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信息：

1、本说明书适用于 RT809F 编程器。

2、为了能方便快速的连接编程器，请在安装软件后连接硬件。

3、使用编程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4、请使用原装 USB 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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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述

1.1 简介

1.1.1 什么是 RT809F

RT809F 是一种性价比高、可靠、快速的通用编程器。适用于基于奔腾 IV 处理器以上的所有台式机或笔记本

电脑。工作时直接与电脑 USB2.0 高速接口通讯，软件内置驱动程序，安装操作十分方便。

1.1.2 编程器特点

 支持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10；

 低功耗，可作为 VGA 信号发生器使用，方便维修；

 支持 24/25/93/95 系列串行 SPI Flash,EEPROM 离线读写；

 支持 26/27/28/29/30/39/49/50 系列 NOR Flash/PROM 读写；

 支持 TSOP48 和 BGA 封装 NAND Flash 参数自动识别和离线读写；

 支持主流器件，类型包括 E/EPROM、MCU、EC、SPI NOR 闪存、并行 NOR 闪存、SPI NAND 等；

NAND_AUTO 能识别大多数的 NAND，再进行读写操作；

 I2C/串口 ISP 功能强大，兼容大多数液晶芯片方案，可在线查看打印信息，在线读写；

 NOR/NAND 芯片，可在线或离线读写笔记本的 EC 芯片；

 支持笔记本电脑主板 IT8/KB90/NEC16 系列 EC 芯片读写；

 高速 USB 接口，WHQL 认证的 USB 驱动，读写速度最高可高达 25MB/S；

 全驱结构，软件免费升级，转接座尽量通用，为客户降低使用成本。

注意:32 脚及以上的芯片需要 PEB-1 拓展板配合才能完成刷写。

1.1.3 手册组织

本手册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 RT809F，包括系统要求、软硬件安装等。

第二部分是对软件命令和各功能项的详细说明。

第三部分是附录，包括客户支持和错误信息。

1.1.4 系统要求



系统最小配置如下：

 奔腾 IV 及以上兼容机，台式或手提电脑，至少有一个符合 USB2.0 高速标准的通用串行总线接口。

 Windows XP/Vista 操作系统。

 硬盘至少 1G 剩余空间。

1.1.5 编程器外接端口介绍

 正面

 左侧面



 右侧面

 接口介绍

VGA ISP 可作为 VGA 信号输出使用，刷机时可和待刷机主板的 VGA 口 连接；

VGA IN VGA 信号输入，可连接电脑的显卡。没有连接时， VGA ISP 输出编程器自己产生的 VGA 信

号；VGA IN 连接显卡时，VGA ISP 输出电脑显卡信号；

HDMI 数字高清接口，可连接刷机主板的 HDMI 接口。



1.1.6 编程器包装

标准包装如下：

编程器主机 1 台

SOP 简易座 1 个

USB2.0 高速电缆 1 根

VGA 连接线 1 条



第二章 软件安装

1.1 下载软件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RT809F- USB 通用编程器。请上编程器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使用软件

http://www.ifix.net.cn/thread-325-1-1.html

截图如下：

 下载来的文件：

需要解压后使用：

 打开文件夹

 先打开安装须知



 注意:安装前一定不能连接编程器

1.2 安装软件

 开始安装，双击此图标；

 点击 OK；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

 软件安装完毕。



1.3 安装第三方工具包

 双击此图标；

 点击解压；



 等待进度条走到最后即可。

1.4 驱动安装

 WIN7 以上的系统会自动安装驱动,稍等片刻就好了；



 如果自动安装失败,可以手动安装，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未安装驱动的硬件；

 鼠标右键,点击更新驱动程序软件(P)；

 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R)；



 点击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R)；

 选择 D:\RT809F\DRIVER；



 点击确定，下一步；

 再以相同方法安装下两个驱动；



 USB 串口驱动，编程器对应的地串口是 COM4。

 安装成功后,再打开 RT809F 的软件，会发现编程器的序列号。



 注意：序列号是保修和提供技术支持的唯一凭证，妥善保密保存，请勿外泄。



第三章 软件界面介绍

软件主界面：

第三方工具链界面：



点击此图标可以自动识别出芯片

的型号

在线刷机时,点击此图标可以识别

出主芯片的型号

点击此图标可以查看读取或者写

入数据的内容

点击进入第三方测试软件连接窗

口

操作命令



点击主界面"设置"的出现的下拉菜

单

点击这个图标,出现以下菜单

ISP 设置： 可以改变 VGA ISP 连

接时的线序

速度调节 : 可以调节写入的速度

卸载编程器的 USB 驱动

重新安装编程器的 USB 驱动

当编程器显示序列号无法使用时，

可以尝试固件修复

可快速查看设备管理器

可以自检串口工作是否正常，需要

短接 VGA 口相应的针脚



插 PEB-1 的拓展板后，点此图标可

以查看 PEB-1 的序列号

对 PEB-1 的拓展板进行固件升级

刷机时设置线序和 BIT 率，点击上

两个图标之一出现下方的图标

串口打印开关，串口关闭时，显示

串口打印，串口打开时，显示关闭

点击 Language 的下拉菜单,可选

择不同国家的语言





第四章 详细操作

4.1 93XX、24XX、25XX 芯片的读取和写入

4.1.1 不同芯片的摆放位置

 DIP 封装芯片在 RT809F 上的位置

 SOP 封装在弹跳座上面的位置



 SOP 的封装在转接板上的位置



 QSOP 16 脚封装在弹跳座上面的位置



 QSOP16 脚在转接板上面的位置



 如果芯片的供电是 1.8V,需要加装转接板

DIP 8 封装



SOP 8 封装

4.1.2 选择芯片型号

 93 系列芯片

第一步：输入芯片印字并点击旁边的"确定 OK"；

第二步：提示"OK"后方可操作。

 24XX、25XX 系列芯片

第一步：放好芯片后点击 ，可获得芯片型号 ID；



第二步：如果有两个或者多个相同的 ID，选择和待刷芯片一致的型号后点击"确认 OK"。

4.1.3 93XX、24XX、25XX 系列芯片读取

第一步：点击图标 ，读取正常；

第二步：改变名称，改变路径，好了点击“保存”即可。



4.1.4 93XX、25XX、24XX 系列芯片写入

第一步：点击 ；

第二步：选择要写入文件的名称(BIN 格式的)；

第三步：最后点击 ，显示以下图标表示写入已经完成。

4.2 笔记本 EC 芯片 KB90XX 系列的离线写入

 在软件的输入芯片印字那里输入型号，后点击 OK；



 芯片在转接板上面的位置；

 然后读取和写入，文件的保存和加载参照 93XX 的方法；

 读取正常，写入正常提示。



4.3 PLCC 32 脚芯片的读取和写入

 32 脚及以上要配合 PEB-1 拓展板使用

 输入芯片型号

 芯片在 PEB-1 上面的位置

 写入正确提示。



4.4 TSOP 48 脚芯片的读写

 输入芯片的型号；

 芯片在 PEB-1 上面的位置；



 注意：如果刷写 NAND FLASH，先输入芯片的型号，如果没有再选择“NAND AUTO”算法；

 如果用弹跳座报错，则将芯片焊在测试板上面测试。



4.5 离线刷写 85 系列的 EC 芯片

 芯片在转接板上面的位置



 芯片在卡座上面的位置

 正确提示。



注意:以上离线可以刷写 85XX 系列的 EC，不包含 8585 芯片(可选用在线刷写方式)。

4.6 在线刷写 IT85XX 系列笔记本 EC 芯片

 在软件输入芯片印字那里输入 IT8XXX_ISP_PEB-1；

 按照要求连接主板和编程器和 PEB-1；



 在设置里面查找和自己笔记本一致的机型；

 如果没有一样的机型,可根据线序自行添加。

 注意事项：



1.不要忘了接地，而且地线不能太细。

2：排线一定要按要求裁剪，接插，如果不清楚，论坛里面有高清的照片。

3：如果 8585、8586 无法读取，要将芯片的 100 脚接地。

4：选好型号，设定好线序，点读取后再给主板加电。

5：有些板子连不上，可以断电重新连接。这种芯片要在开机时捕捉 ISP ENTER 信号的。

4.6.1 读取数据

 点击读取后给主板上电；

 然后保存；



4.6.2 数据写入

 如果先前读取的主板没有断电，可直接写入，否则就要先点写入后上电；

加载写入文件，打开或直接拖入；

 然后点写入；



4.7 笔记本 EC 芯片 MEC1633 飞线读写



4.8 笔记本 EC 芯片 KB90 系列离线读写

 在软件界面输入相应的芯片型号；



 将芯片焊在转接板上面，转接板上面的元件一定要按照要求安装；



4.9 笔记本 EC 芯片 KB90XX 系列飞线读取

 飞线图

 引脚定义对应



 RT809F 锁紧座引脚识别

 注意：

一共要飞 6 跟线，地线一定要飞好。

信号线的长度不要超过 10cm.EC 供电采用原板供电或者外接 3.3V 供电。

以上 6 跟线接好后，先给主板供电，用外接适配器给主板供电或者给芯片提供 3.3V 供电。

 点击软件界面的 AUTO ISP，会识别出芯片的型号；



 点击读取；

 点击写入；



 文件的存储和文件的打开参照 93 芯片。

4.10 BUF16821 逻辑板 GAMMA 电压产生芯片在线读写



4.10.1 板号

板号 6870C-3500C，LG 32 到 55 寸高清屏常用逻辑板。

4.10.2 芯片介绍

BUF16821 内部 ROM 分两个 BANK，实际只用到其中一组，每组都有 36 个字节的配置数据，通过改变内

部 DAC 的输出电压，来控制液晶屏 2 组 VCOM、以及 16 路 GAMMA 校正电压数值，在内部程序丢失或者

芯片损坏、更换芯片以后，必须重新写入配置数据才能正常工作，程序可以从好板读取，但一定要注意看屏

型号是否一致，不同尺寸通常不能互换，同一尺寸不同型号也未必能够互换，请以实际测试效果为准。实际

读取的文件为 40 个字节，0x00 - 0x1F 为 16 组 DAC 的数值；0x24 - 0x27 为左右两路 VCOM 的数值；0x20

- 0x23 为保留字节。

4.10.3 接线方式

读写接线——51 针接口的 LG32 到 52 寸高清屏逻辑板的屏线接口，第 4 脚为 SDA，第 5 脚为 SCL，再加一

根 GND，利用屏线改造一根 ISP 升级线，接到 809F 的锁紧座上方 I2C 扩展口，即可通过屏线接口在线读写。

读写前需要加上屏供电，通常是 12V。

4.10.4 注意事项

 BUF16821 这个芯片内置的 ROM 写入次数有限制，厂商给出的要求是每个 BANK 不大于 16 次。超过

次数有可能写入后校验出错，而读取没有次数限制；

 BUF16821 芯片的 14 脚为 SCL，15 脚位 SDA，一般都接到了屏线接口的第 5 脚-SCL，第 4 脚-SDA。

16 脚 A0 必须接地，17 脚 BKSEL 是 BANK 选择，默认也是接地，使用第一个 BANK 保存数据。如果

芯片已经写入过 16 次，校验出错时，可以将此脚与 GND 断开，接高电平，此时芯片自动择第二个 BANK

保存数据，所以还能再写入 16 次；

 BUF16821 芯片型号有 A、B 两种后缀，其中 A 版本印字为“BUF16821”，B 版本印字为“BUF16821B”，

A 版本可以完全代替 B 版本，反之不一定可以代换（B 版本的 VCOM 电压有上下阈值限制，可调范围

窄，而 A 版本则无此限制）。

4.10.5 读取操作

编程器的 I2C 扩展口通过改装的屏线和逻辑板正确连接并加电，打开软件到主界面，点击“智能识别”，提

示检测到芯片型号：



4.10.6 写入操作



保存和加载文件参照 93XX 芯片。

4.11 EPM3064A 读取写入

4.11.1 芯片介绍

 板号：6870C-0060G，LG 液晶电视屏 LC370WX1 逻辑板，CPLD 芯片型号 EPM3064A。

 编程器：RT809F

 软件版本：RT809F 140516 或之后的版本

 介绍：EPM3064A、EPM3032A 为美国 ALTERA 公司 MAX3000 系列 CPLD 芯片，其中 EPM3064A，

内部相当于 1250 个逻辑门电路，最高工作频率 222MHz。在平板电视逻辑板、电源、高压板上有一定

的应用，构成中等规模的逻辑控制或者 IO 扩展电路，内置 EEPROM，可以通过标准 JTAG 接口读写。



 芯片引脚定义：

 标准 JTAG 接口：TMS TCK TDI TDO 四根信号线加地线 GND

4.11.2 读取操作

 第一步：正确连线并给逻辑板上电,此板供电为 12V；



 第二步：点击“读取”。

4.11.3 写入操作

 写入可点击加密,防止别人读取出来；



 数据的保存和打开参照 93 芯片。

4.12 S3F 系列三星单片机的读取和写入

S3F 系列三星单片机，广泛应用于美的、格兰仕、奔腾等品牌的电磁炉、压力锅、电炒锅这类小家电。维修

时需要读写数据或者更换芯片时，可以使用 RT809F 来完成读写。

4.12.1 程序数据来源

 售后提供的原厂程序、数据；

 自己读取的 MCU 程序、数据（前提是 MCU 没有被加密，读取后 809F 软件会自动提示是否加密，如果数

据是加密的，就不要写入了）；

 破解加密的 MCU 得到程序数据（视其价值和解密费用而定，看是否值得去做）；

4.12.2 准备工作

 使用 RT809F 在线读写 S3F 系列 MCU，需要另行购买 PIC 系列使用的 ICSP 接口板或者按附图 DIY 一块接

口板，配合 RT809F 使用，需要连接 5 根线，分别为 VPP 编程电压（12.5V）、VDD 供电 5V、GND、SDA

数据信号、SCL 时钟信号。

 用户需要查阅相关型号 MCU 的引脚定义，并与 ICSP 接口板一一对应连接。如果目标板上有在线读写接口，

通常可以直接连接并在线读写。



 以下情况请拆下 MCU，飞 5 根线到 ICSP 接口板读写：

 板卡上并未预留在线读写接口，并且 VPP/RESET 脚当作普通 IO 用，连接到了其他电路；

 通过 ICSP 在线连接后，VPP 电压被拉低，低于 12V ；

 通过 ICSP 在线读写出错时（因为 S3F 系列编程时序要求 VDD 和 VPP 均要受控，而部分板卡这两个脚

外接电容过大，导致时序不符合要求，拆下 MCU、用转接座或者飞线读写就没有这个问题）；

4.12.3 注意事项：

 第一次使用 ICSP 接口板，请先将接口板装到 809F 锁紧座上压紧，测下锁紧座 13 脚与 16 脚之间电压，如

果低于 4V，请将 RT809F 拆开，找到 R63 和 R64 这两个 302 电阻(3K)，更换为 102 的电阻(1K)。2013

年 12 月之后生产的 RT809F，R63/R64 已经改为 1K 电阻，不需再动；如果电阻是 1K，13 脚与 16 脚之间

电压还低，拆掉 ICSP 接口板的 78L05（PIC 系列才用到，S3F 系列用不上这个）；

 S3F 芯片先与 ICSP 接口板接好线，然后再装到锁紧座上；这里要特别注意 GND 地线必须连接可靠，实测

发现，如果地线没有接好就开始读写，会导致 MCU 的 VPP 和 VDD 引脚之间击穿，芯片损坏！！！（使用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试 MCU，红表笔接 VPP 脚，黑表笔接 VDD 脚，正常时数值为无穷大，击穿后数值为 500

多。）

解决方法：在 VDD 线上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比如 1N5819、SS14 等型号，正极接 ICSP 接口板一侧，

负极接 MCU 的 VDD 脚一侧，即可杜绝因为 GND 地线没连好，导致 MCU 的 VPP 脚对 VDD 脚击穿的问题！

 按照芯片 DATASHEET 所说，如果只是读取 MCU，而不需要写入，那么 MCU 的 VPP 脚不用接 12.5V，直

接接到 VDD 脚即可。但实际测试发现，S3F9498/S3F9488 读取时，VPP 脚接 VDD 脚，芯片读取后校验

错误，而将 VPP 脚接到 12.5V 读取，才能校验通过，请大家共同验证。

 S3F 系列 MCU，如果 VPP 和 nRST 在同一脚，如 S3F9454，VDD/VPP 上电后的 200ms 内允许读取/校

验，200ms 后允许写入；而 VPP 和 nRST 如果不在同一脚，如 S3F9498，无此时序限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有些电脑硬件配置比较低、或者系统比较慢，导致 S3F9454 无论如何都读写不成功，反



复折腾，以至于认为已经搞坏芯片，其实换到配置较高、系统比较快的电脑上测试，就能够正常读写。

 新手第一次使用 RT809F 读写 S3F9454 时，建议这样操作：先购买全新的 S3F9454 数颗，然后使用本帖（帖

子网址：http://www.ifix.net.cn/thread-12370-1-1.html）附件的“奔腾 PC21N-8 S3F9454BZZ-DK94

主板”程序文件写入，如果校验成功了，说明编程器读写 S3F 功能正常，如果校验错误，请重新做个干净

系统或者换到其他更快的电脑上测试，直到写入并校验成功，然后再读写客户机的 S3F 系列 MCU。

4.12.4 连线图及接线定义

 S3F9454 / S3F9498 与 809F 的实物连线图

 S3F 系列与 ICSP 接口板接线定义



 推荐：VPP 引脚加一个 104 瓷片电容到地并在 VDD 线上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比如 1N5819、SS14 等

型号，正极接 ICSP 接口板一侧，负极接 MCU 的 VDD 脚一侧，即可杜绝因为 GND 地线没连好，导致 MCU

的 VPP 脚对 VDD 脚击穿的问题！

 还有个常识问题就是，一定先要将 MCU 的相关引脚与 ICSP 板连接好，然后再将 ICSP 板插到编程器上，

再选择对应型号读写。如果先在锁紧座里插上 ICSP 板，再连接 MCU 引脚，很容易导致 MCU 烧坏。

 S3F9454 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S3F9498 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S3F9488 在线读写接线定义



4.12.6 读取操作

第一步：打开软件到主界面，手动选择 MCU 型号；



第二步：点击读取。



4.12.7 写入操作



 数据备份和数据打开参照 93 芯片。

 备注 1：写入后的加密是可选的，MCU 不加密一样可以用。如果需要，点击“保护”按钮即可加密。

 备注 2：如果在读取后，809F 软件提示程序是加密的，那么这个就不需要保存为文件了，更不要再往

别的芯片里面写。

4.13 AT45DB 系列 SPI 闪存读写——以 AT45DB081D 为例

4.13.1 读写接线图



4.13.2 读取操作

 第一步：正确接线, 打开软件到主界面，点击“智能识别”；



 第二步：如果软件提示“闪存每页为 256 字节，则跳过此步骤；如果提示“闪存每页为 264 字节”，则需

要按下图所示，重新选择芯片型号，然后再次读取；



4.13.3 写入操作



 保存文件和加载写入文件参照 93 芯片。

4.14 PIC 12F 系列单片机的读写

4.14.1 板号

板号：LD40V9-MAC4X，TCL GC32 机芯，待机 MCU 型号 PIC12F675。PIC12F629，读写方法一样

4.14.2 PIC 系列介绍

PIC 系列 MCU 广泛应用于平板电视的待机控制、电源管理电路，型号较多，低功耗、高性能。维修中会遇

到 5V 供电电压过高导致 PIC MCU 损坏（此 MCU 的 VDD 供电超过 5.5V 就会损坏），静电导致 PIC MCU

的 IO 口击穿等故障。维修时需要更换 MCU，然后重新写入程序、数据。

4.14.3 程序数据来源

 售后提供的原厂程序、数据；



 自己读取的 MCU 程序、数据（前提是 MCU 没有被加密，读取后 809F 软件会自动提示是否加密，如果数

据是加密的，就不要写入了）；

 破解加密的 MCU 得到程序数据（视其价值和解密费用而定，看是否值得去做）；

4.14.4 准备工作

 使用 RT809F 在线读写 PIC 系列 MCU，需要另行购买或者按附图 DIY 一块 ICSP 接口板，配合 809F 使用。

 ICSP 接口共 5 根线，分别为 VPP 编程电压（12V~13V）、VDD 供电 5V、GND、PGD 数据信号、PGC

时钟信号。

 用户需要查阅 PIC 相关型号 MCU 的引脚定义，并与 ICSP 接口一一对应连接。如果目标板上有 ICSP 接口，

通常可以直接连接并在线读写。

 以下情况请拆下 PIC 系列 MCU，飞 5 根线到 ICSP 口读写：

 板卡上并未预留 ICSP 接口，并且 VPP 脚当作普通 IO 用，连接到了其他芯片，本例就是这样；

 通过 ICSP 在线连接后，VPP 电压被拉低，低于 12V ；或者 VDD 电压被拉低，低于 4.6V；

 通过 ICSP 在线读写出错时（因为 PIC 系列编程时序要求 VDD 和 VPP 均要受控，而部分板卡这两

 个脚外接电容过大，导致时序不符合要求，拆下 MCU、用转接座或者飞线读写就没有这个问题）；

4.14.5 注意事项

 PIC 系列 MCU 内部存储空间分为 Code Memory 程序区、Data Memory 数据区和 Configuration Word

/ Calibration Word 配置区，程序区空白为“FF 3F”，数据区空白为“FF 00”。如果是加密过的，读出

一般为“00 00”。配置区的设定值通常保存在程序区和数据区之间，只有数个字节，可以在写入前点击“配

置字”按钮，进入设置界面来设定 PIC 系列 MCU 的配置字，然后再写入芯片。

 关于芯片的配置字，一般用户可以不管，直接读取，没提示加密的话，直接写入另一颗芯片就行，加密过的

芯片，也是可以直接擦除然后写入的，只是用编程器不能直接读取而已。如果使用的是厂商提供的程序、数

据，需要按照相关文档说明或者查看对应型号 MCU 的数据表并设置配置字。

 RT809F 在读写 PIC 系列时，缓冲区中间会有成片的“FF FF”无效区域，这是为了兼容性考虑，可以双向

兼容用量较大的西尔特 280U/580U/3000U 读写程序、数据和配置字。



4.14.6 读取操作

 第一步：打开软件到主界面，点击图示按钮，自动识别 MCU 型号；

 第二步：点击“读取”，RT809F 软件会读取并自动校验一次。



4.14.6 写入操作

 备注 1：加密是可选的，MCU 不加密一样可以用。如果您在写入前，取消了配置字的/CP 选项，程序区将



在写入校验完成后自动加密，取消了配置字的/CPD 选项，数据区将在写入校验完成后自动加密。

 如下图，先设置、再写入：

 备注 2：如果在读取后，RT809F 软件提示程序或者数据是加密的，那么这个就不需要保存为文件了，更不

要再往别的芯片里面写。

 文件的保存和打开参照 93 芯片

4.15 RT809F 查看液晶主板打印信息

4.15.1 软件设置

 打开软件界面,在右下脚有两个图标,如下图所示

 1—参数设置：

VGA 线序类型：根据不同的主板选择不同的线序，也可以按按键，灯的状态不一样，对应不一样的线序

（前面有介绍）。

串口速率调整：调的不对，显示是乱码，调好后保存。



 2—串口开关

显示“串口打印”，串口为关闭状态；

显示“关闭”，串口为打开状态。

 主板接线

RX TX 引线在 VGA 口上，直接用 配套的 VGA 线即可。

RX TX 引线在 HDMI 口上，用 HDMI 线或者从锁紧座上面飞线。

RX TX 引线在板子上预留排插。

4.15.2 飞线

 如果飞线的话，底线也需要接地线。

 飞线在编程器上面的位置：

 白色插头,从上往下,1 脚到 8 脚.接 2 3 4 脚或者 5 6 7 脚



4.15.3 操作步骤

 第一步：先接好线，确认 RX TX 线接的没有问题；

 第二步：设定好线序和比特率并保存；

 第三步：打开串口开关后，再给液晶主板通电(顺序不能错，否则不会出打印信息)。

 第四步：准备好的软件界面，然后给主板上电；



 第五步：看到的打印信息。



4.15.4 用 Secure CRT 查看打印信息

 第一步：先要关掉软件的串口打印；

 第二步：打开 Secure CRT 进行设置；

 第三步：弹出下面菜单，设置成右图；

 第四步：在设备管理器查看端口；

 第五步：设置好后点击连接；



 第六步：当软件左上角显示图标，而且是绿色的，即连接成功；

 第七步：把液晶主板的 RX TX 和编程器连接好；

 第八步：给液晶主板上电，就可以看到打印信息了。

刷机 MST 方案用自主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