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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1、内存故障

故障现象一：内存条与主板插槽接触不良、内存控制器出现故障表现为：打开主机电源后屏幕显示"Error
：Unable to ControlA20 Line"出错信息后死机。
分析处理：仔细检查内存条是否与插槽保持良好接触或更换内存条。

故障现象二：自检通过。在DOS下运行应用程序因占用的内存地址冲突，而导致内存分配错误，屏幕出
现"Memory A11ocationError"的提示。

分析处理：因Confis.sys文件中没有用Himem.sys、Emm386.exe等内存管理文件设置Xms.ems内存或者设置
不当，使得系统仅能使用640KB基本内存，运行的程序稍大便出现"Out of Memory"(内存不足)的提示，无
法操作。这些现象均属软故障，编写好系统配置文件Config.sys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

故障现象三：Windows系统中运行的应用程序非法访问内存、内存中驻留了太多应用程序、活动窗口打
开太多、应用程序相关配置文件不合理等原因均能导致屏幕出现许多有关内存出错的信息。 分析处理：
此类故障必须采用清除内存驻留程序、减少活动窗口、调整配置文件(INI)，重装系统和应用程序等办法
来处理。 故障现象四：Windows系统中运行DOS状态下的应用软件(如DOS下运行的游戏软件等)时，因
软件之间分配、占用内存冲突出现黑屏、花屏、死机现象。

分析处理：退出Windows系统，进入DOS状态，再运行应用程序。

故障现象五：程序有病毒，病毒程序驻留内存、CMOS参数中内存值的大小被病毒修改，将导致内存值
与内存条实际内存大小不符、内存工作异常等现象。 分析处理：采用杀毒软件消除病毒；CMOS中参数
被病毒修改，先将CMOS短接放电，重新启动机器，进入CMOS后仔细检查各项硬件参数，正确设置有
关内存的参数值。

故障现象六：电脑升级进行内存扩充，选择了与主板不兼容的内存条。



分析处理：首先升级主板的BIOS，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如果仍无济于事，就只好更换内存条了。

故障现象七：安装windows进行到系统配置时产生一个非法错误。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损坏造成，可以按内存维修一法来解决，如若不行，那就只有更
换内存条了。

故障现象八：启动windows时系统多次自动重新启动。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内存条或电源质量有问题造成，当然，系统重新启动还有可能是CPU散
热不良或其他人为故障造成，对此，唯有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排除。

故障现象九：开机无显示。

分析处理：一般是因为内存条与主板内存插槽接触不良造成(在排除内存本身故障的前提下)，只要用橡
皮擦来回擦试其金手指部位即可解决问题(不要用酒精等清洗)，还有就是内存损坏或主板内存槽有问题
也会造成此类故障。

2、CPU故障

CPU的故障类型不多，常见的有如下几种。

故障现象一：CPU与主板接触不良导致电脑无法启动。

分析处理：首先估计是显卡出现故障。用替换法检查后，但有时又正常。最后拔下插在主板上的CPU，
仔细观察并无烧毁痕迹，但发现CPU的针脚均发黑、发绿，有氧化的痕迹和锈迹(CPU的针脚为铜材料制
造，外层镀金)，对CPU针脚做了清除工作，电脑又可以加电工作了。

故障现象二：CPU工作参数设置错误。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通常表现为无法开机或主频不正确，一般是
CPU的工作电压、外频、倍频设置错误所致。可以先清除CMOS，再让BIOS来检测CPU的工作参数。
故障现象三：其他设备与CPU工作参数不匹配。

分析处理：这种情况中，最常见的是内存的工作频率达不到CPU的外频，导致CPU主频异常，处理办法
是更换内存。

故障现象四：温度过高。 分析处理：一般情况下，CPU表面温度不能超过50℃，否则会出现电子迁移现
象，从而缩短CPU寿命。对于CPU来说53℃下温度太高了，长时间使用易造成系统不稳定和硬件损坏。
根据现象分析，升温太快，稳定温度太高应该是CPU风扇的问题，只需更换一个质量较好的CPU风扇即
可。

故障现象五：显示器黑屏。 分析处理：由于CPU频率设置太高，造成CPU无法正常工作，并造成显示器
黑屏且无法进入BIOS中进行设置。这种情况需要将CMOS电池放电，并重新设置后即可正常使用。还有
种情况就是开机自检正常，但无法进入到操作系统，在进入操作系统的时候死机，这种情况只需复位启
动并进入BIOS将CPU改回原来的频率即可。

故障现象六：其他部件故障。 分析处理：当主板、内存、电源等出现故障时，也往往会认为是CPU故障
。判断这类假故障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交换到其他主机试验一下即可。

3、主板故障



随着主板电路集成度的不断提高及主板价格的降低，其可维修性也越来越低。主板常见的故障有如下几
种。

故障现象一：元器件接触不良。

分析处理：主板最常见的故障就是元器件接触不良，主要包括芯片接触不良、内存接触不良、板卡接触
不良几个方面。板卡接触不良会造成相应的功能丧失，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声卡接触不
良会导致系统检测不到声卡；网卡接触不良会导致网络不通；显卡接触不良，除了导致显示异常或死机
外，还可能会造成开机无显示，并发出报警声。

故障现象二：开机无显示。

分析处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
据将全部丢失，所以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

故障现象三：主板IDE接口或SATA接口损坏。

分析处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的，为了保证计算机性能，建议更换主
板予以彻底解决。

故障现象四：BIOS参数不能保存。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的，只需更换电池即可。

故障现象五：计算机频繁死机，即使在BIOS设置时也会死机。

分析处理：在设置BIOS时发生死机现象，一般是主板或CPU有问题，只有更换主板或CPU。出现此类故
障一般是由于主板散热不良引起的。如果在计算机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温度非常高，说
明是散热问题，需要清洁散热片或更换大功率风扇。

故障现象六：CMOS设置不能保存。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
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1、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2、主板CMOS跳线问
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
法保存。

4、硬盘故障

计算机系统中40％以上的故障都是因为硬盘故障而引起的。随着硬盘的容量越来越大，转速越来越快，
硬盘发生故障的概率也越来越高。硬盘损坏不像其他硬件那样有可替换性，因为硬盘上一般都存储着用
户的重要资料，一旦发生严重的不可修复的故障，损失将无法估计。常见的硬盘故障有如下几种。

故障现象一：Windows初始化时死机。

分析处理：这种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应该排除其他部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如系统过热或病毒破坏等，
如果最后确定是硬盘故障，应赶快备份数据。

故障现象二：运行程序出错。



分析处理：进入Windows后，运行程序出错，同时运行磁盘扫描程序时缓慢停滞甚至死机。如果排除了
软件方面的设置问题，就可以肯定是硬盘有物理故障了，只能通过更换硬盘或隐藏硬盘扇区来解决。

故障现象三：磁硬盘出现坏道。

分析处理：一旦用“SCANDISK”扫描硬盘时如果程序提示有了坏道，首先应该重新使用各品牌硬盘自
己的自检程序进行完全扫描。注意，别选快速扫描，因为它只能查出大约90%的问题。如果检查的结果
是“成功修复”，那可以确定是逻辑坏道；假如不是，那就没有什么修复的可能了，如果硬盘还在保质
期，那赶快那去更换吧。

故障现象四：零磁道损坏。

分析处理：零磁道损坏的表现是开机自检时，屏幕显示“HDD Controller
Error”，而后死机。零磁道损坏时，一般情况下很难修复，只能更换硬盘。

故障现象五：BIOS无法识别硬盘。

分析处理：BIOS突然无法识别硬盘，或者即使能识别，也无法用操作系统找到硬盘，这是最严重的故障
。具体方法是首先检查硬盘的数据线及电源线是否正确安装；其次检查跳线设置是否正确，如果一个ID
E数据线上接了双硬盘(或一个硬盘一个光驱)，是否将两个都设置为主盘或两个都设置为从盘；最后检查
IDE接口或SATA接口是否发生故障。如果问题仍未解决，可断定硬盘出现物理故障，需更换硬盘。

5、显卡故障

显卡故障比较难于诊断，因为显卡出现故障后，往往不能从屏幕上获得必要的诊断信息。常见的显卡故
障有如下几种。

故障现象一：开机无显示。

分析处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的，只需进行清洁即可
。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插槽上应
插有内存。

故障现象二：显示颜色不正常。

分析处理：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或显卡物理损坏。解决方法是，重新插拔
信号线或更换显卡。此外，也可能是显示器的原因。

故障现象三：突然死机。

分析处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这时需要更换显卡或
重新插拔。

故障现象四：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分析处理：故障表现为开机后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此类故障可能是由于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当引起
的。处理方法是，进入Windows的安全模式，重新设置显示器的显示模式即可。也可能由于显卡的显示
芯片散热不良或显存速度低，需要改善显卡的散热性能或更换显卡。

故障现象五：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



分析处理：常见的有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的情况。对于这种由于金手指接
触不良造成的异常情况，可以清洁一下显示卡的金手指，然后重新插上试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显卡质
量问题可会造成这种异常情况的出现，如显存或者显示核心出现问题等。如果你的电脑是超频状态下(有
些发烧友可是CPU和显示卡同时超频)而出现问题，建议还是降回来。

故障现象六：显卡驱动程序丢失

分析处理：此类问题在DIY机器中比较常见，主要原因是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会经常出现开机驱动程序
丢失、图标变大等问题。先尝试更新显卡驱动程序，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再尝试刷新显卡和主板的BIOS
版本。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
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
则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6、光驱故障

光驱最常见的故障是机械故障，其次才是电路方面的故障。而电路故障中用户调整不当引起的故障要比
元器件损坏引起的故障要多得多，所以用户在拆卸或维护光驱设备时，不要随便调整光驱内部的各种电
位器，防止碰撞及静电对光驱内部元件的损坏。常见的光驱故障有如下几种。

故障现象一：开机检测不到光驱。

分析处理：这时可先检查一下光驱跳线是否正确；然后检查光驱IDE接口或
SATA接口是否插接不良；最后可能是光驱数据线损坏，只需更换即可。 故障现象二：进出盒故障。 分
析处理：这类故障表现在不能进出盒或进出盒不顺畅。如果故障是由进出盒电机插针接触不良或电机烧
毁引起的，只能重插更换。如果故障是由进出盒机械结构中的传送带松动打滑引起的，可更换尺寸小一
些的传送带。

故障现象三：挑碟或读碟能力差。

分析处理：这类故障是由激光头故障引起的。光驱使用时间长或常用于看DVD，激光头物镜会变脏或老
化，用清洁光盘对光驱进行清洁，可改善读碟能力

故障现象四：必然故障。

分析处理：必然故障是指光驱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然发生的故障。该类故障主要有：激光二极管老化，
使读盘时间变长甚至不能读盘；激光头中光学组件脏污或性能变差，产生“音频”、 “视频”失真或死
机；机械传动装置因磨损、变形、松脱而引起的故障。必然故障一般在光驱使用3～5年后出现，此时，
应更换新光驱。

故障现象五：Windows 98操作系统启动自检正常，但启动Windows系统时总是出现很长时间的黑屏。进
入操作系统后，没有光驱盘符。

分析处理：根据现象分析，可能是光驱本身或者设置问题导致操作系统在检测硬件设备时出现了故障。
仔细检查跳线和数据线、电源线等的连接，不存在问题，BIOS也检测到了正确的信息。反复启动，故障
依旧。将光驱安装到其他电脑上，工作也正常。后发现连接光驱的数据线是一根DMA/66专用电缆，更换
为普通IDE数据线后故障排除。原来，电脑用户在组装电脑时，以为支持高传输速率的数据线可以改善
光驱的传输速率，但由于IDE光驱不支持DMA/66接口，因而导致了系统不能正确识别光驱。

7、电源故障 电源产生的故障比较隐蔽，一般很少被注意到。

故障现象一：硬盘出现坏磁道。



分析处理：电源异常时极易导致硬盘出现坏磁道，硬盘一般可通过软件修复，而电源确有问题应当更换
质量可靠、稳定的同型号电源。

故障现象二：电脑运行伴有“轰轰”的噪声。

分析处理：这是由电源风扇的噪音增大所致，如果电脑长时间未使用，风扇上灰尘积攒过多，则可能出
现这种现象。解决办法是拆开电脑，卸下电源，将风扇从上面拆下，仔细除尘。然后再重新装好，开机
后噪声即可消除。

故障现象三：光驱读盘性能不良。

分析处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电脑或CD-ROM上，读盘时伴有较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
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必要时应拆开检查。

故障现象四：超频不稳定。

分析处理：CPU超频工作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质量较差，在超频工作时会经常突然死
机或重新启动。一般只要更换一只性能稳定的电源即可。 故障现象五：显示屏上有纹波干扰。

分析处理：可能是电源的电磁辐射外泄，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如果长期不处理，显示器很可能被
磁化。

故障现象六：主机经常二次启动。

分析处理：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不足以带动电脑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内存丢
失以及硬盘、光驱不能读写等，使机器在重新启动。 电源出故障要按“先软后硬”的原则进行诊断，先
检查BIOS设置是否正确，排除因设置不当造成的假故障；然后检查ATX电源中辅助电源和主电源是否正
常；最后检查主板电源监控器电路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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