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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两篇。
第一篇讲解电脑主板维修基础（板卡级维修），主要介绍电脑硬件维修的基础知识，从电脑维修角度
谈电脑主板的各种芯片、插糟、常用的测量工具和维修方法，以及如何判断各种故障；第二篇讲解主
板单元电路的原理及维修，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学习时要掌握维修思路和维修技巧。
　　本书的目标是培养芯片级的电脑主板维修人员，特别适合相关院校或者电脑培训学校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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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电脑主板维修基础　　本篇讲述电脑硬件基础知识和硬件维修常用方法，掌握这些知识
有助于迅速准确地判断故障的部位和排除故障，电脑主板维修基础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电脑主板的实物结构，让读者了解主板上各种扩展槽的名称、作用和性能参数；掌
握各种扩展槽引脚的英文含义、关键测试点，掌握关键测试点的测量方法和正常的电压值、波形；熟
练、正确地识别各种主板上的北桥、南桥、时钟、I/O芯片和网卡、声卡等芯片，以及这些芯片的作
用、性能参数，便于根据故障现象迅速判断故障部位。
　　第二部分讲述电脑主板的维修方法，让读者掌握各种方法的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准确判定故障
部位。
电脑主板的维修方法不是仅仅靠记忆就能掌握的，需要把这些方法灵活地应用到实际的故障中，具体
采用什么方法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第三部分讲述电脑维修常用工具的使用方法，例如万用表、电烙铁、热风焊台、主板诊断卡等。
维修工具的正确使用，可以减少误判，提高维修效率和维修质量。
　　第1章　主板的结构　　主板是电脑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是电脑工作的平台。
主板将电脑各个设备联系起来，使其协调工作。
很多设备的配置都要根据主板的功能、性能参数和类型等进行规划。
电脑主板的更新十分迅速，单单对Inter系列的P4主板来说，从最初的845主板，经过850、865、875
、915主板，到现在的945主板，每年都有新一代的主板和新的技术参数产生。
　　本章内容包括5部分：　　?常用和具有代表性的主板的结构和性能　　?主板上常用的ISA插槽
、PCI插槽、AGP插槽和内存插槽　　?主板上的常用接口，如键盘/鼠标口、电源接口以及IDE接口等
　　?主板上重要芯片的外形特点、功能作用及其参数等　　?BIOS管理的内容和启动顺序（有利于判
断主板故障的部位）　　1.1　奔腾级主板简介　　目前知名主板的厂商多达数十家，每个厂家每年都
有数十种新品上市。
有些厂家市面上流行的主板就高达上百种，各种主板功能和参数不同，电路结构也有所不同。
本节主要以市面上比较常见的Intel芯片组为核心的主板为例，讲述主板的结构。
希望读者能够根据芯片的位置、形状和外围元件迅速了解芯片的名称和作用。
　　Intel芯片组进入维修期和正在销售的有Intel 810、Intel 815、Intel 845、Intel 865、Intel 875、Intel 915
等。
从Intel 810开始用MCH（记忆管理员集线器，内存控制中心）命名以前的北桥芯片，用ICH（I/O管理
员集线器，输入输出控制中心）命名南桥芯片，但人们还是喜欢称MCH为北桥芯片，ICH为南桥芯片
。
虽然主板的种类繁多并且性能不断提高，但所有主板的结构和单元电路的组成都大同小异，它们都是
由电路、插槽和接口这3大部分组成的。
　　?主板上电路包括电源芯片、芯片组、时钟芯片、I/O芯片和基本输入输出系统芯片等核心芯片组
成的单元电路，以及声卡、网卡等辅助电路。
　　?主板上插槽包括CPU插槽、内存插槽、硬盘插槽、光盘插槽、软驱插槽、PCI插槽、ISA插槽
和AGP插槽等。
　　?主板上接口电路包括串口、并口、键盘、鼠标、显示器等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的，因此被称作球面显像管。
球面显像管的屏幕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是弯曲的，这种弯曲的屏幕造成了图像失真及反光现象，也使
实际的显示面积变小。
　　为了减少球面屏幕9特别是屏幕四角的失真和显示器的反光等现象，1994年出现了“平面直角”显
像管。
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面，只是其显像管的曲率相对球面显像管比较小而已，其屏幕表面接近平面
，曲率半径大于2m，四个角都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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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屏幕的反光和四角失真程度都减轻不少，再加上屏幕涂层技术的应用，使画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1998年底，，一种崭新的完全平面显示器出现了，这种显示器的屏幕在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是笔直
的，图像失真和屏幕反光都被降到最低的限度，完全平面显示器又称为纯平显示器。
现在市场上的显示器大多是纯平显示器，如图1.2所示。
　　为了减少显示器机身的厚度和体积，人们开发了广角偏转线圈技术，如图1.3所示，它能使电子束
的最大偏转角度达到1000以上。
这样，在较短距离内就可以实现电子束的完全覆盖，从而使显像管的厚度缩短2英寸左右。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采用短颈显像管，在显像管的电子枪末端使用更小的部件，这也可使机身的厚度减
小1英寸左右。
现在市场上已出现了不少短管显示器，使17英寸显示器的厚度与15英寸的相接近。
　　在对屏幕图像的调整方面，CRT显示器的操控方式也由模拟调节发展到数控调节。
早期的显示器只能采用电位器模拟调节，也就是在显示器下方设置一排旋钮，如图1-4所示，通过这些
旋钮对显示效果进行简单的调整（包括亮度、对比度、以及屏幕大小及方向）。
模拟调节的缺点在于所能达到的功效有限，只能实现几种最常见的控制调节。
另外，显示器中的模拟器件较多，出现故障的几率也比较大。
　　随着Windows操作系统的发展，VESA的DDC协议允许显示器与主机问通过数据通道进行信息交换
，从而出现了数控调节。
数控显示器内部带有专用的微处理器，可记忆显示模式，切换时无需调整，量化调节更精确，按钮为
轻触型，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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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深入推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我们组织了一批在职业技术教学中具有丰富的理论与技能训练经
验的高级维修技师、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以《国家职业标准》的要求为依据，编写了这套硬件维修
图书。
　　坚持“突出特色，少而精”的原则，做到通俗易懂，凸显行业特点。
　　坚持“实用、够用”的原则，简化理论叙述，着重信号流程分析，突出元件作用，指明维修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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