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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附光盘)》编著者孙莹。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附光盘)》首先介绍如何认识主板；然后依次深入介绍主板的各个组成部件，
通过文字描述及实物图的形式揭示出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讲解精选的维修实例，做到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
另外，本书配套光盘中包括实物跑线图、接口定义图及实测对地阻值表等内容。

    本书适合初步接触硬件维修、具有基本电学知识的读者阅读，也可作为硬件维修培训机构的课程教
材或独立自学者的教材。
本书对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维修人员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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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主板维修高级教程(附光盘)》编著者孙莹。
    本书共分8章。
第1章、第2章介绍主板是什么，以及所用到的检测仪器，这是学习主板维修的第一步。
第3章介绍主板使用的基本元件及芯片常识，这是从事电路维修的必备基础知识。
从第4章到第7章，依次介绍主板各个组成部分的定义、电路结构、原理、概念等，并进行数字电路的
总结。
第8章精选十几个维修实例加以讲解，以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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