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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硬件的发展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
尤其是CPU、主板、显卡和各种外设的不断更新换代，使得计算机的性能不断提高。
随着计算机的日益普及，迫切要求高职高专教育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学好计算机技术最好是“两手”都要会，要“软硬兼施”。
在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的同时，计算机组装与维护也是计算机应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本书以先进性、简明性和实用性为编写的指导原则，系统讲述计算机各个部件的基本工作原理、基
本技术参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帮助读者从完全不懂计算机硬件知识的“菜鸟”变成一只“小
鸟”，甚至成长为一只“老鸟”。
通过本书的学习，读者可以根据“好用、够用、适用”的基本原则，写出符合自己实际需求的配机单
，可以完成一个装机员能够完成的全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的需求，本书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教学篇，第二部分是实训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现在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书中还专门讲解了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的基础
知识。
    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编著而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从实用性出发，重点突出、内容丰
富、资料新颖，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它可以作为各级学校计算机硬件结构和系统维护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计算机专业维修人员、
广大的计算机硬件爱好者的自修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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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计算机的心脏——CPU　　1.1　Intel公司的CPU　　1.1.1　早年CPU　　任何一个学习过物理
的人都知道牛顿三定律，任何一个在IT业工作的人也都知道著名的摩尔定律。
1965年摩尔（Gordon Moore）为《电子学》写行业展望的时候，写下了这个有名的预言：集成电路内
部集成的晶体管数目会在每个周期内以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一个周期为18个月）。
这个定律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并非自然规律，但自此以后一直推动着PC的发展，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
预言却经受了长时间的考验。
　　当时市面上的集成电路有30多个元件，在研发中的集成电路是60多个。
摩尔预言10年后会达到6万个（事实上9年后就达到了这个数字）。
这实在是惊人的准确了！
虽然这只是一个行业发展估计，摩尔做这个预测还是非常严谨的。
到1975年，考虑到电路板上空间的限制，摩尔认为不可能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所以修正了他的
预言，预测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将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
据说后来实际速度是每21个月翻一番。
从1965年至今，40多年了，摩尔的预测一直非常准确，被称为“摩尔定律”真是当之无愧。
　　其实早在Intel公司诞生前，集成电路技术就已经被发明。
1947年，AT&T贝尔实验室的三位科学家发明了晶体管。
晶体管的出现，迅速替代电子管并占领了世界电子领域。
随后，晶体管电路不断向微型化方向发展。
1958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的工程师基尔比（Jack Kilby）在一块半导体硅晶片上将电阻、电容
等分立元件集成在里面，制成世界上第一片集成电路。
也正因为这件事，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已退休的基尔比。
l959年，美国仙童公司的诺伊斯（Bob Noyce）用一种平面工艺制成半导体集成电路，从此开启了集成
电路比黄金还诱人的时代。
其后，摩尔和诺宜斯离开原来的仙童公司，一起筹建一家他们自己的公司。
他们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半导体市场是计算机存储器芯片市场。
基于以上考虑，摩尔为新公司命名为Intel，这个词是由“集成（Integrate）”、“电子（Electronics）
”两个英文单词组合成的，象征公司将在集成电路市场上飞黄腾达，结果就真的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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