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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尽可能汇集并精心选取微型机系统各种部件的最新资料，内容覆盖了多媒体微型机的基本硬件和
系统软件。
书中大量插入各种部件的原理图和实物图，以及软件的安装界面图，文字叙述均从基本原理人手，循
序渐进，层次分明，尽可能深入浅出，避免使读者陷入一大堆完全陌生的概念与术语之中。
通过本书的讲述，能够使读者系统而全面地认识微型机，并能识别和选购微型机的各种软、硬部件，
培养自己动手、选购、组装、调试和维护微型机系统的能力。
　　全书共分5章，第1章从微机硬件的模块化结构着手，详细讲述了从微处理器到鼠标器等各种部件
的基本工作原理，介绍了各种部件的新产品、采用的新技术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
第2章从微型机的实际组装着手，介绍了微机硬件系统的组装步骤、系统设置、系统软件的安装与调
试过程，以及资源配置、系统检测及维护技术。
第3章介绍各种微型机系统如何组织和管理最重要的系统资源——内部存储器，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常
常令微型机用户感到困惑的存储器层次结构、扩展(充)内存、虚拟地址保护模式、内存探查与内存优
化等问题。
第4章介绍微型机系统如何管理外部存储器——磁盘的内部组织与结构、磁盘文件的读写机制、磁盘
空间的分配与释放等磁盘管理技术。
第5章阐述了计算机病毒概念与计算机病毒机制，介绍了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以及常用杀毒软件的使
用知识。
目录中注有“*”的章节，可以根据教学目的进行适当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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