果可以統整家中所有遙控器，只需透過手機 APP 就可以對所有設備

進行控制，這樣不僅可以節省資源的浪費，還能透過 WiFi 隨時隨地進行控制，

就能讓生活更加便利。 

 

二、研究目的 

 

紅外線控制技術不需要實體連線，使用上容易且成本低、耗電少，因而被廣

泛運用在電器設備的控制當中，像是電視、風扇、冷氣、機上盒等等，但是受限

於紅外線發射訊號的種類不同，每項電器控制都需要一台遙控器，容易造成混淆

或是收納上比較麻煩，如果可以將所有遙控器整合在一起，只需透過手機 APP 就

能達到所有控制功能，就能在居家生活上有非常大的幫助。 

 

貳●正文 

 

一、系統架構 

 

本研究是以手機 APP 作為萬能遙控器，將訊息發送到網路 Server 端做儲存，

再以 ESP8266 無線 WiFi 模組連接到 Server 端讀取訊息，當讀取到控制訊號時，

就把訊號傳輸給微控制器，讓微控制器指示紅外線發射以控制家中設備。 

 

 
【圖一】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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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體介紹 

 

我們以 Arduino 開發版作微控制核心，結合紅外線收發功能，再以 ESP8266

作為連網的橋樑，希望能夠達到無遠弗屆的控制。本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如【表

一】所示。 

【表一】材料表 

項目 數量 

Arduino Uno 板 1 

紅外線發射 LED 1 

紅外線接收模組 1 

ESP8266 WiFi 模組 1 

LM2596 穩壓模組 1 

 

（一）Arduino 單晶片 

 

Arduino 是一個軟、硬體開放原始碼的單晶片微電腦，如【圖二】所示，

為 Arduino 中的一個版本，使用了 Atmel AVR 單晶片，程式撰寫的語法類似

C 語言。 

 

【圖二】Arduino UNO  

 

（二）紅外線發射 LED 

 

紅外線（Infrared，簡稱 IR）又俗稱紅色光芒，是波長介乎微波與可見光

之間的電磁波，其波長在 760 奈米（nm）至 1 毫米（mm）之間，是波長比紅

光長的非可見光，對應頻率約是在 430 THz 到 300 GHz 的範圍內，室溫下物體

所發出的熱輻射多都在此波段。 

 

紅外線發光二極體，如【圖三】所示，由紅外輻射效率高的材料（常用

砷化鎵 GaAs）製成 PN 結，外加正向偏壓向 PN 結注入電流激發紅外光。光

譜功率分佈為中心波長 830～950nm，半峰帶寬約 40nm 左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5%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6%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7%81%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7%81%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7%A3%81%E6%B3%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Hz
https://zh.wikipedia.org/wiki/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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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紅外線發射 LED 

 

（三）紅外線接收模組 

 

紅外線接收頭(又稱紅外線接收模組，IRM)是集成紅外線接收 PD 二極管、

放大、濾波和比較器輸出等的 IC 模塊。我們不再製作接收放大電路，而是利

用這模組簡化了電路，如【圖四】所示。 

 

 

【圖四】紅外線接收模組 

 

（四）ESP8266 WiFi 模組 

 

ESP8266 是一款超低功耗的 UART-WiFi 透傳模組，擁有業內極富競爭

力的封裝大小和超低能耗技術，專為移動裝置和物聯網應用設計，可將用戶

的物理裝置連線到 WiFi 無線網路上，進行互聯網或區域網路通訊，如【圖

五】所示。 

 

【圖五】ESP8266 ESP-01 

 

（五）LM2596 穩壓模組 

 

LM2596 穩壓模組是可調的降壓模組，藉由改變模組上面的可調電阻來

改變輸出電壓。輸入輸出壓差為 2V，最小可以輸出 1.25V 電壓。我們以這模

組將總輸入的 5V 轉為 3V 供 ESP8266 使用，如【圖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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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LM2596 穩壓模組 

 

三、軟體核心 

 

透過手機發送控制指令到線上雲端平台，再讓Arduino微控制器透過ESP8266

這顆 WiFi 模組連網，取得線上雲端平台的控制指令，再依照指令對家電發射紅

外線控制，架構圖如【圖七】所示。 

 

 
【圖七】 韌體架構圖 

 

（一）開發介面 

 

本研究所使用的開發軟體如【表二】所示。 

 

【表二】開發軟體 

軟體名稱 版本 

Arduino IDE 1.6.5 

Eclipse Neon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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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rduino Software IDE 

 

Arduino Software IDE 是由 arduino.cc 所提供的一套以 Java 編寫的跨

平台開發軟體，使用與 C 語言相似的程式語法，並且提供了包含常見的

輸入/輸出函式的 Wiring 軟體函式庫。它常被用來介紹程式編寫給藝術

家和不熟悉程式設計的人們，且包含了一個擁有語法突顯、括號匹配、

自動縮排和一鍵編譯，並將執行檔燒寫入 Arduino 硬體中的編輯器。 

 

 
【圖八】 Arduino 軟體開發環境 

 

2、Eclipse 

 

Eclipse 是由 Open Source Community 所創建的開發軟體，並被廣泛

地使用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例如：可作為 Java 應用程式與 Android App

的 開 發 環 境 。 大 多 數 人 都 知 道 Eclipse 是 Java 的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IDE）。至今，它已佔據超過全世界 Java 開發環

境市場的 50％。Eclipse 計畫是由 Eclipse 基金會所管理，Eclipse 基金會

是一個非營利性的組織，大多由以科技公司為背景的成員所組成。 

 

 
【圖九】 Eclipse 開發環境 

 

（二）程式碼 

 

1、紅外線收發程式碼： 

 

我們先由紅外線接收器來解碼原本遙控器的紅外線，之後再藉由紅

外線 LED 來發射所解碼出的編碼，藉這實驗可以看出只要解碼出原本

遙控器的紅外線，再用程式的方式作儲存，之後整合成一個遙控器發射

裝置，就能取代現有的所有遙控器。以下是接收紅外線解碼的程式，如

【圖十】所示，以及紅外線發射程式，如【圖十一】所示。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ri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Wiring&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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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紅外線接收解碼程式片段 【圖十一】 紅外線發射程式片段 

   

  2、WiFi 程式碼： 

    

手機 APP 將控制訊號上傳到線上雲端平台後，我們讓 Arduino 利

用 ESP8266 接收雲端平台上的控制訊號，這樣就能不受距離限制的控

制設備。程式碼，如【圖十二】所示，透過 Arduimo 序列觀看讀取下

來的資料，如【圖十三】所示。 

 

           
       【圖十二】讀取數值的程式碼  【圖十三】Arduino 序列讀取到的數值 

 

（三）手機 APP 

 

以下是我們的 APP 控制介面，透過手機作為控制端，能夠將紅外線解

碼的結果儲存之後自由的定義按鍵說明，如【圖十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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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APP 人機介面 

 

四、研究成果 

 

（一）模擬電路 

 

本作品的模擬版電路如【圖十五】所示，由左至右分別為 ESP8266、紅

外線接收模組、藍色紅外線發射 LED 及 Arduino 微控制器。 

 

 

【圖十五】 模擬電路 

 

 

（二）學習遙控器的紅外線控制訊號 

 

首先我們要透過紅外線接收模組來解析遙控器控制訊號如【圖十六】所

示，等解析完遙控器的訊號後，就能透過 ESP8266 來傳送解碼的訊號到我們

的手機，並將接收到的訊號顯示在 APP 上方，如【圖十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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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六】進行紅外線訊號解析  【圖十七】顯示接收到的訊號 

 

（三）朝向設備進行控制 

 

將我們的模擬版電路朝向家中的風扇，並透過手機將控制訊號傳至雲端，

再用 Arduino 讀取雲端上的訊號以做控制。風扇開啟與關閉功能，如【圖十

八】、【圖十九】所示。 

 

                 
     【圖十八】 紅外線控制設備(開啟)  【圖十九】 紅外線控制設備(關閉) 

 

 

（四）雲端監控使用狀況 

 

藉由 APP 連線至雲端平台可以看到風扇控制的狀態，以及監控開關的運

作時間，並且將家中設備的使用狀況上傳到線上雲端平台，方便使用者隨時

隨地監控設備，如【圖二十】所示。 

 



紅外線萬能遙控器 

 9 

   

 【圖二十】 控制訊號雲端紀錄(1=開啟，0=關閉) 

 

參●結論 

 

一、研究發現及心得 

 

由於日常生活中常使用到遙控器，原以為不會太過困難，經過這次研究發現

原來紅外線也有分許多協定，像是 NEC、RC5、RC6 等協定，所以造成在解析紅

外線訊號時，程式的撰寫有許多的不便，之後我們發現有辦法以數值的方式呈現

紅外線完整的載波，使我們在研究進度上有了大幅的成長。 

 

在製作這項研究的過程中，雖然不斷的碰到問題，但是經過反覆的查詢資料、

翻閱書籍、參考別人的論文，重複的進行嘗試，並試著解決所碰到的困難，最終

才能有如此的成果，也讓我們更加瞭解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到的紅外線相關原理。 

 

二、未來展望 

 

目前我們的作品受限於紅外線發射角度的問題，造成控制時十分的不穩定，

未來我們希望將紅外線變成朝向四周發射，讓這作品不再只是遙控器，而搖身變

為一座基地台，只要放在家中便能對所有紅外線設備進行控制，同時還能學習各

種不同的遙控器控制訊號，以達到更加完善的控制，讓居家生活更加便利。 

 

由於資料庫的撰寫比較複雜，目前我們在接收完紅外線訊號後，必須透過網

路上的雲端網站，才能將訊號傳輸至 APP 端儲存，造成額外的記憶體占用，將來

希望可以克服這項困難，透過架設資料庫網站的方式儲存數據，變成能夠自行新

增及刪減紅外線的控制訊號，並統計長時間的使用數據，讓使用者更加明白家中

電器的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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