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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维修技能实训》

前言

　　硬盘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的故障原因涉及的面比较广，因此维修人员需要先学好基本技能，综
合掌握各方面的维修知识，这样才能快速准确地判断出故障原因，找到排除方法。　　本书就是针对
专业硬盘维修人员的学习、维修需要而编写的。　　本书对硬盘的维修知识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并结合维修流程图，维修案例，详细的测试点，维修方法和操作流程，通俗易懂地展示了最新的硬
盘维修技术。全书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硬盘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术、硬盘软故障维修技术、电路板
维修技术、盘体维修技术、PC-3000／MHDD维修软件使用方法、数据恢复技术等六大主题，同时结
合了大量的检测与维修技巧、维修实战训练和维修经验，使读者能够掌握技术、学以致用，快速成长
为专业的硬盘维修工程师。　　本书特点　　技术全面，内容丰富　　本书讲解的维修技术涉及硬盘
电路板元器件检测技术、硬盘软故障维修技术、电路板维修技术、盘体维修技术，PC-3000／MHDD
维修软件使用方法、数据恢复技术等六大主题。另外，各个主题的内容也非常全面。　　图解教学，
轻松学习　　本书讲解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硬盘实物图、电路图，有助于新手快速入门。此外，还总
结了大量的硬盘维修流程图，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所学知识的脉络及重点，快速判断故障的原
因，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循序渐进，技术实用　　本书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图文并茂，
内容循序渐进。只要按照书中讲解的顺序学习，掌握各个知识点，就可以轻松掌握硬盘的维修技术。
　　实战训练，增加经验　　本书结合大量的维修实践，总结了大量的维修经验，同时深入分析了硬
盘检测方法和维修技术。所有实战内容都是维修现场实录，使读者在实践中轻松掌握硬盘维修技术，
快速成长为专业的硬盘维修工程师。　　本书内容　　本书共12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1章主要讲
解了硬盘的组成结构、工作原理和技术参数等。　　第2章主要讲解了硬盘电路板常用元器件（电阻
、电容、场效应管、集成电路等）的基本维修知识和利用万用表检测其好坏的方法。

Page 2



《硬盘维修技能实训》

内容概要

《硬盘维修技能实训(精编教学版)》由资深硬盘维修工程师精心编写，重点讲解了硬盘主要元器件的
检测技术，硬盘分区和低级格式化方法，硬盘分区表、坏道、逻辑锁维修技术，希捷、迈拓、西部数
据、日立硬盘常见故障维修方法及实战训练，硬盘盘体深度分析及盘体故障维修实战训练，PC-3000
、MHDD维修软件的使用方法，硬盘数据恢复原理深度分析及数据恢复实战训练等内容。
《硬盘维修技能实训(精编教学版)》注重动手能力和实用技能的培养，在讲解维修技术的同时，配备
了维修实践的内容，以帮助新手快速入门。全书技术先进，编排新颖，范例翔实，适合专业的硬盘维
修人员、硬盘维修初学者、电脑爱好者、企事业单位电脑维修人员学习使用，还可以作为大专院校、
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和硬盘培训机构的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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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①电源接口　　电源接口与主机电源相连，提供硬盘工作所需要的电流。一般而言，硬盘采用最
为常见的4针D形电源接口。新的SATA硬盘采用易于插拔的SATA专用电源接口。这种接口有15个插针
，但其宽度与以前的电源接口相当。硬盘控制器厂商以及主板厂商一般都在其产品包装中提供了必备
的电源转接线，利用转接线依旧可以使用4针D形电源接口。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今后的ATX电源会
直接提供SATA硬盘电源接口线。　　②数据接口　　数据接口提供与计算机交换数据的通道，它是
硬盘数据和主板控制器之间进行传输交换的纽带。硬盘数据接口一般通过主板的IDE接口或SATA接口
直接连接主板上的南桥芯片或者独立的磁盘控制器芯片。根据连接方式的差异，硬盘数据接口分
为IDE接口、SATA接口、SCSI接口、USB接口和IEEE1394接口等。　　其中，IDE数据接口一般采
用UltraDMA传输模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TA66／100／133硬盘传输模式。IDE数据线一般有40针
和80针两种，以前的IDE接口使用40针数据线，但随着数据信号传输量的增大，为了提高IDE数据线的
电气性能，将原来使用的40针的IDE数据线增加到80针，其中40针用于信号的传输，另外40针则是地线
，用来有效地屏蔽杂波信号。　　与IDE接口相比，SCSI接口要复杂一些，可以大致分为68针接口
和80针接口，其中前者可以直接使用SCSI控制卡来连接，而80针接口的产品则必须使用LVD转接头。
需要注意的是，LVD转接头和SCSI数据线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SCSI硬盘的性能发挥，质量不佳
的转接头会折损硬盘的性能。此外，SCSI硬盘在安装时不需要像IDE硬盘那样设置主从跳线，而是通
过ID号来区别。　　在所有的硬盘中，SATA硬盘数据线的连接是最为简单的，因为它采用了点对点
连接方式，即每个seriaI-ATA线缆（或通道）只能连接一块硬盘，不必像IDE硬盘那样设置主从跳线
。SATA数据线占据的空间很小，同时能提高外部接口的传输率，SATA硬盘将会逐步取代桌面IDE硬
盘。　　USB接口和IEEE1394接口一般使用在移动硬盘中，其中，USB2.0的传输率可以达到480Mbit／s
，而IEEE1394b接口的传输率可以达到480Mbit／s，IEEE1394c接口的传输率可以达到1.2Gbit／s。　　
③跳线　　跳线是用来对硬盘的状态进行设置的。IDE接口的硬盘分为主盘和从盘两种状态，一条数
据线上能同时接一主一从两个设备，但必须通过跳线进行正确的设置，否则这条数据线上的两个设备
都不能正常工作，如图1-2所示为跳线及硬盘接口。　　盘片电机接口提供盘片电机转动所需的电流；
磁头接口用于提供电路板到磁头和音圈电机的信号连接。　　（2）主控芯片　　主控芯片主要用于
数据交换和数据处理，一般主控芯片会集成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接口电路和微处理器等，如图1-3所
示为硬盘主控芯片。　　（3）BIOS　　BIOS为硬盘中的一个只读存储器ROM，用来存储硬盘的初始
化程序，现在硬盘中一般采用EEPROM，即电可擦除可编程存储非只读存储器，其可通过高于普通电
压的作用来擦除和重编程（重写）。不像EPROM芯片需从计算机中取出才可修改内部程序，EEPROM
不需从计算机中取出即可修改内部程序。目前硬盘的ROM一般集成在主控芯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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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经全国上千家院校和培训机构教学实践。综合反馈意见改进内容和教学方式全面升级。丛书品
质经500000读者印证。值得信赖　　好教好学　　由北京中关村资深维修培训师精心编写，内容不多
不少，彻底解决你学不会的苦恼　　速成速上手　　基于真实维修流程改编，22个案例教学，快速掌
握专业维修技能　　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讲解适当的理论知识，既能掌握维修技术，也能理解维
修原理　　1DVD超值多媒体教学课程　　特邀北京中关村硬件维修专家实战演示　　开路检测元器
件　　测量硬盘部件的工作数据　　更换故障硬盘电路板　　系列图书销量突破50万册　　芯片级维
修速成　　实践 实训 入行　　快速入门 掌握技能 实战经验 维修窍门　　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人才交
流中心参与规划系列　　开路检测元器件 测量硬盘部件的工作数据 更换故障硬盘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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