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互联网＋”创新型教材

计算机应用基础
主　编　李兰兰



内 容 简 介

根据教育部制订的教学要求以及新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书中主要内容有：计算机

系统基础、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操作系统的使用、计算机网络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应用基础、Ｗｏｒｄ　２０１０文字编辑软件的使

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　２０１０演示软件的使用、多媒体技术基础和信息安全基础

等内容。每章都有适量的习题以方便学生练习。本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图文并茂、内容实用、层次分明、

讲解清晰、系统全面。本书为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计算机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人员的自学参考用书

或培训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计算机应用基础／李兰兰主编 ．－－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８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３５－５１８９－７

　Ⅰ．①计…　Ⅱ．①李…　Ⅲ．①电子计算机　Ⅳ．①ＴＰ３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２０１７）第１８８４２３号

　

书 名：计算机应用基础

著作责任者：李兰兰　主编

责 任 编 辑：满志文

出 版 发 行：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１０号（邮编：１００８７６）

发 行 部：电话：０１０－６２２８２１８５　传真：０１０－６２２８３５７８

Ｅ－ｍａｉ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ｂｕｐｔ．ｅｄｕ．ｃｎ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７８７ｍｍ×１　０９２ｍｍ　１／１６
印 张：１３．７５
字 数：３３９千字

版 次：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１版　２０１７年８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６３５－５１８９－７ 定　价：３０．００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



前　　言

本书是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组织编写，是面向广大在校中职生的教材。“计算
机应用基础”是一门计算机入门课程，属于公共基础课，是为计算机专业类学生提供计算机
一般应用所必需的基础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课程，也可以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阅读。本书内
容丰富，与时俱进，实用性强。

本书本着突出“针对性、实用性、实践性和应对性”的要求，用通俗的语言配以大量的插
图，详细介绍了计算机的基础知识、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操作系统、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ＰＰＴ和网络知识等
软、硬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书中用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实例来
加深和巩固所学知识，提出了一些涉及电脑办公常见的具体问题，帮助学生提高求职面试的
应对性。本书还配有与教材内容对应的上机指导书。

本书主要由李兰兰、张志丰、冯美玲、郭菊、刚晓祥共同编写。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
又比较仓促，书中肯定存在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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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计算机基础知识

知识目标

（１）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及其应用。
（２）理解并掌握计算机系统组成。
（３）熟悉微型计算机硬件结构。
（４）熟悉常用的计算机专业术语。

技能目标

（１）掌握计算机常见的软硬件知识。
（２）掌握计算机的性能指标。

任务一　我来说———计算机的发展、特点及应用

任务背景

本节内容主要向读者介绍计算机的发展、特点及其应用领域等基本理论知识。作为普
通的计算机用户，这一部分内容不是必备的知识，就像会使用电视机，而不必了解它的发展
历程、各部件组成、性能指标一样。但是，作为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掌握这些基础知识是必要
的，它是深入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掌握操作技能的基础。

任务链接

通过大家都来参与“说”的活动方式，学习计算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应用
领域。

活动引导———大家都来说

想一想

分组查阅相关资料，按如下提纲共同参与讨论：
（１）说说计算机的发展史。
（２）说说计算机的分类。
（３）说说计算机的特点。
（４）说说计算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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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做

１．说说计算机的发展史
计算机是２０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第一台计算机是美国军方专门为计算弹道轨迹

而研制的。自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以来，计算机的应用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有力地推动了
整个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现代化工具。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于１９４６年２月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并命名为

ＥＮＩＡ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如
图１．１所示，它使用了１８　０００个电子管、１　５００个继电器、７　０００个电阻、１０　０００只电容、体积
庞大，占地１７０平方米、重达３０吨、每小时耗电１５０ｋＷ、每秒运行５　０００次加减运算。

ＥＮＩＡＣ的问世标志着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图１．１　ＥＮＩＡＣ

从第一台计算机诞生到现在短短的７０多年，其发展速度之快，种类之多，用途之广，是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中任何一门学科或任何一种发明所无法比拟的。按其所用的元器件可
以将计算机划分为四代：

（１）第一代计算机（１９４６—１９５８年）电子管计算机。其特点是：输入与输出主要采用穿
孔卡片或纸带，体积庞大，造价昂贵，运算速度慢，可靠性差，操作需要的人手多，内存容量很
小只有几ＫＢ，主要使用机器语言和汇编语言，来编写应用程序。因此这一时代的计算机主
要用于科学计算。

（２）第二代计算机（１９５８—１９６４年）晶体管计算机。其体积大为缩小，可靠性能大为增
加。运算速度大大提高，达每秒几十万次，使用高级语言。应用范围扩大到了数据处理和事
务处理。

（３）第三代计算机（１９６４—１９７１年）集成电路计算机。此阶段计算机的特征是使用中、
小规模集成电路作为其逻辑元件。相对于第二代计算机其体积又小了许多。运算速度每秒
可达几十万次到几百万次。这一时期，计算机开始走向系列化、通用化和标准化，高级语言

数量增多，计算机开始出现在各个领域。
２



（４）第四代计算机（１９７１年至今）以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主要器件。运算速

度每秒几百万次至上亿次。操作系统不断完善，数据库管理系统有了更新的发展，软件行业

已发展成为新型的现代产业。

人们正在研发的第五代计算机是把信息采集、存储、处理、通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

的智能计算机系统。它不仅能进行一般信息处理，而且具有形式化推理、联想、学习和解释

的能力，将帮助人类开拓未知的领域。

２．说说计算机的分类

计算机及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计算机类型的不断分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种类的

计算机。

（１）按照计算机的结构原理可分为模拟计算机、数字计算机和混合式计算机。

（２）按计算机用途可分为专用计算机和通用计算机。

（３）按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字长、存储容量等综合性能指标，可分为巨型机、大型机、

中型机、小型机、工作站和微型机。

３．说说计算机的特点
（１）具有逻辑判断能力，能在程序控制下自动地进行工作

逻辑判断是指计算机不仅能进行算术运算，还能进行逻辑运算，实现推理和证明。在程

序控制下进行工作是指把需要处理的问题事先编好程序保存在存储器中，计算机按程序依

次执行，无须人的干预。

（２）运算速度快

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运算速度不断提高，现代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运算速度已

达每秒几十亿次乃至几百亿次上万亿次。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达到了每秒３３．８６千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

（３）计算精度高

电子计算机的运算精度理论上不受限制，一般计算机均能达到１５位有效数字，通过技

术处理可以满足更高精度要求。

（４）存储容量大，记忆能力强

随着计算机存储器容量的不断增大，可存储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计算机存储器具

有海量存储的特点，一个大学的图书馆藏书内容可以长时间存放在一个容量不大的硬盘

之中。

４．说说计算机的应用
（１）科学计算

科学计算是计算机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如工程设计、地震预测、卫星发射等都需要由计

算机承担庞大、复杂的计算任务。

（２）数据处理

当前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是数据处理。人们用计算机收集、记录数据，经过加工产生新

的信息形式。例如，各种信息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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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自动控制
计算机是生产自动化的基本技术工具，生产自动化程度越高，对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

度的要求也就越高，这一任务靠人工完成是不可能的，只有计算机才能胜任。如工业生产自
动化巡回检测、自动启停、自动监控等。

（４）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造／辅助教学
目前很多行业引入了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计算机辅助制造（ＣＡＭ）、计算机辅助教

学（ＣＡＩ）等。
（５）办公自动化
它是计算机、通信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当前最为广泛的一类应用。如事

务型办公自动化、管理型办公自动化、决策型办公自动化。
（６）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智能行为（如感知、思维、推理、学习等）的理论和

技术。它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边缘学科，包括专家系统、机器翻译、
自然语言理解等。

回头看

本次活动，通过先阅读学习、再口述，并辅助课外查阅资料的方式，组织学习了计算机的
基础理论知识———发展、分类、特点与应用，帮助读者更了解计算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
高学习的兴趣。

计算机的组成

练习与巩固

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有关计算机发展历史及应用的相关资料。

任务二　我来记———计算机系统的硬件与软件

任务背景

现代通用的计算机系统由紧密相关的硬件和软件组成，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
统。对计算机而言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两者缺一不可。没有软件，硬件只能是废铁一
堆；但没有硬件，软件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掌握必要的计算机软硬件常识对于实际中
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次活动重点是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知识。

任务链接

通过活动，进一步学习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认识其常用软硬件的协调工作。

活动引导———“他”很重要

想一想

（１）认识计算机系统。
（２）计算机中的信息表示方式。

４



做一做

１．认识计算机系统
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部分，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计算机系统组成

计算机硬件系统一般指用电子器件和机电装置组成的计算机实体。也即系统中可触摸
到的设备实体，以及将它们组织为一个系统的总线、接口等，如ＣＰＵ、主板、内存条等。硬件
本身并不能完成任何工作，它必须在程序（软件）的支配和调度下才能发挥作用。

图１．３　计算机系统的分层

计算机软件系统是指在硬件设备上运行的各种程
序以及有关资料的总称。所谓程序实际上是用户用于
指挥计算机执行各种动作以便完成指定任务的指令的
集合。资料（或称文档）是为了帮助人们阅读、修改和交
流程序等而提供的说明。

计算机硬件系统和计算机软件系统构成了计算机
系统。对计算机而言硬件是躯体，软件是灵魂，两者缺
一不可。没有软件，硬件只能是废铁一堆；但没有硬件，
软件也就失去了工作的物质基础。计算机系统各层之
间的关系如图１．３所示。

２．计算机硬件系统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冯·诺依曼于１９４６年提出存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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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原理，把程序本身当作数据来对待，程序和该程序处理的数据用同样的方式储存。冯·
诺依曼理论的要点是：数字计算机的数制采用二进制；计算机应该按照程序顺序执行；计算
机硬件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五大部分组成。

（１）运算器
运算器又称算术逻辑单元。它是完成计算机对各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装置，能进

行加、减、乘、除等数学运算，也能作比较、判断、查找、逻辑运算等。
（２）控制器
控制器是计算机指挥和控制其他各部分工作的中心，其工作过程就像人的大脑指挥和

控制人的过程一样。
控制器是计算机的指挥中心，负责决定执行程序的顺序，给出执行指令时机器各部件需

要的操作控制命令。
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产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组成，它是发布命令

的“决策机构”，即完成协调和指挥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操作。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如下：
从内存中取出一条指令，并指出下一条指令在内存中位置。
对指令进行译码或测试，并产生相应的操作控制信号，以便启动规定的动作。
指挥并控制ＣＰＵ、内存和输入／输出设备之间数据流动的方向。
控制器根据事先给定的命令发出控制信息，使整个计算机指令执行过程一步一步地进

行，是计算机的神经中枢。
（３）存储器
存储器将输入设备接收到的信息以二进制的数据形式存到存储器中。存储器有两种，

分别称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

１）内存储器
微型计算机的内存储器是由半导体器件构成的。从使用功能上分，有随机存储器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ｍｏｒｙ，简称ＲＡＭ，又称读写存储器）和只读存储器（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
ｒｙ，简称为ＲＯＭ）。

① 随机存储器（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ＡＭ有以下特点：可以读出，也可以写入。读出时并不损坏原来存储的内容，只有写
入时才修改原来所存储的内容。断电后，存储内容立即消失，即具有易失性。

② 只读存储器（Ｒｅａｄ　Ｏｎｌ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ＲＯＭ是只读存储器。顾名思义，它的特点是只能读出原有的内容，不能由用户再写入
新内容。原来存储的内容是采用掩膜技术由厂家一次性写入的，并永久保存下来。它一般
用来存放专用的固定的程序和数据。不会因断电而丢失。

２）外存储器
外存储器的种类很多，又称辅助存储器。外存通常是磁性介质或光盘，像硬盘、软盘、磁

带、ＣＤ等，能长期保存信息，并且不依赖于电来保存信息，但是由机械部件带动，速度比
ＣＰＵ慢得多。

（４）输入设备
将数据、程序、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信息输送到计算机中。常用的输入设备有键盘、

鼠标、图像扫描仪、条形码阅读器、语音输入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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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输出设备
将计算机的运算结果或者中间结果打印或显示出来。常用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打印

机等。

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多是根据冯·诺依曼体系结构（图１．４）构成的，它具有如下功能：

把需要的程序和数据送至计算机中。必须具有长期记忆程序、数据、中间结果及最终运算结
果的能力。能够完成各种算术、逻辑运算和数据传送等数据加工处理的能力。能够根据需
要控制程序走向，并能根据指令控制计算机各部件协调操作。能够按照要求将处理结果输
出给用户。现在大多计算机只是对冯·诺依曼结构作了一些改进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突
破冯体系结构的束缚。冯·诺依曼也因此被人们称为“计算机之父”。

图１．４　冯·诺依曼体系结构

３．计算机软件系统
软件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接口界面。用户主要是通过软件与计算机进行交流。软件是

计算机系统设计的重要依据。为了方便用户，也为了使计算机系统具有较高的总体效用，在

设计计算机系统时，必须统一考虑软件与硬件的结合，以及用户的要求和软件的要求。

计算机软件总体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

系统软件是各类操作系统，如 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ＵＮＩＸ等，还包括操作系统的补丁程序

及硬件驱动程序，都是系统软件类。

应用软件可以细分的种类就更多了，如工具软件、游戏软件、管理软件等都属于应用软

件类。

（１）计算机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是负责管理计算机系统中各种独立的硬件，使得它们可以协调工作。系统软件使

计算机使用者和其他软件将计算机当作一个整体而不需要顾及到底层每个硬件是如何工作的。

一般来讲，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和一系列基本的工具（如编译器，数据库管理，存储器

格式化，文件系统管理，用户身份验证，驱动管理，网络连接等方面的工具）。

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① 各种服务性程序，如诊断程序、排错程序、练习程序等。

② 语言程序，如汇编程序、编译程序、解释程序。

③ 操作系统。

④ 数据库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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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算机应用软件
应用软件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用途而被开发的软件。它可以是一个特定的程序，比如一

个图像浏览器。也可以是一组功能联系紧密，可以互相协作的程序的集合，比如微软公司的

Ｏｆｆｉｃｅ软件。也可以是一个由众多独立程序组成的庞大的软件系统，比如数据库管理系统。
较常见的软件有：

① 文字处理软件，如 ＷＰＳ、Ｗｏｒｄ等。

② 信息管理软件。

③ 辅助设计软件，如ＡｕｔｏＣＡＤ。

④ 实时控制软件，如红蜘蛛、凌波多媒体等。

⑤ 教育与娱乐软件。
软件开发是根据用户要求建造出软件系统或者系统中的软件部分的过程。软件开发是

一项包括需求捕捉、需求分析、设计、实现和测试的系统工程。
软件一般是用某种程序设计语言来实现的。通常采用软件开发工具可以进行开发。

４．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及作用
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有：
（１）字长：字长是ＣＰＵ能够直接处理的二进制的位数，它直接关系到计算机的计算精

度、功能和速度。字长越长处理能力就越强。常见的微机字长有３２位和６４位。
（２）运算速度：运算速度是指计算机每秒所能执行的指令条数，一般用 ＭＩＰＳ为单位。
（３）主频：主频是指计算机的时钟频率，单位用 ＭＨｚ表示。
（４）内存容量：内存容量是指内存储器中能够存储信息的总字节数，一般以ＫＢ、ＭＢ、ＧＢ为

单位。
（５）存取速度：内存储器完成一次读（取）或写（存）操作所需的时间称为存储器的存取

时间或者访问时间。而连续两次读（或写）所需的最短时间称为存储周期。对于半导体存储
器来说，存取周期为几到几十纳秒（１０－９　ｓ）。

此外，可靠性、可维护性、平均无故障时间和性价比也是计算机的技术指标。

５．计算机中的信息表示方式
计数的方法有很多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最常见的是国际上通用的十进制计数法。但

是除了十进制外还有其他计数制，如一天２４小时，称为２４进制；一小时６０分钟，每分钟６０
秒，称为６０进制。这些称为进位计数制。计算机中使用的是二进制。这几种进制采用的都
是带权计数法，它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基数、位权。基数是一种进位计数制所使用的数码状
态的个数。如十进制有十个数码：０，１，２，…，７，８，９，我们称基数为１０。二进制有两个数码：

０和１，因此基数为２。
位权表示一个数码所在的位。数码所在的位不同，代表数的大小也不同。如十进制从

右面起第一位是个位，第二位是十位，第三位是百位……“个（１００）、十（１０１）、百（１０２）、千
（１０３）……”就是十进制位的“位权”。每一位数码与该位“位权”的乘积表示该位数值的大
小。如十进制中９在个位代表９，在十位上代表９０。

二进制的表示，一般一个长度为ｎ的二进制数ａｎ－１…ａ１ａ０，用科学计数法表示为：

ａｎ－１…ａ１ａ０＝ａｎ－１×２ｎ－１＋…＋ａ１×２１＋ａ０×２０。例如，二进制数１０１０１用科学计数法表
示：１０１０１＝１×２４＋０×２３＋１×２２＋０×２１＋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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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区分各种数制，通常在数的末尾加一个字母表示：十进制为Ｄ（Ｄｅｃｉｍａｌ），二进制为
Ｂ（Ｂｉｎａｒｙ），八进制为Ｏ（Ｏｃｔａｌ），十六进制为 Ｈ（Ｈｅｘａｄｅｃｉｍａｌ）。

在计算机中采用二进制的原因如下。

① 可行性
采用二进制，只有０和１两个状态，需要表示０、１两种状态的电子器件很多，如开关的

接通和断开，晶体管的导通和截止、磁元件的正负、电位电平的低与高等都可表示０、１两个
数码。使用二进制，电子器件具有实现的可行性。

② 简易性
二进制数的运算法则少，运算简单，使计算机运算器的硬件结构大大简化（十进制的乘

法九九口诀表５５条公式，而二进制乘法只有４条规则）。

③ 逻辑性
由于二进制０和１正好和逻辑代数的假（ｆａｌｓｅ）和真（ｔｒｕｅ）相对应，有逻辑代数的理论

基础，用二进制表示逻辑很自然。

任务三　我来找———计算机常用设备

任务背景

一台计算机是由许许多多的设备（零部件）组成，只有这些设备组合在一起协调地工作，
才能称之为计算机。计算机发展到现在，其部件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工作原理却没有太
大的变，其中包括主板、ＣＰＵ、内存、硬盘、显卡、声卡等。下面将简单地介绍组成计算机的
各个设备。本次活动重点是计算机硬件基本知识。

任务链接

通过活动，进一步学习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认识其常用硬件、作用及主流品牌。

活动引导———各部件缺一不可

想一想

（１）认识计算机部件。
（２）计算机系统各部件的工作原理。

做一做

在前面的项目活动中，我们学习了计算机组成，现在将它再次打开，进一步认识一下里
面所涉及的主要硬件设备。

１．主板
主板是计算机系统中最大的电路板，是各类硬件的载体和数据、指令交换的桥梁，所以主板

性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机的性能优劣，并直接影响计算机运行的速度和稳定性。目前市面上
有很多主板品牌如技嘉、微星、华硕、双敏、Ｉｎｔｅｌ、升技、精英、昂达、硕泰克等，如图１．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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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主板

２．中央处理器
中央处理器即ＣＰＵ，是计算机最核心的部件，负责统一指挥协调计算机所有的工作，它

的速度决定了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其品质的优劣直接决定了计算机的系统性能。目前
市面上流行的品牌主要有Ｉｎｔｅｌ、ＡＭＤ、ＶＩＡ（威盛）等公司的产品，如图１．６所示。

图１．６　Ｉｎｔｅｌ　ＣＰＵ和ＡＭＤ　ＣＰＵ

３．内存储器
内存储器（图１．７）分为只读存储器（ＲＯＭ）和随机存储器（ＲＡＭ）。只读存储器的信

息只能读取而不能写入，断电或关机后存储信息不丢失；随机存储器则是既可读取又可
写入，但计算机断电或关机后信息丢失。其中ＲＡＭ 又分为静态随机存储器（ＳＲＡＭ）和
动态随机存储器（ＤＲＡＭ，即系统内存）。常见的内存品牌有金士顿、威刚、现代、宇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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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内存储器

图１．８　硬盘的外观结构

４．硬盘
硬盘（图１．８、图１．９）是计算机主要的存储媒介之

一，由一个或者多个铝制或者玻璃制的碟片组成。碟
片外覆盖有铁磁性材料。

硬盘有固态硬盘（ＳＳＤ盘，新式硬盘）、机械硬盘
（ＨＤＤ，传统硬盘）、混合硬盘（ＨＨＤ，一块基于传统机
械硬盘诞生出来的新硬盘）。ＳＳＤ采用闪存颗粒来存
储，ＨＤＤ采用磁性碟片来存储，混合硬盘（ＨＨＤ，Ｈｙ－
ｂｒｉｄ　Ｈａｒｄ　Ｄｉｓｋ）是把磁性硬盘和闪存集成到一起的一
种硬盘。绝大多数硬盘都是固定硬盘，被永久性地密
封固定在硬盘驱动器中。

硬盘全称为硬盘驱动器，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外
部存储设备，操作系统、软件和游戏等软件和数据信息
统统保存在硬盘里面。它具有体积小、容量大、读写速
度快、可靠性高、使用方便等特点。目前硬盘的品牌很
多，如希捷、迈拓、西部数据、昆腾、日立、三星等。

图１．９　硬盘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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