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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应用的广泛普及，计算机已经全面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
活当中。
特别是计算机网络的应用，给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计算机网络已成为我们
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所以计算机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和家庭设备，掌握计算机正确的使用与维护维修知识已不
仅仅是计算机专业人士的事情了，广大非计算机专业人士和非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迫切希望了解计算
机硬件知识，掌握组装与维修技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在2005年编写了《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教程》一书，经过3年多的使用，得到了
有关院校师生的好评。
随着科学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第一版教材中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新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需
要，需要及时更新，增加新的内容。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教程（第2版）》已顺利通过教育部评审，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本书注重实用性，着重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计算机维修课程的教材，也可
以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及培训班的教材，更可以成为广大计算机爱好者的参考书。
本书还备有一套课件，供教师和读者参考使用，可向编辑刘海艳索取。
　　本书由沈玉书编写第1、6、7章和附录试题，杨晓云编写第2、8章，彭勤革编写第3、5章，姚立波
编写第9、10章，赵振勇编写第4章，何可人参加了第7章的编写工作。
全书由沈玉书、赵振勇统稿，庄燕滨审校，沈戈、汪晓斌、钱毓等参加了有关编辑工作。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难免还存在不妥之处，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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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实用角度出发，讲解了计算机硬件各个主要部件的基础知识、工作原理、主要性能指标
和正确使用及维护的知识，并介绍了计算机硬件的安装、BIOS的设置和操作系统的安装等内容，还结
合实际介绍了网络设备、宽带网的设置及小型网络和维护知识。
本书每章结束均有练习题供参考，附录还提供了三套试题以方便教师和学生使用。
　　本教材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本科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计算机维护
与维修培训班的教材和电脑爱好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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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步骤10.2.5　常见计算机软件故障的检修举例10.2.6　常见计算机主机硬件故障的检修举例10.3　
微型计算机外设常见故障的分析与排除10.3.1　键盘的维修和维护10.3.2　鼠标的维修和维护10.3.3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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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CRT显示器正是由这个三原色原理制造出来的。
三原色的选择在原则上是任意的，但是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人们的眼睛对红、绿、蓝j种颜色反应最灵
敏，而且它们的配色范围比较广，用这三种颜色可以随意配出自然界中的火部分颜色。
在CRT显示器中，选用红、绿、蓝三种颜色作为三原色，还分别用R、G、B三个字母来表示。
　　CRT显示器主要由电子枪（Electron Gun）、偏转线圈（Deflection Coils）、荫罩（ShadowMask）
、荧光粉层（Phosphor‘）和玻璃外壳五部分组成。
其中玻璃外壳的内层涂有荧光粉层，构成荧光屏。
它的内表面可以显示丰富的色彩图像和清晰的文字。
CRT显示器是怎样将三原色原理用在其中的呢？
当然，并不是直接将这三原色画在荧光屏上，而是用电子束来进行控制和表现的。
　　这首先有赖于荧光粉层，在荧光屏上涂满了按一定方式紧密排列的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荧光粉
点或荧光粉条，称为荧光粉单元，相邻的红、绿、蓝荧光粉单元各一个为一组，学名称为像素。
每个像素中都拥有红、绿、蓝三原色，根据三原色原理，这就有了形成千变万化色彩的基础。
然而，怎样把这三原色混合成丰富的色彩呢？
　　通过电子枪来解决这个问题，电予枪发射高速的电子束，然后在加速极电场的作用下，经聚焦极
聚成很细的电子束，在阳极高压作用下，获得巨大的能量，以极高的速度去轰击荧光粉层。
这些电子束轰击的目标就是荧光屏上的二原色。
为此，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束不是一束，而是三束，它们分别受计算机显卡R、G、B三个基色视频信号
电压的控制，去轰击各自的荧光粉单元。
受到高速电子束的激发，这些荧光粉单元分别发出强弱不同的红、绿、蓝三种光。
根据空间混色法（将三个基色光同时照射同一表面相邻很近的三个点上进行混色的方法）产生丰富的
色彩，这种方法利用人们眼睛在超过一定距离后分辨力不高的特性，产生与直接混色法相同的效果。
用这种方法可以产生不同色彩的像素，而大量的不同色彩的像素组成漂亮的画面，而不断变换的画面
就成为可动的图像。
很显然，像素越多，图像越清晰、细腻，也就更逼真。
可是，怎样用电子枪来同时激发这数以万计的像素发光并形成画面呢？
　　科学家们想到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其原理是利用了人们眼睛的视觉残留特性和荧光粉的余辉作
用，这就是即使只有一支电子枪，只要三支电子束可以足够快地向所有排列整齐的像素进行激发，我
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图像的。
大家不要怀疑，现在的CRT显示器中的电子枪能发射这三支电子束，然后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对所有
的像素进行扫描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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