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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信息介绍

1.1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1.2 红米Note5A标配&红米Note5A高配 专用焊接治具



红米Note 5A 标配&红米Note 5A 高配的焊接治具。 
物料编码：SCNC030029000 

1.3 红米Note 5A 标配&红米Note 5A 高配供电转接线

红米Note 5A 标配&红米Note 5A 高配 供电线和小米5X的相同。 
物料编码： SCNC030025900 

1.4维修标签粘贴位置及规范

红米Note 5A 标配 & 红米Note 5A 高配维修标签： 
粘贴位置如图： 



1.5 主板维修注意事项

1.红米Note5A标配和红米Note5A高配的工厂包、用户包、校准软件不同，在维修时注意区分，校准完后，写标志位的工具相同。 
2.在进行对主板焊接之前需要将 CPU 屏蔽壳摘掉，防止 CPU 的散热硅胶垫受热后造成 CPU 故障。 
3.在焊接时对耳机接口，按键接口等塑料元件进行防护，避免焊化。

1.6 刷机方式

刷机平台：MiFlash 

刷机方式： 
关机状态下（不用加电池）短接TP1514、TP1509这两个点，是手机进入深刷模式（9008端口）后即可刷机。 
红米Note 5A 标配 清NV工厂包：D6_EDL_eraseNV_0908 
红米Note 5A 标配 保留NV工厂包：HM Note5A D6_EDL_keepNV_0908 
红米Note 5A 高配 清NV工厂包：D6S_EDL_eraseNV_0908 
红米Note 5A 高配 保留NV工厂包：D6S_EDL_keepNV_0908

1.7 射频校准测试相关



1.深刷清NV工厂软件后，打开校准软件， 手机开机状态下， 连接好主接收天线和辅助接收两条射频线。连接 USB 线， 手机射频校准开
始。 
2.校准成功之后，要用红米Note5A 的写标志位工具进行写标志位。打开 Modify NVD ata工具，将Com Port 端口改成电脑管理器中识
别的端口，勾选SN、BT、FT、WIFI、IMEI、CIT、WCTT选项，点击 “Start”，成功后写标志位工具会显示“PASS ”。 

2. 主板模块简介

2.1 小米平板 3 框图/主板元件分布图

框图

 
逻辑框图.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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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米平板 3 开机时序简介和关键信号测量表



开机时序图： 

 
开机时序表： 

 
CPU（U800）供电信号及测量点(标黄色的信号是开机时序中也有的信号)： 

 



电源 U600 芯片点位图： 

3. Troubleshooting

3.1 开关机故障

在维修不开机过程中要遵循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注意观察主板元器件是否有损坏、击穿、进液等，在具体测量时，按开机时序进行测
量。

3.1.1 不开机 恒流

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2.若刷机后依旧恒流，测量开机时序和 CPU 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3.若刷机报错，测量 U800 、U801与 U802 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不开机，100mA 恒流 
故障原因：软件故障 
维修分析：不开机，100mA 恒流，软件升级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不开机，270-40mA,最后 90mA 恒流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不开机，270-40mA,最后 90mA 恒流，观察主板 U800 有维修的痕迹，加焊 U800 后能够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不开机， 90mA 恒流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不开机，90mA恒流，主板U800有维修的痕迹，加焊U800后能够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3.1.2 不开机 电流不维持

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2.测量开机时序信号是否正常。 
3.测量 U800 供电是否正常。 
4.测量 USB 信号线路是否正常（USB_HS_ID； USB_DM_P0； USB_DP_P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2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600（加焊） 
维修分析：不开机，20mA 不维持，摘除U600屏蔽壳后加电测试发现主板能够开机。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24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不开机，240mA 不维持，测量 VSRAMCA15_PMU 短路，摘除CPU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17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600 
维修分析：不开机，170mA 不维持，未测量到短路线路，更换 U6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30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U600 
维修分析：不开机，300mA 不维持，测量 VSRAMCA15_PM0 短路，摘除U600后不再短路，更换后，白米定屏，花屏，更换 U800 后
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5 
故障现象：15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不开机，150mA不维持，测量 VSRAMCA7_PMU 短路，摘除 U800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6 
故障现象：65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不开机，电流 650mA 不维持，测量 VDVFS2_GND_FB 短路，摘除 U80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7 
故障现象：19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C631 
维修分析：不开机，190mA不维持，测量 VIO28_PMU 短路，摘除 C631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8 
故障现象：2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不开机，20mA不维持，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9 
故障现象：380mA 不维持 
故障元件：U800、U600 
维修分析：不开机，380mA不维持，更换 U800 后，开机 Android 定屏，更换U6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10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电流到 1A 
故障元件：C906 
维修分析：不开机，按开机键大电流1A，测量 VEMC_3V3_PMU短路，摘除 C906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11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电流到 1A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不开机，按开机键电流瞬间到1A，测量 VGPU_PMU 短路，摘除U80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3.1.3 不开机 无电流

分析思路： 
1.检查 J1200、 J1301 外观是否损坏， 若接口正常， 测量 J1200 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CELL_ID、 CELL_THERMISTOR、
VBAT_SUPPLY） 。 
2.加电测量 VBAT_SUPPLY 输出是否正常， PWRKEY_R（TP3181） 4V 电压是否正常。 若无输出更换 U600 。 
3.测量开机时序信号是否正常。 
4.小米平板 3 VBAT 短路会造成无电流，遇到无电流的主板可以测量一下 VBAT 是否短路。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开机电流 
故障元件：C650 



维修分析：不开机，按开机键无电流，测量发现 VBAT 短路，单独对 VBAT 加电发现 U604 处发热，摘除 U604 后依旧短路，摘除 C65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开机电流 
故障元件：C615 
维修分析：无开机电流，测量 VBAT 短路，摘除 C615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开机电流 
故障元件：U602 
维修分析：无开机电流，测量 VBAT 短路，摘除 U602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开机电流 
故障元件：C612 
维修分析：无开机电流 ，测量 VBAT 短路，单独给 VBAT 加电摸着 C612 处发热，在显微镜下观察此元件有烧毁的现象，摘除此件后不
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3.1.4 不开机 漏电

维修分析思路： 
1.首先目检主板外观是否有元器件破裂， 击穿， 进液腐蚀， 变色。 
2.测量 VBATT 是否短路，测量其它供电线路是否有短路，根据短路信号找出故障元件。 
3.对短路线路单独加电，查找发热元件。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漏电 2A 
故障元件：U602 
分析思路：不开机，漏电 2A，测量 VBAT 短路，加电 U602 处有明显发热，摘除 U602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漏电 3A 
故障元件：C1214 
分析思路：不开机，漏电 3A，测量 VBAT_SUPPLY 短路，单独给此路加电发现 C1214 处发热，摘除此件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
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漏电 260mA 
故障元件：U1400 
分析思路：不开机 ，漏电 260mA，测量 VBAT 短路，加电发现 U1400 处发热明显，摘除 U140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漏电 300mA 
故障元件：C622 
分析思路：不开机，漏电 300mA，测量 VBAT 短路，观察主板 C622 有烧毁痕迹，摘除后不再漏电，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5 
故障现象：漏电 10mA 
故障元件：C609、U802 
分析思路：不开机，漏电10mA，测量 VBAT 对地值异常，摘除 C609 后不再漏电对地值正常，刷机报错，更换 U802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6 
故障现象：漏电 2.5A 
故障元件：U800、U600、U602、U603 
分析思路：不开机，漏电 2.5A，测量 VBAT 短路，更换 U602 后不再短路，按开机键无开机电流，测量开机时序 VRTC 无电压，更换
U600 后开机白米黑屏，更换 U800 后能够开机，电池电量检测异常，更换 U603 后故障修复。

3.1.5 自动开机

分析思路： 
1.测量 PWRKEY_R 电压是否被拉低，查找开机键触发开机线路是否有故障元件。 
2.测量 VBUS 是否有电压，如果 VBUS 有电压证明是 USB 线路异常造成自动开机。 
3.更换 U600。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自动开机 
故障元件：U600 
分析思路：自动开机，更换 U6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关机状态下充电自动开机 
故障元件：U800 
分析思路：关机状态下充电自动开机，更换 U800 后故障修复。

3.2 重启故障

分析思路： 
1.检查 PWRKEY_R（TP3181） 4V 电压是否被拉低。 
2.软件升级 ， 排除软件故障。 
3.测量 I2C 对地值和电压是否正常。 
4.测量 U800 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5.测量主板是否有短路线路造成的供电异常。 
6.更换 U8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加焊 CPU 后 190mA 不维持，测量 VSRAMCA7_PMU 短路，摘除 CPU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
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更换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刷机无效，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 
故障原因：软件升级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过程中白米重启，软件升级故障修复。

3.3 死机故障

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2.测量 CELL_ID 和 CELL_THERMISTOR 是否正常。 
3.测量开机时序是否正常。 
4.测量 U800 供电是否正常。 
5.测量主板上是否有线路短路造成的供电异常。 
6.更换 U8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开机到桌面后花屏死机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到桌面后花屏死机，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应用死机 
故障原因：软件升级 
维修分析思路：应用死机，刷工厂包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应用死机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应用死机，刷机无效，更换 U800 后故障修复 。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开机死机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定 Android，更换 U800 后故障修复。

3.4 充电故障



充电原理框图： 

分析思路： 
1..检测 J1300 外观是否正常，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VDD_VBUS 、 USB_DM_P0 、 USB_DP_P0 、VDD_VBUS_OVP 这几组信号对地
值是否正常。 
2.测量 J1200 的 VBAT_SUPPLY 、 CELL_ID 、CELL_THERMISTOR 对地值是否正常。 
3.确保以上信号正常， 考虑更换 U6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充电电流小 
故障元件：U602 
维修分析思路：充电电流小，主板漏电 60mA，测量 VBAT 对地值偏小，摘除U602 后不再漏电，更换后故障修复。

3.5 显示故障

显示电路原理框图： 

 
显示部分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目检 J1101 及周边元件是否损坏或虚焊。 
2.刷机排除软件故障。 
3.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J1101 各脚的对地值是否正常。 
4.若对地值正常，测量“显示测量表”中的供电和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5.更换 U8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开机白米后黑屏，有背光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开到白米后黑屏有背光，更换U800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有背光无显示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黑屏有背光无显示，刷机后花屏，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黑屏 
故障元件：J1101 
维修分析思路：黑屏无显示，测量显示接口对地值均正常，刷机无效，观察主板 J1101 显示接口异常，更换 J1101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黑屏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黑屏，加焊 U800 后花屏，测量 FL1101 有 2 个管脚对地值无穷大，更换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5 
故障现象：显示不全 
故障元件：U800 
维修分析思路：开机白米图片显示不全，加焊 U800 后能够显示白米，但是一会就黑屏有背光，测量 VGPU_PMU 对地短路，摘除 U80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3.6 音频故障

小米平板 3 音频电路包含：扬声器、麦克、耳机，音频信号从 U1400 出来后，分别去向不同的通路。首先根据故障现象区分出是哪个部
分出现了问题，然后根据下面各自模块进行分析维修。 
音频信号原理框图： 



 
U1400测量表： 

3.6.1 扬声器故障

小米平板 3 配备了双音频 PA（U701、U702 TFA9891UK）和扬声器，在维修时可以区分下是哪个扬声器故障。 
SPK 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目检 J1300 外观是否良好。 
2.软件升级排除软件故障。 
3.排除是耳机模式造成的扬声器无声，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 SPKR_RP 、SPKR_RN、SPKR_LP、SPKR_LN 对地值是否正常。 
4.测量 上表中的电压是否正常。 
5.若以上信号均正常，考虑 CODEC 到 CPU 的总线是否正常。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左扬声器杂音 
故障元件：U702 
维修分析思路：左扬声器杂音，更换U702后故障修复。

3.6.2 MIC 故障

小米平板 3 包含一个主 MIC 回路，焊接在主板上。 
MIC 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测量上表中的信号是否正常。 
2.若正常更换 U709 。 
3.若故障依旧考虑 CODEC 到 CPU 之间的总线是否正常。

3.6.3 耳机故障

维修分析思路： 
1.检查耳机接口触点是否变形， 耳机接口内是否有异物。 
2.软件升级，排除软件故障。 
3.测量耳机接口对地值是否正常， 开机不插入耳机， 测量 DET 检测信号是否有 1.8V 电压。 
4.根据原理框图检修耳机通路， 若正常更换 U1400 。 
5.更换 U800 。 
耳机接口示意图：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耳机模式 
故障元件：J700 
维修分析思路：耳机模式，测量 LINE_IN_DET_N 短路，摘除 J700 后不再短路，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耳机听筒无声 
故障元件：U1400 
维修分析思路：耳机听筒无声，扬声器杂音，拆开音频屏蔽壳发现有维修的痕迹，更换 U1400 后故障修复。

3.7 WIFI/BT/FM/ 故障



原理框图： 

 
蓝牙、WIFI 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2.测量 Y100 是否正常（ 37.4MHz） 。 
3.测量 U100 的供电、时钟、使能信号是否正常。 
4.摘下 U100 测量与 U800 之间的总线是否正常， 若正常更换 U8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WIFI 搜不着 
故障元件：U100 
维修分析思路：WIFI 搜不着，刷机报错，测量发现 RF_SW_CTRL12、VDD_CLDO_1P2_4356 短路，摘除 U100 后不再短路，能够刷
机，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WIFI 打不开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WIFI 打不开，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蓝牙、WIFI 打不开 
故障元件：U100 
维修分析思路：蓝牙、WIFI 打不开，刷机报错，摘除 U100 后能够刷机，更换后故障修复。

3.8 摄像故障

原理介绍：前置 Camera 和后置 Camera 有 3 个共同的供电信号2个共同的控制信号，VGP1_PMU 、VGP2_PMU、VCAMA_PMU，
SCL3、SDA3 ，如果遇到前后相机都打不开，优先考虑这几路信号。 
相机电路原理框图： 



 
前置相机信号测量表： 

 
后置相机信号测量： 

 
维修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2.检测 J1501、 J1502 及周围元件是否丢失与损坏。 
3.进入 CIT 测试前置相机和后置相机， 区分故障。 
4.测量 J1501 、 J1502 对地值是否正常。 
5.测量相机供电、 时钟、 复位信号输出是否正常。 
6.测量 U800 输出的 I2C 、MIPI 总线是否正常。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后摄不照相 
故障元件：J1501 



维修分析思路：后摄不照相，测量相机供电和接口对地值均正常，观察后置相机接口无损坏，软件升级后故障依旧，更换 J1501 后故障修
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前后相机打不开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相机打不开，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3.9 感应器故障

小米平板 3 中有 U1304（ H-SENSOR 霍尔传感器 ）、 J702（L-SENSOR 光线感应器） 、 U1300（ A+G 陀螺仪、重力感应器）
U1310（COMPASS 指南针） 。 
传感器逻辑框图： 

 
传感器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 
2.测量相应传感器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3.更换相应传感器。 
4.更换 U800 。

3.10 触摸屏故障

触屏原理框图： 

 
触屏电压测量表： 



 
维修分析思路： 
1.检查 J1102 及周围元件是否有损坏。 
2.软件升级， 排除软件故障。 
3.检测触屏测量表信号是否正常（测量VGP6_PMU信号异常，优先考虑 C648元件）。 
4.更换 U800 。

维修案例 1 
故障现象：触摸屏失效 
故障元件：C648 
维修分析思路：触屏失效，测量 VGP6_PMU 对地值偏小，摘除 C648 后对地值正常，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2 
故障现象：触摸屏失效 
故障原因：软件升级 
维修分析思路：触屏失效，软件升级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3 
故障现象：触摸屏失效 
故障元件：C1109 
维修分析思路：触屏失效，测量 TOUCH_RESET_N 对地值偏小，摘除 C1109后对地值正常，更换后故障修复。

维修案例 4 
故障现象：触摸屏失效 
故障元件：U800（加焊） 
维修分析思路：触屏失效，加焊 U800 后故障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