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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前，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技能，只是Google这样的大公司对员工的基本要求。
现在，伴随计算机的普及，台式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有各种数码设备的大量使
用，掌握计算机组装和维护的技能成为信息时代每一个经常接触计算机的人的基本要求。
对当代大学生来说，这更是一个信息时代基本的技能素养。
　　本书十分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实践技能。
在内容安排上，力求全面覆盖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方方面面。
除了最基本的组装技术之外，还详细介绍了一些升级维护的高级技术，宿舍级别局域网的组建，无线
局域网的安装设置方法，以及计算机维修、维护的宝贵经验。
　　全书分为15章，在内容的安排上主要体现先掌握计算机配件的各种关键接口技术，然后逐步掌握
各种组装、维护与维修技术。
　　第1章介绍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包括计算机各种关键配件的功能和技术参数。
在学习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了解配件接口技术，为组装计算机打下基础；二是熟悉各配件的技
术参数，为以后选购配件积累经验。
　　第2章介绍主机内部组装，包括计算机主机内各种配件的安装方法。
在学习技能时，注意总结规律，举一反三。
　　第3章介绍主机线缆连接图解。
当配件安装完成，要让计算机运转起来，还需要用各种线缆进行连接。
有些线缆的连接因配件不同而不同，在实践时，还需要认真阅读主板显卡等配件的说明书。
　　第4章介绍BIOS设置。
BIOS是计算机系统底层的设置，对计算机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
BIOS设置是计算机维修人员应掌握的最基本的操作技能。
由于主板厂家使用的主板芯片组和BIOS芯片不同，BIOS具体设置项目也不相同。
本章介绍常见BIOS的主要功能，并以实例介绍常见的设置项目。
　　第5章介绍硬盘分区与格式化。
新硬盘在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之前，必须对硬盘进行分区和格式化。
本章主要介绍利用分区软件进行分区格式化的过程，指导用户认识硬盘分区和文件系统格式。
需要注意的是：新一代的操作系统，如Windows 7等，已经自带了这些功能，还有一些图形界面的工
具可以完成分区格式化，其界面友好，看帮助即可学会操作，可以作为后续学习技能的补充。
　　第6章介绍单操作系统安装。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的灵魂，计算机只有安装了操作系统才能工作。
没有安装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计算机只能称之为“裸机”，并不能满足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本章主要介绍Windows XP、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3系统的安装。
Windows 7脱胎于Windows Vista，其安装和使用比Windows Vista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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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15章，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硬件基础知识、主机内部组装图解、主机线缆连接图解、BIOS设
置、硬盘分区与格式化图解、单操作系统安装图解、多操作系统安装图解、计算机组装高级技巧图解
、局域网的组建、搭建无线局域网、硬盘的维护与优化、常用外设的使用与维护、故障排查的基本方
法、故障的分类与判断、计算机硬件故障解决案例。
    本书十分注重培养大学生的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实践技能。
在内容安排上，力求全面覆盖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方方面面。
除了最基本的组装技术之外，还详细介绍了一些升级维护的高级技术，宿舍级别局域网的组建，无线
局域网的安装设置方法，以及计算机维修、维护的宝贵经验。
    本书内容全面，实例丰富，步骤清晰，既适合作为学习计算机组装、维护与维修的教材，也可以作
为计算机专业维修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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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重点连带型　　通常是对前一种突出重点型方案的补充。
该思路是：当一个子系统升级完以后，必须升级与此相关的其他子系统以配合其性能发挥。
例如，升级完显卡（显示子系统）后，CPI.J（运算子系统）的速度必须跟上，以配合提供更佳的几何
处理能力，还有内存（存储子系统）容量必须够大，以便应付突发的数据流要求。
当然，配备了如此高档的显卡，自然要升级一下显示器（显示子系统），17英寸是最基本的要求，否
则无法体现高档显卡在高分辨率下的性能优势。
按这样的思路一个一个升级下去。
连带型升级思路带给了我们一个在升级过程中很重要的概念：升级要做到尽量平衡各个子系统，不管
在性能上还是在价格上。
　　3.补充扩展型　　这是一种需要资金比较多的升级方案，所升级的配置对于整体性能没有任何帮
助，主要是为了改善平时使用的舒适性和功能扩展。
例如，升级鼠标、键盘、电源和机箱等，也有建议另外购买主动散热装置、LJSBHub、手写板等。
这种升级思路较适合于本身计算机性能已经够用的情况或者有十分特殊要求的用户，如超频等。
普通用户还应以性能为升级的优先考虑对象。
　　4.附加功能型　　这是一种通过购买新配件（一般为外设）来扩展计算机应用的领域。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购买打印机实现纸输出、购买扫描实现图片输入等功能。
现在比较多见的配件有打印机、扫描仪、CD.RW驱动器、摄像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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