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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美国QUE出版公司的畅销书：Upgrading and Repairing PCs, Linux Edition。

书中前2章简要介绍了PC的发展和基本组成，随后按章介绍了PC系统中的各个组件：微处理器、主板
和总线、BIOS、内存、IDE接口、SCSI接口、磁存储原理、硬盘存储、软盘存储、大容量可移动存储
设备（包括SuperDisk(LS-120)、ZIP及磁带驱动器）、光存储器（包括光盘刻录机、可重写光盘及其他
光存储技术）、物理驱动器安装和设置、视频硬件、串并行及其他I/O接口、输入设备、连接Internet
、局域网、音频硬件、电源和机箱、打印机和扫描仪等。
第23章讲了如何购买、组装一台PC兼容机，以及如何对它进行升级以提高性能；第24章介绍了诊断、
测试工具及诊断、测试的操作过程；第25章介绍了Linux中的文件系统及数据恢复过程；第26章介绍了
本书附盘中所带的两个功能强大的软件，PartitionMagic用来对硬盘分区和格式化，BootMagic用来在一
台计算机上管理多操作系统。

本书中覆盖了最新型的硬件及附属设备的有关内容，范围包括所有的Intel以及Intel兼容的微处理器，
像最新的Pentium III、Celeron以及AMD的CPU芯片；新的缓存及主存技术；PCI、AGP总线技术
；CD-ROM驱动器；磁带备份；声卡；笔记本电脑上用的PC卡和Cardbus设备；IDE和SCSI接口设备；
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硬盘；新的视频适配卡。

本书适合想了解更多硬件知识的计算机爱好者阅读。
由于使用Linux的用户日渐增多，本书也适用于想升级、维护基于Linux的系统(或双重启动系统)的用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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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15.4.2 合适的尺寸15.5 Linux图形用户界面(GUI)15.5.1 X Window系统15.5.2 窗口管理器15.5.3 X配
置15.5.4 显示器的分辨率15.5.5 点距15.5.6 图像的光强和对比度（LCD显示器）15.5.7 隔行方式和逐行方
式的比较15.5.8 电源和安全性15.5.9 辐射15.5.10 频率15.5.11 刷新频率15.5.12 水平频率15.5.13 控制15.5.14 
环境因素15.5.15 测试显示器15.6 视频显示适配器15.6.1 已经过时的显卡15.6.2 VGA适配器和显示器15.6.3
XGA和XGA-215.6.4 超级视频图形阵列显示器（SVGA）15.6.5 VESA SVGA标准15.6.6 视频适配器组
成15.6.7 过去的高速视频RAM15.6.8 流行的高速视频RAM15.6.9 高速视频RAM展望15.6.10 数模转换器
（RAM-DAC）15.6.11 总线15.6.12 AGP的速度15.6.13 显卡驱动程序15.7 多媒体显卡15.7.1 视频特性连接
器15.7.2 VESA视频界面端口（VESA VIP）15.7.3 视频输出设备15.7.4 静止画面视频捕捉卡15.7.5 多显示
器15.7.6 桌面型视频（DTV）卡15.7.7 视频捕捉设备故障的发现和修理15.8 3D图像加速器15.8.1 普通3D
技术15.8.2 高级3D技术15.8.3 API（应用编程接口）15.8.4 3D芯片组15.9 升级或更新您的显卡15.9.1 视频
显卡存储器15.9.2 TV适配器和视频捕捉器的升级15.9.3 授权和支持15.9.4 视频显示卡的测试程序15.9.5 
比较显卡与同类型芯片组15.10 适配器和显示器常见问题解答15.10.1 显示器故障解决方案15.10.2 显卡和
驱动程序故障的解决方法第16章 串口、并口和其他I/O端口16.1 I/O端口介绍16.2 串行端口16.2.1
UART16.4 高速串行端口(ESP和扩展ESP)16.5 串口配置16.6 测试串口16.6.1 Linux下输入/输出端口的故障
查找16.6.2 使用环路法来进行高级诊断16.7 并行端口16.8 IEEE 1284并口标准16.8.1 标准并行端
口(Standard Parallel Port，SPP)16.8.2 双向并口(8位)16.8.3 增强并口(Enhanced Parallel Port)16.8.4 增强功能
端口(Enhanced Capabilities Port，ECP)16.9 升级到EPP/ECP并口16.10 并口配置16.11 用并口连接系统16.12
并口到SCSI转换器16.13 测试并口16.14 USB和1394(i.Link)--串行和并行端口的替代者16.14.1 通用串行总
线USB16.14.2 IEEE-1394(i.Link或者FireWire)第17章 输入设备17.1 键盘17.1.1 增强101键(或者102键)键
盘17.1.2 104键(Windows 95/98键盘)17.1.3 移动键盘17.1.4 兼容性17.1.5 Num Lock17.2 键盘技术17.2.1 键开
关设计17.2.2 键盘接口17.2.3 自动重复输入功能17.2.4 键盘键值和扫描码17.2.5 国际键盘布局17.2.6 键盘/
鼠标接口连接器17.2.7 USB键盘和鼠标17.2.8 特制键盘17.3 键盘的诊断和维修17.4 拆卸过程和注意事
项17.4.1 清洗键盘17.4.2 更换键盘17.5 点击设备17.5.1 点击设备接口类型17.5.2 鼠标故障诊断与排除17.5.3
Microsoft IntelliMouse/IBM Scrollpoint17.5.4 TrackpointⅡ/Ⅲ17.5.5 Glidepoint/跟踪垫17.5.6 未来的点击设
备第18章 Internet接入18.1 Internet与局域网18.2 异步modem18.3 modem标准18.3.1 波特(baut)与b/s18.3.2 
调制标准18.3.3 纠错协议18.3.4 数据压缩标准18.3.5 专有标准18.3.6 传真modem标准18.3.7 56K
modem18.3.8 56K 限制18.3.9 选择modem18.4 综合业务数据网络（ISDN）18.4.1 ISDN的意义18.4.2 ISDN
工作原理18.4.3 ISDN接入的优势18.4.4 动态ISDN的连接特性18.4.5 ISDN硬件18.5 专线18.5.1 T-1和T-3连
接18.6 有线电视（CATV）网络18.6.1 使用有线modem接入Internet18.6.2 CATV带宽18.6.3 CATV安
全18.6.4 CATV性能18.7 Direc PC卫星Internet接入18.7.1 Direc PC的原理18.7.2 Direc PC所需硬件18.7.3 安
装Direc PC18.7.4 Direc PC的选购18.7.5 Direc PC的公平访问原则18.7.6 技术问题及解决方案18.7.7 Direc
PC的实际性能18.8 数字用户环路（DSL）18.8.1 用户的选择18.8.2 DSL的种类18.8.3 DSL的价格18.8.4 访问
与时间18.9 高速Internet接入技术的比较18.10 在局域网上共享高速Internet连接18.11 modem常见问题和
解答18.11.1 modem拨号失败18.11.2 安装内置modem后系统挂起18.11.3 系统无法检测外置modem第19章 
局域网19.1 局域网19.1.1 点对点和客户/服务器模式的比较19.2 包交换和电路交换19.3 网络协议栈19.4
OSI参考模型19.4.1 数据封装19.5 局域网硬件19.5.1 客户PC19.5.2 服务器19.5.3 网络接口卡19.5.4 网线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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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类型19.6 数据链路层协议19.6.1 ARCnet19.6.2 以太网19.6.3 令牌环19.7 高速网络技术19.7.1 光纤分布式
数据接口（FDDI）19.7.2 百兆位以太网19.7.3 ATM19.7.4 高层协议19.8 对等网络的组建19.8.1 对等网络
硬件19.8.2 拨号网络19.8.3 网卡的配置19.9 TCP/IP19.9.1 TCP/IP在局域网和拨号网络中的区别19.10
IPX19.11 NetBEUI19.12 直接电缆连接19.12.1 空Modem电缆19.12.2 直接连接软件19.12.3 无线直接电缆连
接19.13 网络软件设置常见问题集19.14 网络使用的常见问题集19.15 TCP/IP常见问题集第20章 音频设
备20.1 声卡的应用20.1.1 游戏20.1.2 多媒体20.1.3 声音文件20.1.4 音频压缩20.1.5 MIDI文件20.1.6 演示功
能20.1.7 录音20.1.8 语音识别20.1.9 在线会议20.1.10 语音校对20.1.11 音乐CD20.1.12 混音器20.1.13 您是否
需要声卡20.2 声卡的概念和术语20.2.1 声音的本质20.2.2 游戏标准20.2.3 频率响应20.2.4 采样20.2.5 8位
和16位20.3 声卡的特性20.3.1 接插口20.3.2 音量调节20.3.3 合成20.3.4 数据压缩20.3.5 多用途数字信号处
理器20.3.6 光驱控制器20.3.7 声卡驱动程序20.4 声卡的选择20.4.1 合适的定位20.4.2 兼容性考虑20.5 声卡
的安装20.5.1 安装声卡(详细说明)20.5.2 使用音响系统20.6 声卡常见问题的解决20.6.1 硬件资源冲
突20.6.2 资源冲突的解决20.6.3 硬件冲突的解决20.6.4 其他的声卡相关问题20.7 扬声器20.8 麦克风第21章 
电源21.1 电源的重要性21.2 电源的功能21.2.1 信号功能21.3 电源的款式(form factor)21.3.1 AT/卧式结
构21.3.2 AT/立式结构21.3.3 Baby-AT型21.3.4 LPX型21.3.5 ATX型21.3.6 NLX型21.3.7 SFX型(Micro-ATX主
板)21.4 电源插头21.4.1 ATX可选的电源插头21.4.2 电源开关插头21.4.3 磁盘驱动电源插头21.4.4 插头部分
数字21.4.5 Power_Good(电源良好)信号21.5 电源负载21.6 电源额定值21.7 电源说明书21.8 电源的认
证21.9 能耗计算21.10 Linux系统：要不要关掉电源21.11 电源管理21.11.1 能源之星系统21.11.2 Linux的电
源高级管理21.12 电源故障检测及修理21.12.1 电源过载21.12.2 冷却不当21.12.3 使用数字式万用表21.12.4 
专用测试设备21.13 修理电源21.14 获取更换电源21.14.1 选择电源21.14.2 电源货源21.15 使用电源保护系
统21.15.1 电涌抑制器(保护器)21.15.2 电话线及网络电涌保护器21.15.3 线调节器21.15.4 后备电源21.16
RTC/NVRAM电池(CMOS芯片)第22章 打印机和扫描仪22.1 打印和扫描技术的演变22.2 打印机技
术22.2.1 打印分辨率22.2.2 页描述语言(PDL)22.2.3 换码代码22.2.4 基于主机/GDI22.2.5 打印机内存22.2.6 
字体22.2.7 打印机驱动程序22.3 打印机的工作过程22.3.1 激光打印机22.3.2 LED页打印机22.3.3 喷墨打印
机22.3.4 便携式打印机22.3.5 点阵打印机22.4 彩色打印22.4.1 彩色喷墨打印机22.4.2 彩色激光打印机22.4.3
染料升华(Dye Sublimation)打印机22.4.4 热腊传送打印机22.4.5 热熔打印机22.5 选择打印机类型22.5.1 打
印机数量22.5.2 组合设备22.5.3 打印速度22.5.4 纸张类型22.5.5 耗材费用22.6 在Linux下安装打印机驱动软
件22.6.1 Linux驱动程序22.6.2 安装Linux打印机22.6.3 Linux打印机配置22.6.4 打印机共享22.7 预防性维
修22.7.1 激光和喷墨打印机22.7.2 点阵打印机22.7.3 选择最好的纸张22.8 打印机常见问题22.8.1 打印机硬
件问题22.8.2 连接问题22.8.3 驱动程序问题22.8.4 应用问题22.9 扫描仪22.9.1 手持式扫描仪22.9.2 馈纸式
扫描仪 没有传真机的传真22.9.3 平台式扫描仪22.9.4 平台式扫描仪接口22.9.5 幻灯片扫描仪22.9.6 照片扫
描仪22.9.7 滚筒式扫描仪22.9.8 SANE22.9.9 ISIS(图像和扫描仪接口定义)22.9.10 从扫描仪硬件配置中获得
更多益处22.10 扫描仪常见问题及处理22.10.1 扫描仪不扫描22.10.2 检测不到扫描仪(SCSI或并行
口)22.10.3 扫描时图像出现扭曲22.10.4 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得很清晰，但打印效果差22.10.5 OCR文本错
乱第23章 组装或升级系统23.1 系统部件23.2 机箱和电源23.3 主板23.3.1 处理器23.3.2 芯片组23.3.3
BIOS23.3.4 内存23.3.5 I/O口23.4 软盘和可移动驱动器23.5 硬盘驱动器23.6 CD/DVD-ROM驱动器23.6.1
CD-R23.7 键盘和指示设备(鼠标)23.8 视频卡和显示器23.9 声卡和音箱23.10 USB外设23.11 配件23.11.1 散
热槽/冷却扇23.11.2 电缆线23.11.3 硬件23.12 硬件和软件资源23.13 系统的组装与拆卸23.14 组装准
备23.14.1 ESD保护23.14.2 记录物理配置23.15 安装主板23.15.1 准备新主板23.15.2 安装内存模块23.15.3 在
机箱中安装新主板23.15.4 连接电源23.15.5 将I/O和其他电缆线接到主板23.15.6 安装总线扩展卡23.15.7 盖
上机箱盖，连接外部电缆23.15.8 运行主板BIOS设置程序(CMOS Setup)23.16 新装机常见问题及解决方
法23.17 安装Linux操作系统23.18 拆卸/升级准备第24章 PC机的诊断、测试与维修24.1 PC机的诊断24.2 
诊断软件24.2.1 上电自检(POST)24.2.2 硬件诊断24.2.3 操作系统诊断24.2.4 其他有用的Linux诊断程序24.3
PC机维修工具24.3.1 手动工具24.3.2 有关硬件的几句话24.3.3 焊接和熔焊工具24.3.4 测试设备24.4 预防性
维修24.4.1 主动式预防性维修步骤24.4.2 被动式预防性维修步骤24.5 基本问题处理指南24.5.1 POST中的
问题24.5.2 引导后的硬件问题24.5.3 运行软件的问题24.5.4 适配卡问题第25章 文件系统：ext2fs和FAT25.1
ext2fs概览25.1.1 块、碎片、块组和超级块25.1.2 inode25.1.3 常规文件25.1.4 设备文件25.1.5 链接25.1.6 目
录25.2 工具25.2.1 chattr25.2.2 debugfs25.2.3 dump25.2.4 dumpe2fs25.2.5 e2fsck25.2.6 mke2fs25.2.7 tune2fs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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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xt2fs中恢复删除的文件25.4 FAT磁盘结构25.4.1 主分区引导记录25.4.2 基本FAT分区和扩展FAT分
区25.4.3 卷引导记录25.4.4 根目录区25.4.5 文件分配表(FAT)25.4.6 簇(分配单元)25.4.7 数据存储区25.4.8 
读/写诊断柱面25.5 VFAT文件系统25.6 FAT文件系统错误25.6.1 丢失的簇25.6.2 交叉链接的文件25.6.3 非
法文件或目录25.6.4 FAT错误第26章 用好PartitionMagic和BootMagic26.1 使用PartitionMagic26.1.1 使用多
个分区的好处26.1.2 改变分区文件类型26.1.3 让分区有更多的容量26.2 使用BootMagic附录A 通用公共许
可证(GPL)A.1 序言A.2 有关复制、发布和修改的条款和条件A.3 如何将这些条款用到你的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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