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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第1版自2003年9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但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进步，原教材中的一些内容已不适合现在教学的需要，有必要
对原教材进行修改。
　　本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密切结合计算机技术的最新发展，既保持了第l版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
特色，又体现了内容的新颖性。
第2版仍分为14章，除第1章外，其余各章都做了较大的修改：删除了目前计算机设备中很少使用的技
术和内容；对一些技术已经落后，但目前还有很多计算机设备仍在使用的部分只作简单介绍；重点增
加了2008年以来出现的新技术和应用成果，包括主板、CPU、内存、硬盘、光驱等；增加了现代生活
中常用的设备（如笔记本电脑、数码产品、扫描仪、常用的网络设备等）的知识；删除了第1版中第13
章的内容，增加了“网络设备”一章，强化了第14章计算机系统维护实验。
　　本书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遵循知识实用、丰富，信息新颖的原则，以使读者学习计算机
系统软硬件最新知识，掌握计算机系统软硬件故障维修技能。
本书适用于本科和高职高专学校的计算机、电子技术、通信工程、自动控制等相关专业的教学，也可
作为计算机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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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系统及其维护的墓本概念和方法，内容主要包括主板、CPU、内存、硬盘、板卡、电源的
工作原理、最新技术及发展情况，光驱、显示器、打印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扫描仪等外部设
备的原理与维护，计算机部件与设备的选购知识和故障排除方法，CMOS的设置、注册表维护、计算
机病毒及其防治、与维护有关的实用软件的使用等。
　　《计算机系统维护技术（第2版）》内容丰富、新颖实用，可以作为本科、高职高专学校计算机
系统维护、办公自动化设备与维护等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维护的人员和广大的计算机爱好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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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台式计算机　　台式计算机简称台式机，是最常用的计算机。
一般置于桌面上是台式机的主要特征。
台式机包括主机、键盘、显示器这三个基本的、相对独立的部件，各部件之间要通过信号电缆线和插
座在外部进行连接。
台式机的优点是部件标准化，易于维修、更换、升级，而且价格相对较低。
由于台式机部件通常是标准化、积木化的，因此用户可根据个人用途和需要自行配备普通台式机。
台式机的缺点是移动不太方便，占用较大的工作空间。
　　（2）服务器　　与普通台式机相比，服务器的典型特点就是具强大的并行处理能力（例如，在
一块主板上可以同时支持多个CPU并行工作和支持热拔插磁盘阵列技术），主要用于网络服务，适用
于多任务的工作环境。
由于服务器是网络服务中最关键的设备，这就要求服务器具有高性能、高稳定性、高质量、高配置等
特点。
不过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也可将普通台式机作为服务器使用。
　　（3）笔记本式计算机　　笔记本式计算机又称便携式计算机或手提式计算机（常称笔记本电脑
），它的主要特征是主机、键盘、显示器为一个整体。
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使用的是超薄型7～15英寸液晶或LED显示器，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计算机的重量，
通常笔记本电脑的大小只和一本厚书的大小差不多。
在笔记本电脑的内部还配置了锂电池，这使得笔记本电脑既可以使用外部220 V交流电源，也可以使用
内部电池。
在使用过程中，笔记本电脑还有内部、外部电源自动快速切换功能，即使外部电源突然断电，笔记本
电脑仍然能正常工作，不会因此丢掉重要数据。
笔记本电脑的最大优点就是携带方便，适合在移动场合、野外工作。
　　市场上销售的笔记本电脑中可以分为商务型、家用型等类型。
商务型笔记本在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和可扩展性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很多最新的技术都是在此类产
品上率先采用，例如指纹识别技术、硬盘数据保护技术、静音散热系统等。
家用型笔记本在视频、音频、游戏等多媒体应用方面有更好的优势，价格也比商务型笔记本便宜。
　　计算机还可以按照其处理能力分为所谓的巨型机、大型机、中型机、小型机、微型机等。
但这些分类也是一种相对的分类，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早期的被称为小型机的计算机，其处
理能力仅相当于现在的微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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