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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计算机硬件结构、组成、组装方法及计算机软件的安装与维护技巧，涵盖了计算机
组装与维护的基本常识和基础知识。

　　全书共分14章，第1～8章主要介绍计算机硬件及组装，以及计算机实际应用过程中与硬件相关的
问题；第9～13章主要介绍计算机软件安装与维护知识，以及计算机实际应用过程中与软件相关的问题
；第14章主要介绍和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相关的实验指导。
大多数章节都安排有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应用案例，能够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提高实践技能。

　　本书内容全面、实用、详略得当，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或者计算机培训班的教
材，也可供计算机应用与维护人员自学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书籍目录

第1章 微型计算机概述
1.1 微型计算机硬件系统
1.1.1 微机的硬件组成
1.1.2 微机硬件功能结构
1.2 微型计算机软件系统
1.2.1 软件系统的组成及分类
1.2.2 微机软件系统的层次关系
1.3 计算机系统组成
1.4* 计算机的发展过程
1.5* 计算机系统的工作过程
1.6* 微机的体系架构
1.7* 计算机的发展方向
1.8* 二进制及数据单位
1.8.1 为什么用二进制
1.8.2 数据单位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2章 中央处理器
2.1 CPU的分类
2.2 CPU主要技术指标
2.3 CPU的其他技术
2.4 CPU主流品种
2.5 CPU和风扇的安装与拆装
2.5.1 装拆电子部件一般注意事项
2.5.2 安装CPU前的准备工作
2.5.3 安装CPU
2.5.4 安装散热片和风扇
2.5.5 拆除散热片和风扇
2.6 CPU的保养和维护
2.7* Intel发展简史
2.8* AMD发展简史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3章 主板
3.1 主板的分类
3.2 主板的功能
3.3 主板的组成
3.3.1 芯片组
3.3.2 主板接口
3.3.3 BIOS芯片
3.4 主板的主要技术指标与选购
3.4.1 主板的主要技术指标
3.4.2 主板的选购
3.5* 主板其他硬件
3.5.1 CMOS芯片和电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3.5.2 系统频率电路与时钟电路
3.5.3 分立元件类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4章 内存
4.1 存储器概述
4.1.1 半导体存储器的分类
4.1.2 半导体存储器的性能参数
4.1.3 内存的选购
4.2 内存条的安装与拆卸
4.2.1 内存条的安装
4.2.2 内存条的拆卸
4.3 存储系统的层次结构
4.4 内存技术
4.4.1 内存模组技术
4.4.2 快速动态随机存储技术
4.4.3 访问时间
4.4.4 动态随机存储器介绍
4.5 高速缓冲技术
4.6 内存技术发展趋势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5章 微机辅助存储设备
5.1 硬盘
5.1.1 硬盘的物理结构
5.1.2 硬盘的逻辑结构
5.1.3 硬盘的基本参数
5.1.4 硬盘的数据保护
5.1.5* 硬盘相关概念
5.2 光盘驱动器
5.2.1 光驱的结构
5.2.2 光驱的技术指标
5.2.3 光驱的工作原理
5.2.4 光驱的选购
5.2.5 光驱的测速
5.2.6 光驱的维护
5.2.7 内外置光驱比较
5.3 移动存储盘
5.3.1 移动盘的特点
5.3.2 移动盘的主要用途
5.3.3* USB接口介绍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6章 显示系统设备
6.1 显示卡
6.2 显示器
6.2.1 显示器分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6.2.2 显示器电路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7章 其他外部设备
7.1 声卡
7.1.1 声卡概述
7.1.2 工作原理和主要功能
7.1.3 声卡的类型
7.1.4 声卡的发展
7.2 音箱
7.2.1 音箱的种类
7.2.2 音箱的安装
7.2.3 音箱的选购
7.3 键盘和鼠标
7.3.1 键盘
7.3.2 鼠标
7.4 机箱和电源
7.4.1 机箱简介
7.4.2 电源概述
7.5 其他外设
7.5.1 打印机概述
7.5.2* 扫描仪简介
7.5.3 数码相机概述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8章 微机系统整机组装
8.1 整机组装的重要原则
8.2 主要部件的安装
8.2.1 CPU的安装
8.2.2 内存条的安装
8.2.3 主板的安装
8.2.4 外部存储设备的安装
8.3 线路连接
8.3.1 内部部件线路连接
8.3.2 外部设备线路连接
8.4 通电前的检查
小结
思考与练习题
第9章 微机系统BIOS设置与优化
9.1 认识微机系统B10S
⋯⋯
第10章 微机操作系统
第11章 微机系统软件维护技术
第12章 微机实用维护工具软件
第13章 微机故障维修
第14章 实验指导
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内存条的工作电压。
早期的FPM内存和ED0内存条均使用5 V电压，现在有使用3.3 v的。
SDRAM使用3.3 V电压。
DDR内存使用2.5 V电压，采用接口标准SSTL_2I／O。
DDR2内存的工作电压为1.8 V，采用接口标准SSTL一18 I／O。
DDR3内存的工作电压为1.5 v，采用接口标准SSTL_15 I／O。
DDR4内存的工作电压为1.2 V以下。
随着工作电压的降低，相同数据传输量的功耗将明显下降。
 （2）内存条容量。
计算机系统中，内存的容量等于插在主板内存插槽上所有内存条容量的总和。
内存容量的上限一般由CPU、主板芯片组和内存插槽决定。
特别是内存多通道技术的出现，支持几个通道，就必须选用几根内存条，这样才能发挥多通道技术的
作用。
巨前绝大部分芯片组可以支持2 GB或以上的内存，主流的芯片组可以支持4 GB或以上的内存。
目前内存控制器已集成至CPU，因此，支持的内存条容量将由CPU和主板共同决定。
32位操作系统最多只支持4 GB内存。
 （3）内存条的接口类型与引脚。
内存条的接口类型是根据其金手指数量来划分的。
金手指是内存条与内存条插槽之间的连接接口。
早期的内存是30脚或72脚。
对于台式机而言，DDR采用184脚接口，而DDR2和DDR3均采用240脚接口，而且其工作电压和接口均
不兼容。
DDR、DDR2和DDR3的缺口位置如图4-6所示。
 （4）内存条等效主频。
内存存取数据的时间，即存储器进行一次完整的存取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单位为纳秒。
内存上标有-5、-6、等字样，表示存取时间，-5表示50ns，-6表示60 ns，时间越小，速度越快。
尽管内存的制造流程在不断改进，但作为单个的DRAM，存取速度提高并不大。
 CPU的速度在不断提高，CPU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存在瓶颈。
目前主要采用了DDR1、DDR2、DDR3等预提取技术或并行提取技术，可在内存内核频率（100 MHz
、133 MHz、166 MHz、200 MHz）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实现内存条I／O与CPU接口速度的大幅提升。
例如DDR3-1600，数据传输率达1600 MT／s，内存条I／O与CPU接口之间主频达800 MHz。
定义这个频率作为内存主频显然不合适，容易混淆。
作为一般用户，只要知道内存条等效主频这个概念就行了，因此可以把DDR3.1600（1600 MT／s，每
周期传输两次数据）之800 MHz定义为内存等效主频。
单根内存条数据线为64位，8个字节宽，那么DDR3-1600单根内存条的数据带宽=1600×8=12 800（MB
／s）=12.8（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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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计算机组装与维护(第2版)》内容全面、实用、详略得当，适合作为高职高
专院校计算机应用专业或者计算机培训班的教材，也可供计算机应用与维护人员自学参考。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