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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计算机（电脑）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伙伴。
随着电脑的普及，电脑维修技术也日益成熟，并成为一个逐渐升温的技术领域。
主板是整个电脑的关键部件，是电脑各种板卡工作的基础平台，在电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主板工作在低电压、大电流的条件下，因而故障率相对较高。
而由于主板的价格较高，可维修性较强，因此主板的维修业务与日俱增。
基于此情况，越来越多的维修人员需要学习、提高电脑主板的芯片级维修技能。
所谓"芯片"级维修，指的就是在不更换原有配件的基础上，只是对损坏的配件进行修理，这里所说的
芯片只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其实包括电子线路、元器件等的故障修理，不只是坏了芯片才能进行"芯
片"级维修，这样修复故障的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了，维修人员的利润也就升高了。
芯片级维修要求有一定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有一定的电路读图能力，并且熟悉电脑硬件。
本书则针对芯片级维修起点较高的情况，采用大量图解的方式，从主板的认知、工作原理、主要检修
方法、检修技能等入门知识讲起，逐渐深入，对主板的各单元电路进行细致分析，重点介绍了主板各
种故障的检修方法，并给出主流主板的维修要点和维修实例。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石家庄太和电子商城红星电脑医院赵庆山经理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参与本书编写的还有刘丁丁、张超、张春民、田启朋、张滨、刘战敏、李金章、田宝风、刘敏、祝群
英、许喜国和尹振尧等。
另外，张凯在本书的编写工作中负责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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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芯片级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采用大量图解的方式，从主板的认知、工作原理、主要检
修方法、检修技能等入门知识讲起，循序渐进地介绍了计算机主板的芯片级维修方法。
重点介绍了关键器件、工作原理、典型信号走向、易损件、关键测试点及数据、常见故障的检修流程
。
　　《芯片级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可供电脑维修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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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双相CPIJ核心供电电路样例图8-13所示是双相CPU供电电路，该电路可以理解为两个单相电的
场效应管输出并联在一起，再加相位之间的电流平衡。
RT9237是一款高效、稳定的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支持双相、三相、四相同步整流的电源转换架构，可
以精确地平衡各相电流，有效地维持场效应管的负载及热均衡，可以提供英特尔P4或AMD CPU所需
的工作电压，且符合VRM9.X规范。
输出电压为+1.1～+1.185V，它的额定值级差是25mV。
ATX电源输出的+5V电源加到RT9237的28脚，输出的+12V电源加到RT9600 PWM驱动器的6脚和场效应
管Q1、Q3的D极。
此时，RT9237启动工作，对VID0～VID4 CPU核心供电识别码进行5位模／数转换器处理后，自动调
控23输出的PWM1、22脚输出的PWM2脉冲宽度，送RT9600进行放大及同步分相后分别由l、5输出幅度
相同、极性相反的PWM脉冲，分别控制场效应管Q1和Q2、Q3和Q4轮流导通／截止的时间比例，从而
控制+12v对C5、c6、C15、C16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在VCORE端形成相应的电压值，送CPI.J作为核
心供电。
VSEN是电压反馈，直接对VCORE输出电压进行检查，当检测结果认为VCORE电压达到当前CPU所需
的额定值时，由27脚自动输出一个PGOOD电源好信号，通过桥电路发给CPU使之工作。
FB是反馈输入端，通过R7、R5对VCORE输出电压取样后，监控VCORE输出电压。
当监控输出电压高于额定值时，此自动减少23、22脚的PWM脉冲宽度，使上场效应管Q1和Q3导通时
间变短，下场效应管Q2和Q4导通时间变长，以使C5等充电时间变短，放电变长，其结果会使VCORE
输出电压下降，直到为额定值为止；当监控输出电压低于额定值时，RT9237则会调宽23和22脚PWM输
出脉宽，以使输出电压上升到额定值。
ISP1、ISP2为电流平衡，作为Rr9237检测第一相、第二相供电的电流平衡信息，并作为自动调控22、23
脚PWM脉宽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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