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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在农村、工厂、学校⋯⋯到处都会用到计算机。
计算机系统虽然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比较稳定，但依然需要经常拆装和维护。
可以说，组装和维护计算机的技能，是信息时代人们必备的技能之一。
　　计算机组装和维护是计算机爱好者学习计算机知识的重要方面，也是广大计算机爱好者不断学习
和提高的基础，更是计算机开发人员、网络管理人员的基本技能，亦是网络工程师、仪器安装和开发
工程师、计算机控制线设计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必备技能。
　　第1版《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宝典》出版之后，我们收到了在校大学师生、计算机爱好者，以及部
分专业人员的反馈，促使我们思考，一本经典的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图书，还需要哪些内容？
我们调研和总结发现，虽然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但总的来说，有三个不变：　　①以芯片组＋CPU
＋内存构成的计算机基本体系架构不会变，其他计算机配件都在它们的调度下运行。
这对我们理解计算机的运行原理，掌握各个计算机配件变化，有提纲挈领的帮助作用。
　　②计算机接口技术变化不大。
最古老的串口，现在依然在一些专业计算机上可以找到，USB接口技术出现10多年了，也只是速度上
的变化⋯⋯掌握各种接口的简单原理和连接方法，使我们组装电脑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知识和技
能已经被淘汰，只要根据接口，去识别新的配件，或到网络查询相关内容，即可补充新的知识。
　　③计算机维修、维护的原理不变。
计算机启动、运行的原理基本没有变化；而无法启动，运行时黑屏等故障以及计算机安全问题，依然
是计算机维修和维护中出现得最多的问题，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技能，任何一台新计算机出现故障，
就可以依循原理，望闻问切，顺利地将问题解决。
　　根据这三个基本不变，我们重新组织了内容，一一体现在《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宝典（第2版）》
中，同时邀请专业人士审读并录制了装机视频，以帮助读者完善知识结构。
具备良好技能和一定的学习能力，即使计算机的一些个别配件技术发生了变化，依然能快速了解，保
证自己可以轻松组装和维护计算机。
　　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内容优化，从刚刚接触计算机到DIY爱好者，从计算机培训学校的学员到
一般的网络管理员，再到网络工程师⋯⋯均可以从本书中获得有益的知识。
在内容上，本书被称为“四合一宝典”，因为它包含下面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硬件宝典”。
书中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的基本常识和计算机组装必需的每一种配件，并伴有详细的图解；详细介
绍了计算机各种主要配件的技术参数以及安装方法和注意事项，使用户可快速获得计算机组装的应用
技能。
同时，为了帮助各位读者更加形象地掌握计算机组装和升级的技能，我们特地提供了视频光盘，帮助
读者学习。
　　其次是系统宝典。
这部分内容介绍了Windows XP和Windows Vista的安装过程，在系统安装的基础之上，介绍了系统维护
方面的个性化定制、优化设置、安全配置、工具软件和系统的备份和恢复等知识，使读者掌握全面的
系统安装和维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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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组装、系统安装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全书共分4篇和1个附
录：硬件篇全面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的基本常识和计算机组装必需的每一种配件，同时配有装机视频。
操作系统篇介绍了Windows各个版本的安装过程。
工具篇专门从维护的角度精心选取了上百种计算机维护和故障排除相关软件。
网络篇全面介绍了各种网络设备的使用及其组网指南。
附录以资料的形式介绍在一台PC上安装Windows的操作系统，三种BIOS的最新设置，DOS基本应用方
法和技巧，注册表应用等。
    本书适合计算机应用、网络维护从业人员学习，也是初学者快速晋级工程师的参考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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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硬件篇　第1章 算机组成原理与体系架构　第2章 主板　第3章 CPU和内存　第4章 显卡和显示器
　第5章 硬盘和光驱　第6章 其他设备　第7章 整机组装第2篇 操作系统篇 　第8章 Windows系统安装图
解　第9章 个性化配置　第10章 Windows优化配置　第11章 安全配置　第12章 装机必备“武器库”　
第13章 系统备份和恢复第3篇 工具篇 　第14章 综合光盘工具　第15章 硬件检测工具　第16章 Windows
磁盘管理工具　第17章 DOS下的磁盘工具　第18章 安全工具　第19章 诊断与修复工具　第20章 远程
协助工具第4篇 网络篇 　第21章 局域网概述　第22章 局域网设备　第23章 实用组网技术　第24章 局域
网组网实例　第25章 局域网宽带连接共享附录（光盘内容）　附录A 多操作系统的安装　附录B 注册
表设置　附录C DOS和命令行应用技巧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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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一个忙碌的工厂，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仿佛所有的工作都按一定的音乐节拍运行；而
计算机中的电子器件，也是在“音乐节拍”的指挥下，一拍一拍地完成自己的规定动作。
　　这个“音乐节拍”在计算机中的术语叫做时钟频率。
　　其实，所有的电子元器件，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聪明，它们只会在系统的时钟频率下，一个节
拍一个节拍运行。
　　比如，我们认为最强的电子器件：CPU，也只不过是在一定的时钟节拍下，按规律运行。
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节拍来了，它从内存中调入一条指令；第二个节拍来了，它翻译解释这条指令
；第三个节拍来了，它执行这条指令⋯⋯　　CPU就这样一条一条地执行指令（程序），这些构成了
它全部工作的内容。
而给他设计指令（程序）的人类，才是真正聪明的。
　　CPU一个节拍一个节拍地工作，好像很笨很慢的样子，实际上，CP[J时钟频率的参数是MHz，也
就是说，一秒钟提供100万个节拍。
现在的主流计算机，CPU的频率至少是1GHz。
也就是说：每一秒钟，提供10亿个节拍。
大家想想，这样每秒钟可以执行多少条指令啊！
所以，计算机同时运行3、4个程序，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不同时间片执行不同的程序。
鉴于以上分析，可以说，在执行指令的架构不变的情况下，CPU的主要技术参数就是时钟频率，其值
越高，理论上每秒执行的指令数就越多，CPU性能就越好。
　　在做体操的时候，人按时间节奏每秒最多能完成十几个动作。
和计算机比起来，人的“节拍”真是太慢了。
人类的伟大之处或许就在这里，即总能发明一些可以超越自己的工具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我们的大脑有想象力，也许，这就是我们和计算机的最大区别。
　　1.2 得标准者得天下　　兼容性原理，简单来说就是：从奧托到奧迪，不管是什么样的汽车，一定
要兼容我们驾驶汽车的习惯。
　　计算机中最简单的案例就是键盘，QWERT⋯字母的排列方式，从我们敲击键盘合理频率角度来
看，未必是最科学的，也未必对我们手腕健康最有利，但是一开始，键盘是就这个样子。
你可以生产自认为更科学的键盘，但肯定卖不出去。
　　计算机系统也是这样，当年，IBMPC发明的时候，IBM选中了Intel8086系列作为CPI了，PC上众多
的软件就开始使用了被称为“x86”系列的指令集，Intel自己开发出了80386、80486、Pentium系列CPU
，AMD等公司开发了Althon等CPU，这些CPU，都要兼容这些软件，并且100％兼容最初的x86指令集
。
　　为了要兼容它，于是就产生了x86指令集标准。
也许这个标准不是最好的，但是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标准，很难受到挑战.比如，我们想挑战纸张的标
准，使用一种更符合中国人阅读的纸型，但是选用特殊的纸型，生产成本太高，独家使用成本更高，
很难得到普及。
所以，人们总是尽量在标准纸型中选择自己需要的。
同样道理，成千上万的软件采用x86指令集，这些软件的价值造就了x86指令集的价值。
20多年来，很多公司，很多优秀的计算机科学专家，想挑战这个标准，他们提出了很多更科学、更有
效的指令集，但是都没有一个新的标准，能像x86指令集这样被人们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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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硬件宝典：全面介绍计算机硬件基本常识和组装必需的每一种配件，配备详细图解和视频，读者
可快速获得计算机组装应用技能。
　　系统宝典：详细介绍了Windows XP和Windows Vista的安装过程、系统维护、优化设置、备份和恢
复等知识，使读者掌握全面的系统安装和维护技能。
　　工具宝典：从维护的角度精心选取了上百种计算机维护和故障排除相关工具软件，从本地操作到
远程协助，帮助读者全面掌握工具操作技能。
　　网络宝典：定位于中小企业网络建设，介绍了各种网络设备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多种组网方案，
帮助网络管理员轻松应对用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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