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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機會中，我們會遇到電晶體編號不明、磨損等狀況，因而看不清它的編號，所

以也就不能利用 DATA SHEET 查出其 NPN、PNP 的種類及它的 B、E、C 腳位!!!  
我要介紹的是利用一般日系指針電表(類比)三用表來快速查出它是 NPN 還是 PNP，並

測量出它的腳位。 
我的方法很簡單，熟練的話不到幾秒鐘就有答案，但是說起來還真有點不容易，在我

的網站上(治查爾斯電子電路網)討論區有人問了這個題，想說到 GOOGLE 上看能不能找

到現成的答案，但要找到跟我一樣的方法好像找不到完整的說明，也忘了是誰教我的？什

麼時候學會的？好像是高工時吧，用到現在從來也沒錯過! 
 
方法如下: 
 
1. 首先要辨認出是 B 腳的位置? 方法容易，把指針式電表轉到 1K(或 10K)檔位，先量出

雙向都不導通的兩支腳，這兩支腳就是 E 跟 C 腳，所以另一支腳就是 B 腳。 

 
比如上圖你可能在測量時.1,2 或是 2,3，紅、黑測棒在交替測量時，會有一向導通，一

向不導通，那就不是我們現在要找的，你就是交替著紅、黑測棒，當交替測量的 2 支腳

都不導通時，這 2 支腳就是 C 跟 E，雖然目前還不能分辨那支是 E？那支是 C？ 但另

一支就是 B 腳，如上圖我們量到的 1 跟 3 是雙向不導通的，那我們確定 2 是 B 腳。 
 
2. 再來是要辨別 NPN 或是 PNP：先用黑測棒接 B 腳[2]，紅棒接 E 或 C ([1],[3])，如果導

通，那這個電晶體就是 NPN，你可把紅、黑測棒調換測一下，應是不導通的，如果會

導通，那這個電晶體便是壞的，(你看這樣的方法還可測出電晶體好壞!) 
如果反過來先把紅測棒接 B[2]，黑棒接 E 或 C ([1],[3])，如果導通，那這個電晶體就是

PNP，一樣可以如上述方法把黑、紅測棒調換測一下，應是不導通的，如果導通，這個

電晶體也是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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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導通時表示為電晶體為 NPN 電晶體。如果紅、黑測棒反過來才會通，那這個

電晶體就是 PNP 型的。 
 

3. 最後就是要確定那支是 C 腳，找出 C 腳後當然 E 腳也就知道了! 要找出 C 腳，NPN 跟

PNP 的方法剛好相反，大家先要有一個認知，大部份的日系指針電表的黑棒雖是負端，

但是卻帶正電，反之電表的紅棒雖是正端，但是卻帶負電。 
A. 如果上一步驟已先確定電晶體為 NPN，那我們先和第一步驟一樣把紅、黑測棒

接到 C 跟 E 腳，所以現在 B 腳是空接的，再來用我們的手指來當導體(如果手指有

點濕度更好，等一下測量時指針動作會較明顯，如果很乾可以沾點水再擦乾，或是有時我用口

水(有點不衛生))，同時用手指碰觸黑棒接到的腳位及 B 腳，如果這時電表有動作，

那這支接到黑棒的腳就是 C 腳；如果沒動作，把紅、黑測棒交換位置，同樣用

手指來當導體碰觸黑棒接到的腳位及 B 腳，應會有動作，那這支接到黑棒的腳

就是 C 腳。 
B. 如果上一步驟已先確定電晶體為 PNP，那我們先和第一步驟一樣把紅、黑測棒

接到 C 跟 E 腳，所以現在 B 腳是空接的，再來用我們的手指來當導體，同時碰

觸紅棒接到的腳位及 B 腳，如果這時電表有動作，那這支接到紅棒的腳就是 C
腳；如果沒動作，把紅、黑測棒交換位置，同樣用手指來當導體碰觸紅棒接到的

腳位及 B 腳，應會有動作，那這支接到紅棒的腳就是 C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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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腳找出來另一支腳就是 E 腳了，其實這樣的方法很方便，多試幾次就可以很順手，

他的原理其實就是利用電晶體的極性，及電流放大的原理。有些高功率電晶體的 hfe 較

小，量測時指針的動作可能會較不明顯，也可試著把三用表的檔位轉到較高的電阻檔位

比如 10K。 
會不會在測量 C 腳這個程序中，用手要去碰觸 C 及 B 腳時發生兩腳不相隣(比如在最外

側)，不方便碰觸的情形？不敢說一定不會，但機會很少。由於常用的小型電晶體腳位

大部分兩種規格，歐美規格的(EBC)，及日規的(ECB)，所以在中間的腳可能是 B 腳不

然就是 C 腳，C 跟 B 腳都是相隣的，如果擔心這樣的情形發生，可把腳位扳成正三角

形，就不會發生這樣的情形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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