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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述“计算机”指个人计算机（PC）。
个人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学习、办公的必备工具，在选购和使用个人计算机的过程中人们遇到了
许多问题，因此，关于个人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方面的课程已经成为普通高等院校信息技术方面的公共
基础课程，虽然目前讲授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的教材已经很多，但现有教材大多偏重电脑配件基本知识
的讲解，对于日常使用计算机时的常见问题处理以及常用系统维护工具软件的介绍内容偏少；另外，
虽然目前笔记本电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有关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常识以及日常维护方面的书籍并
不多见。
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个人计算机的选购、零部件组装以及系统维护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
为选购和日常使用个人计算机提供指导，正是本书的写作初衷。
在本书作者维修计算机的过程中，以及讲授“计算机组装与维护”这门课程时，发现许多用户和学生
对计算机相关部件的发展历程以及常用的计算机专业名词十分感兴趣，而现有教材关于这方面知识的
介绍并不多，为了方便对计算机硬件知识感兴趣的学生和读者了解计算机各个部件的发展变化历程，
本书在介绍计算机常用部件最新知识的基础上，添加了大量与计算机常用部件相关的知识介绍。
例如关于内存方面，不仅介绍了最新的DDR3内存的技术规范及其选购要点，还对内存的发展历程进
行了通俗易懂的介绍，从而使读者能够对计算机各个部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能够知其然
，而且知其所以然。
本书还侧重介绍在日常使用计算机时的基本常识，以及常见问题和故障的处理方法，提供在选购计算
机、组装或者升级计算机时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基于此种考虑，本书将内容设置为硬件篇
和维护篇两部分。
硬件篇（第1章至第10章）详细介绍了当前个人计算机常用硬件（主板、CPU、内存、硬盘、光驱、存
储卡、显卡、显示器、机箱、电源、键盘、鼠标、手写板、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以及常用网络
设备）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分类及其关键性能指标，详细讲解了个人计算机硬件组装过程；维护
篇（第11章至第14章）介绍系统软件安装过程、计算机系统的日常维护、硬件检测以及系统优化等常
用工具软件的使用和常见计算机故障的维护维修方法；并对笔记本电脑的主要性能指标、日常维护以
及使用技巧进行了介绍。
参与本书编写的老师均为具有多年个人计算机维修经验，并且多次讲授计算机组装与系统维护方面课
程的教师，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学体会，因此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初学者的兴趣点以及常见
计算机故障的现象及处理方法。
本书摆脱了以往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教材以讲授计算机配件结构和工作原理为重点的编写思路，把认识
个人计算机各组成部件、掌握各个部件的选购方法、学会组装个人计算机、了解计算机使用常识以及
掌握各种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作为编写重点，尽量避免理论的说教，通过简单具体的操作方法来告诉
读者如何解决日常使用计算机中常见的问题。
本书将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和方法紧密结合，内容准确、权威，参考资料主要从
原始技术文档和相关官方网站上翻译、总结而来；内容涉及面较广，且有一定深度。
与本书配套的电子教案及习题解答可供教师及学生参考。
本书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低年级学生以及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或者计算机系统维
护方面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计算机用户及计算机爱好者了解个人计算机硬件常识，以及计算机维
修和日常维护方面的工具书。
本书由秦杰任主编，许德刚任副主编，参加编写工作的还有杨爱梅老师和周德祥老师。
其中秦杰老师编写第1、2、12、14章及附录，许德刚老师编写第3、4、5、6、7、8章，杨爱梅老师编
写第11、13章，周德祥老师编写第9、10章，全书由秦杰老师负责统稿和最终修改。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同行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书中参考了互联网上的最新技术资料，在此向相关作者及网站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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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面向计算机专业低年级学生及普通计算机用户，系统地介绍了个人计算机的选购、零部件组装以
及系统维护方面的相关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为选购和日常使用、维护个人计算机提供指导。
　　全书分为硬件篇和维护篇两部分，共14章。
硬件篇（第1章至第10章）详细介绍了当前个人计算机常用硬件（主板、CPU、内存、硬盘、光驱、存
储卡、显卡、显示器、机箱、电源、键盘、鼠标、手写板、打印机、扫描仪、数码相机以及常用网络
设备）的组成、基本工作原理、分类、关键性能指标以及个人计算机硬件组装过程；维护篇（第11章
至第14章）介绍系统软件安装过程、计算机系统的日常维护、硬件检测以及系统优化等常用工具软件
的使用，重点介绍了常见计算机故障的判别和故障处理方法，并对笔记本电脑的主要性能指标、日常
维护以及使用技巧进行了介绍。
　　本书将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和方法紧密结合，内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
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低年级学生以及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或者计算机系统维护
方面的教材，也可以作为普通计算机用户及计算机爱好者了解个人计算机硬件常识，以及计算机维修
和日常维护方面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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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各种类型计算机的性能、结构、应用等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的基本组成结构却是相同
的。
现在使用的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结构一直沿用美籍匈牙利著名数学家冯·诺依曼提出的模型，它由运算
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五大功能部件组成，采用的是存储程序结构。
1.2.1 冯·诺依曼模型1944年8月冯·诺依曼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计算机概念，即冯·诺依曼计算机模型。
该模型确立了现代计算机的基本结构，即冯·诺依曼结构，其特点如下。
1.计算机的硬件结构计算机硬件应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基本部件组
成。
2.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内部之所以采用二进制，其主要原因是二进制具有以下优点。
①技术上容易实现。
用双稳态电路表示二进制数字0和1是很容易的事情。
②可靠性高。
二进制中只使用0和1两个数字，传输和处理时不易出错，因而可以保障计算机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③运算规则简单。
与十进制数相比，二进制数的运算规则要简单得多，这不仅可以使运算器的结构得到简化，而且有利
于提高运算速度。
④与逻辑量相吻合。
二进制数0和1正好与逻辑量“真”和“假”相对应，因此用二进制数表示二值逻辑显得十分自然。
⑤二进制数与十进制数之间的转换相当容易。
人们使用计算机时可以仍然使用自己所习惯的十进制数，而计算机将其自动转换成二进制数存储和处
理，输出处理结果时又将二进制数自动转换成十进制数，这给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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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组装与系统维护技术》：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实用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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