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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组装各部件的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指标、选购注意事项、计算机的组装与调
试、计算机系统软件的安装测试与优化、常用工具软件等，并从实用角度出发，分门别类地讲解了计
算机常见故障的维修技术。
    计算机组装与维修是一门特别强调实践技能的课程，教学难度比较大。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入必需的理论知识，增加实践操作内容。
依据项目教学的特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有关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技能，在每个章节后都安排了相当
数量的练习与实践，使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
    本书可作为高等职业院校计算机类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组装与维修人员的参考书。
本书还配有电子教学参考资料包（包括教学指南、电子教案及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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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计算机系统概述　　1.1　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1.1.1　计算机的硬件系统　　1.运算器
（Arithmetical Unit）　　运算器是计算机进行算术运算与逻辑运算的主要部。
其主要功能是完成对数据的算术运算、逻辑运算和逻辑判断等操作。
它受控制器的控制，对存储器或其内部寄存器送来的数据按指令码的规定进行相应的运算，并将结果
暂存在内部寄存器或送到存储器中。
　　2．控制器（Control Unit）　　控制器是计算机的指挥中心。
其主要功能是控制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等部件协调动作。
控制器工作时，逐条取出存储器中的指令并进行译码，根据程序所确定的算法和．操作步骤，发出各
种控制信号来控制计算机各个部分的工作。
　　运算器和控制器一起组成了计算机的核心，称为中央处理器，简称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3．存储器（Memory）　　存储器是用来存储程序和数据的部件，并根据命令提供这些程序和数
据来完成相应的操作。
　　为了便于存储器的管理，把存储器按8位（二进制数位）或其倍数划分存储单元。
将8个二进制位（bit）称为1个字节（Byte，简写为B），并以字节作为存储器容量的基本单位。
所谓存储容量就是所有存储单元能存储的数据量的总和。
存储容量的表示单位除了字节之外，还有KB、MB、GB、TB等。
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下：　　1KB=1024B　　1MB=1024KB　　1GB=1024MB　　1TB=1024GB　　给
每个存储单元指定一个编号，作为存、取数据时查找的依据，称为存储单元的“地址”。
在计算机中，一般把存储器分成内部存储器和外部存储器。
　　（1）内部存储器　　内部存储器（简称内存或主存）目前采用半导体存储器，充当内存的集成
电路芯片是做在一小条印制电路板上的，称为内存条。
内存条可以很方便地插在主板上。
内存储器按其工作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随机存取存储器（RAM—Random Accessed Memory）和只读
存储器（ROM—Read Only Memory）。
　　随机存储器。
随机存储器可以随机地按任意指定的地址向内存单元存人或从该单元取出信息，对任一地址的存取时
间都是相同的。
通常所说的内存大小就是指RAM的大小，一般以KB或MB为单位。
计算机工作时使用的程序和数据等都存在RAM中，断电时RAM中的信息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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