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组装与维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微机组装与维护>>

13位ISBN编号：9787302232933

10位ISBN编号：7302232938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连锁 编

页数：2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微机组装与维护>>

前言

　　本教材是财经类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的系列教材之一。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制定“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简称CFC）最新教学改
革的要求，结合当前财经类专业计算机基础教学“面向应用，加强基础，普及技术，注重融合，因材
施教”的教育理念，我们特别在教学体系的设计上做了大胆改革。
即将原来的“计算机文化基础”、“VisualFoxPro数据库及其应用”两门课程，新建成相对独立但又自
成体系的6大部分，包括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与数据库应用、多媒体技术应用、网页制作、微
机组装与维护、Excel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并组织相关骨干教师本着“任务驱动、案例贯穿”的原则
，编写了这套计算机基础教学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力求突出案例驱动的教学思想，一方面，充分尊重和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另一方面，可以
和各专业后续课程进行有效的对接，使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能更好地运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为学生在自
身的专业领域中实现二次开发奠定较好的基础。
　　在微机普及的今天，微机操作能力已经是每一个大学生必不可少的基本技能之一；然而微机维护
能力并未受到普遍重视，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微机维护应该是计算机专业人员所从事的工作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微机逐渐成为普通家庭必备的电子产品这一趋势是必然的。
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这种发展需求，微机维护技术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逐渐淡化了对专业理
论和技术的要求，从过去的专业维护和维修，演变成现在的自己动手完成部件安装、系统安装、病毒
查杀和日常使用维护等工作。
从这一发展变化趋势来看，大学生完全应该，同时也可以掌握基本的微机维护技能。
　　微机维护的目的是保障系统及设备的正常运转，使微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
维护人员应该能够及时处理系统发生的各种故障，同时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损失，还应该采取一些有
效的预防措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微机维护人员要有基本的微机知识，还应该掌握必要的维护方法和手段。
本书就从微机维护的实际要求出发，并且考虑到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教材体系及内
容设计上进行了较大调整。
教学内容以当前主流微机产品为主线，不过多地介绍微机硬件产品和技术，通过系统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基本的维护方法并具备最基本的维护能力。
　　本书共分为17章，其中第1、2、14、16章由陈连锁编写，第3、4、5章由刘保利编写，第10、13章
和第15.1、15.2节及附录由杨丽君编写，第11、12章和第15.3、15.4节由高阳编写，第7、9章由郝秉华编
写，第6、8、17章由刘洪编写，全书由陈连锁修改和统稿。
　　在本书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赵俊岚、乔晓华教授始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
意。
　　由于微机发展非常快，技术日新月异，新产品层出不穷，加之作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
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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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当前流行的微机硬件配置为主，介绍微机组装、操作系统及工具软件的安装和使用、系统的日
常维护等内容；通过具体的案例设计，使读者提高微机的基本维护水平。
全书内容包括：CPU、主板、内存、显示系统、外存、微机的组装、CMOS参数的设置、硬盘的分区
、操作系统的安装、常用工具软件、计算机病毒、微机故障诊断及处理、常用外部设备以及实验指导
。
    本书注重实用、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详略得当，并且配有相应的练习题、实验指导及电子课件等
完备的辅助教学资料。
本书主要是为财经类专业本科生编写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各类大专院校、职业技
术学院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同时也适合各类培训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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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超线程技术　　超线程技术（Hyper Threading Technology）简称HT技术。
该技术首先出现在Intel的Pentium4Xeon（志强）处理器中，2002年Intel公司推出了带有超线程技术
的Pentium43.06GHz微处理器，之后超线程技术被用于台式机微处理器中。
　　超线程技术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微处理器中的多条流水线模拟成为多个独立的逻辑处理器，让
每个逻辑处理器都能实现线程级并行计算，同时兼容多线程操作系统和软件，进一步提高微处理器的
性能。
’　　（5）多核技术　　多核技术就是将两个或更多的CPU核心集成在同一个微处理器芯片中。
采用双核技术的CPU首先是由AMD公司于2005年5月推出的面向服务器和工作站级的高性能64位处理
器产品，随后在台式微机普及。
目前多核CPU中最多包含了8个核心。
　　（6）生产工艺　　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水平一般用“工艺线宽”或“工艺制程”来表示，即电
路中线条的宽度。
早期的8086芯片工艺线宽是10微米，工作频率只能达到8MI-{z，目前的CPIJ生产工艺线宽已经小于0.05
微米。
工艺线宽数值越小，电路的工作频率就越高，功耗和发热量也就越小，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芯片的
集成度，使CPU内部电路更趋复杂。
　　（7）工作电压　　CPU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值就是额定电压。
低于额定值信号会减弱，使电路不能正常工作，高于额定值会缩短CPU寿命甚至烧坏电路。
在8086和286时代，CPU工作电压为5伏，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改进，工作电压也逐渐下降，目前的工
作电压已经降到1.3 伏以下，并有可能进一步降低。
CPU工作电压下降，芯片发热量自然减少，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大芯片的面积，提高集成度。
　　（8）封装技术　　封装技术直接关系到CPU的散热和可靠性。
封装就是集成电路的外壳，封装技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芯片的保护和散热以及芯片与主板的电路
连接。
目前常用的CPU封装形式主要有下面几种。
　　①PGA封装　　针栅阵列（Pin Grid Array）封装，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采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封装形式，引脚数一般为三四百个。
80486、Pentium、Celeron等采用此封装。
　　②BGA封装　　球栅阵列（Ball Grid Array）封装，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采用的超大规模集成电
路封装形式，引脚数一般为五六百个。
目前大多数主板芯片组和笔记本电脑专用CPLJ采用此封装。
　　③FC-PGA和m PGA封装　　反转芯片针栅阵列（Flip Chip PGA）封装和微型针栅阵列（Micro
PGA）封装，这两种封装都是PGA的改进形式。
这两种封装用于Pentium4、Celeron以及AMD的K8系列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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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当前流行的微机硬件配置为主，介绍微机组装、操作系统及工具软件的安装和使用、系统的日
常维护等内容，配有相应的练习题、实验指导及电子课件等完备的辅助教学资料，适合作为高等院校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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