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基础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基础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561229286

10位ISBN编号：7561229283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丁雪芳，吕庆莉　主编

页数：230

字数：3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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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基础教程>>

前言

　　21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
提高全民族的竞争力，积极发展高职高专教育，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
　　高等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
正如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所指出的那样，“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适应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实用人才，真正办出特
色。
”因此，不能以本科压缩和变形的形式组织高等职业教育，必须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自身规律组织教
学体系。
为此，我们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及社会对教材的普遍需求，组织高等职业院校有丰富教学经验的
老师编写了本套“21世纪高职高专计算机课程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充分考虑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现状和发展方向，在编写过程中突出了实用
性，重点讲述目前在信息技术行业实践中不可缺少的知识，并结合具体实践加以介绍。
大量具体操作步骤、众多实践应用技巧、接近实际的实训材料保证了本套教材的实用性。
在本套教材编写大纲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广泛收集了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计划，调研了多个省市高等
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使编写大纲能最大限度地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
，切合高等职业教育实际情况。
　　在选择作者时，我们特意挑选了在高等职业教育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优秀骨干教师。
他们熟悉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实际，并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其中许多是“双师型”教师，既是教授、
副教授，同时又是高级工程师、认证高级设计师；他们既有坚实的理论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又有
丰富的写作经验及较好的文字水平。
　　本套教材是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技术院校、高等专科院校计算机课程规划教材，，适用于信息技
术类相关专业，如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信息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电算化
等，也可供优秀高职学校选做教材。
对于那些要提高自己应用技能或参加证书考试的读者，本套教材也不失为一套较好的参考用书。
　　最后，希望广大师生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使本套教材成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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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1世纪高职高专计算机课程规划教材，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硬件、计算
机外围设备、计算机组装、BIOS设置与优化、硬盘分区与格式化、软件安装、计算机的维护与检修及
实训。
书中内容全面实用，可使读者在实际的计算机购买、组装、使用和维护中更加得心应手。

　　本书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体现了高职高专教育的特色，突出了实用性，既可作为高职高专及各
种电脑培训班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材，也可供广大计算机爱好者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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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1.4 计算机故障常见的检测方法计算机常用的检测方法有以下几种：1.加电自检在每次启动计算
机时，计算机自检程序都会对主板、内存、显卡、磁盘、键盘等主要部件进行一次快速地检查测试。
在检查的时候，计算机的扬声器会发出声响，可以通过扬声器的声音判断错误。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通过看、听、闻等方法来检测故障。
看足指观察系统板卡的插头和插座是否歪斜、电阻和电容是否相碰、表面是否烧焦、芯片表面是否开
裂等，还要看是否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造成短路；听是指监听硬盘电机或寻道机构、显示器
变压器、电源风扇等设备的工作声音是否正常，当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通常有异常的声响伴随；闻
是指闻主机、板卡中是否有烧焦的气味，便于发现和诊断故障，以确定短路位置。
　　有时候可以用手触摸的方法来检测故障，看芯片是否活动或接触不良。
另外，在系统运行时用手触摸CPU、硬盘、显示器等设备的外壳，根据其温度可以判断设备运行是否
正常。
　　3.替换法　　替换法是目前用得比较多的一种方法，在无法确定哪个部件损坏时，应尽可能不动
元器件的电路，用一台无故障机器的部件替换有故障机器的部件进行检查。
例如将有故障机器的声卡、显卡、内存、硬盘等部件依次拔下，换上好的部件，观察故障还是否存在
。
当某个部件出现问题时，换上好的部件故障就会消失，这时就可以确定故障所在。
　　4.隔离法　　隔离法就是将主板上的部件逐一拔下，然后启动计算机，看故障是否消除，若故障
消除，则可以确定故障就是这个部件所引起的，可考虑通过更换部件来消除故障。
若故障仍然存在，则继续上面的工作，直到找到故障的所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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