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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机硬件的技术、标准及产品是计算机领域中发展最迅速的。
为了使“计算机组装与维修”课程的内容紧跟微机技术的发展，本书介绍了许多新硬件和新技术。
本书内容覆盖微机全部硬件部分、常用外设和基础软件，详细讲授最新多媒体微机的选购、组装方法
，软件的安装和常见故障的维修技术。
　　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使广大读者掌握当前流行微机的硬件组成和结构，熟悉有关硬件设备的外部
性能和技术参数，学会自己选购各种配件进行组装，合理正确地使用它们，从而毹够进行系统的日常
维护，自己动手解决微机的常见故障。
本书具有下列特点。
　　1.内容全面。
书中介绍了微机的各个组成部件（如：CPU、主板、内存条、显卡、显不器、硬盘、光驱、键盘、鼠
标、机箱、电源、打印机、扫描仪、移动存储设备等）的结构、主要参数，硬件的选购、安装，BIOS
参数设置，硬盘的初始化，系统软件的安装和设置，设备驱动程序的安装和设置，硬盘的分区，微机
的维护及常见故障的判断和排除等内容。
　　2.结构清晰合理。
本书按照选购微机配件的主要流程来安排各章节。
每章均按照分类、结构、主要参数、选购、主流产品介绍来介绍微机的各个部件，有利于学生对照学
习，提高学习效率。
　　3.内容最新。
本书介绍的内容均为微机最新技术，例如，在CPU一章，介绍了IntelCorei7、AMDPhenomⅡ等新
型CPU；在主板一章介绍了X58等最新主板技术；在内存一章介绍了DDR2、DDR3等内存；在显卡和
显示器一章介绍了HDMI等高清视频技术，在光驱一章介绍了蓝光等光驱。
　　4.图文并茂，简明易懂。
本书文字通俗，努力做到以简单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概念。
在介绍微机的各个部件、各部件的不同类型时，都附有目前流行产品的实物照片，在图片中大量使用
标注，以方便阅读。
　　5.适合于教师教学。
本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操作步骤明了。
同时，每章均安排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实训，既方便学生进行实验，又方便教师备课、讲解和指导。
　　6.课时安排合理，篇幅适当。
本书通过60-70学时的教学（含理论和上机，比例为1：1），能使学生掌握微机各种部件的分类、性能
以及选购方法，理解各主要部件的工作原理、硬件结构以及相互联系和作用，并能掌握微型计算机的
组装与日常维护、维修方法。
　　7.注重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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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涵盖了微型计算机所有的硬件部分、常用外设、基础软件和维
护维修。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从微机的硬件人手，介绍微机各个组成部件的分类、结构、主要参
数，硬件的选购、安装，BIOS参数设置，软件的安装和设置，设备驱动程序的安装，硬盘的分区，微
机的维护及故障的判断和排除等内容。
每章均安排有几个实训，以方便学生练习。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介绍的知识非常新，包括了Intel Core i7、AMD Phenom Ⅱ、DDR3
、HDMI、蓝光等硬件产品，《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内容详实、条理清楚，在介绍微机的各
个部件、各部件的不同类型时，都附有目前流行产品的实物照片，在图片中大量使用标注，以方便识
别。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是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材，同样适合作为微机硬件学
习班的培训教材和广大微机用户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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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DVD+R／RW规格　　DVD+R／Rw是由索尼、飞利浦、惠普等厂商主推的刻录标准。
DVD+RW标准在制定之初就定位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及计算机光储存产品，所以。
DVD+RW既具有DVD-RAM的易用性，又提高了DVD.RW的兼容性。
DVD+Rw的技术相对于DVD-RW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DVD+RW驱动器能实现比：DVD-Rw驱动器更快的刻录速度，现在一般.DVD-R驱动器的刻录速
度为8倍速，DVD-RW为4倍速；DVD+R驱动器和，DVD+RW驱动器的最高刻录速度已经达到16倍速
和8倍速。
　　DVD+RW驱动器支持DVD+VR（Video Recording）格式，这种格式与现有的DVD影碟机和游戏
机完全兼容，配合相应软件便可一边处理DV影音剪辑一边刻录，大幅度提高了影音处理与刻录效率
。
DVD+RW驱动器的缺点是其专用的DVD+RW／DVD+R成本较高，导致盘片价格比DVD-R／RW贵。
　　2.DVD－Multi和DVD-Dual规格　　DVD－Multi（集成DVD－R／RW和DVD－RAM）
和DVD-Dual（集成DVD+R／RW和DVD-R／Rw）从原理上来说，是前面3种DVD规格相互组合而衍
生出来的产物。
　　（1）DVD-Multi　　DVD－Multi技术以DVD－RAM为主要架构，兼容DVD－RAM、DVD-R
、DVD-RW规格，但不支持CD－R／CD-RW。
在松下公司推动下，DVD－Multi并不是一种技术，而是将DVD论坛的影音与刻录规范结合后的设计
规范。
由于DVD－RAM与DVD－R／RW是两种互补性非常强的标准，所以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显得非常有
生命力，也得到了众多厂商的支持。
　　（2）DVD-Dual　　DVD-Dual规范，又称DVD－DualRW标准，由索尼公司设计并率先推行。
DVD-Dual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可以让厂商们自由发挥。
但由于其跨越两大阵营，所以使得厂商只有成为这两个阵营的会员才有可能以相对最佳的成本推出产
品。
DVD-Dual刻录机可以刻录DVD+R／Rw和DVD.R／RW两种规格的标准DVD光盘，因而受到普通用户
欢迎。
　　3.光雕刻录机　　2005年底，市场出现了支持光雕技术的DVD刻录机。
Light Scribe（光雕）是由美国HP公司开发成功的一种利用激光在光盘表面上刻印图案的技术。
简单地说，就是在刻录完数据后，把光盘标签的一面向下放入光驱中，通过一个专用的激光头发出的
激光束照射这种专用光雕盘的背面（无数据层）上，通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将用户用软件设计好的文
字、图像烧印到CD或DVD盘片背面上，效果如同丝网印刷一样富有质感。
现在的光刻录技术只能实现单色刻录，而且速度非常慢，彩色和更快速度的光雕刻录机即将投入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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