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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障类型

1. 硬件故障

• 发生在电脑硬件上，主要原因为硬件损坏。

• 发生故障的表现为无法开机，电脑往往未能通过自检；或使用过程中经常严重

卡顿，甚至突然死机。

• 发生严重故障时常常伴随响声、火花和烧焦等现象。硬件故障会影响其他硬件

设备。如果不及时排除，将可能使相关电路受到损坏。



一、故障类型

2. 硬件软故障

• 发生在电脑硬件上，但硬件本身并没有损坏。主要原因为硬件安装或设置不当，

如积尘、硬件接触不良、硬件不兼容、驱动不匹配、BIOS/UEFI屏蔽等。

• 硬件软故障的表现与硬件故障相似，故障检测时要注意区分。

• 通过重新安装硬件或驱动，通常都能够解决问题。



一、故障类型

3. 软件故障

• 发生在操作系统或软件的使用过程中。

• 例如，无法进入系统、某软件无法使用等。

• 一般来说，软件故障不会损坏硬件，也比较容易修复。



一、故障类型

4. 网络故障

• 表现为无法访问网络。根据网络提示信息、连接类型可分为不同类型的故障。

• 网络故障主要发生于物理设置（如接线）和参数设置（如宽带账号、防火墙

等）。

• 判断故障原因后可根据故障类型找到解决方法。



二、故障识别原则

1. 了解故障的具体情况

• 回忆电脑发生故障前后是否进行过特殊操作或出现特殊现象（如跌落等损伤、

安装某个软件、电脑特别卡顿等）。

• 在对电脑进行维修前一定要清楚所出现故障的具体情况，以便有效地进行判断。

了解故障的原因与死机时的现象。

2.  排除假故障（先假后真）

• 通过复现，确定系统是否真有故障、操作过程是否正确、连线是否可靠。只有

在排除假故障的可能后才去考虑真故障。



二、故障识别原则

3. 三大原则：先软件后硬件、先外面后里面，先简单后复杂

其中：

• 先软件后硬件：先分析是否存在软件故障，再去考虑硬件故障。

• 先外面后里面：先检查外部，然后才考虑打开机箱，尽量不要盲目拆卸部件。

• 先简单后复杂：替换法替换硬件时按照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进行替换。



1. 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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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硬件故障检测方法

1. 观察法

• 看：观察电源是否接通、连线是否正确、是否有火花、插件是否松动、元件是

否接触不良等明显故障。

• 听：听机箱里是否有异常声音，特别是主板的报警声。

• 摸：用手摸有关元件是否过热。如果手摸上去过烫，则该组件可能内部电路有

短路现象，此时应立即断电。

• 闻：是否有异味，如焦味、臭味（芯片烧毁时会发出臭味）等。



三、硬件故障检测方法

2. 最小系统法

• 保留关键硬件连接通电，其他断开。保留：

• 电源、主板、CPU、内存、硬盘。



三、硬件故障检测方法

3. 替换法

• 用好的硬件替换可能损坏的硬件测试，以确认该部件是否有故障。

• 用来替换的部件最好型号相同，这样可以快速判定是否是元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 替换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根据故障现象考虑需要进行替换的部件或设备。

(2) 按照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进行替换，如先内存、再CPU、最后主板。



四、开机异常的检测流程

第1步 电源

台式机发生开机异常时，应先确认电脑主机、显示器已连接市电，主机与显示器已经正确连接，

电源线、视频线正常。

STEP1  接通电源并按下开机键，检查电源是否启动，检查电脑的开机行为，判断故障类型。

A. 电源未启动 > 短接Power Switch跳线端后能否开机

A1. 能开机 > 开关键故障

A2. 不能开机 > 更换电源后能否开机

A21. 能开机 > 电源故障

A22. 仍然不能开机 > 主板故障



四、开机异常的检测流程

第1步 电源

B. 电源启动

B1. 屏幕显示主板品牌、自检信息 > 根据自检信息判断故障类型

B2. 屏幕显示异常或无显示 > 更换显示器并重启后有无显示

B21. 有显示 > 显示器故障

B22. 无显示 > STEP2  检查主板



四、开机异常的检测流程

第2步 板载硬件

打开机箱后，查看必要硬件是否齐全，排除硬件缺失、松动及掉落。

STEP2  取下内存条、显卡等有金手指的硬件，简单清扫附近和内部的灰尘，用橡皮擦擦拭金手指，

再重新安装硬件，开机测试。

A22-A. 正常开机，问题解决 > 硬件积尘或接触不良

A22-B. 无法开机 > 更换内存测试

A22-B1. 正常开机 > 内存故障

A22-B2. 仍然无法开机 > 更换外置显卡测试（如果没有外置显卡，跳过此步）

A22-B21. 正常开机 > 显卡故障

A22-B22. 仍然无法开机 > STEP3  替换法检测各硬件



四、开机异常的检测流程

第3步 硬件检测

准备一套相同配型且正常的板载硬件，最好型号一致。

STEP3 除电源、主板、 CPU、CPU FAN、内存、硬盘外，取下所有硬件和板卡（包括USB, 网线等）。

用PE盘或可读光盘直连主板，可以代替硬盘进行测试。

A22-B22-A. 正常开机 > 取下的硬件故障，或电源功率不足 > STEP4 替换法测试硬件

A22-B22-B. 无法开机 > 主板、CPU故障

STEP4 在以上“最小系统”的基础上逐一装回主机测试，直到找到故障硬件。如果没能找到故障

位置，应当联系专业人士。



检查内存故障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利用资源监视器检查内存的使用情况

• 如果资源监视器显示内存长期保持满负荷，则很有可能是电脑被恶意代码或病毒攻击造成的，应使用杀

毒软件进行查杀。

2. 检查内存颗粒和插槽周围

• 打开机箱，查看内存颗粒有无烧焦，查看内存插槽周围有无电容冒泡等。

3. 检查内存金手指和插槽

• 检查内存金手指是否被氧化，如有氧化或污垢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拭，再检查插槽中是否有异物。

4. 分别测试内存

• 如果电脑中有两条以上的内存，利用分别插在各内存插槽上的方法，确认内存本身是否能用。

五、硬件检测要点

1. 检查内存故障



五、硬件检测要点

内存源故障

故障现象 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系统发生关键错误 内存损坏或连接问题

电源提示灯和CPU散热器都正常，但显示器黑屏，无
图像

内存损坏

"*.dll" 模块错误，死机 内存损坏



检查CPU故障时，要留意以下几点：

1. 增加CPU负荷检测

• 同时打开几个大型应用程序，然后观察任务管理器中CPU的性能监控和高负荷下CPU的稳定性。

2. 检查CPU温度

• 使用电脑监控软件，例如360、鲁大师，对CPU进行监控。

3. 确认散热风扇正常

4. 确认CPU安装状态正常

• 取下散热器，检查CPU在插槽中的状态是否正常，查看CPU是否有烧焦的痕迹。

五、硬件检测要点

2. 检查CPU故障



五、硬件检测要点

CPU源故障

故障现象 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电脑不能启动或启动过程中重启 CPU损坏或安装不当

电脑运行中死机或“运算错误” CPU损坏或内部错误

不进行任何操作，CPU温度也在80度以上，而且持续
升高直至死机

CPU内部故障或散热系统故障

运行特定程序时死机 主板上与CPU有关的补丁缺失



检查显卡故障时，要留意以下几点：

1. 区分显卡和显示器故障

• 一般而言，显卡故障表现为显示器有光斑、花屏，播放视频或玩3D游戏时死机。

2. 如果曾经超频，应先调回初始设置

• 在检查显卡前，要先将显卡调回原来的设置，很多故障都是由超频引起的。

3. 更新驱动程序

• 检查显卡的驱动是否更新到最新。

4. 检查显卡散热器

• 查看显卡散热器风扇和散热片出风口。显卡的散热片出风口非常狭小，很容易被灰尘堵塞。

5. 检查金手指和插槽

五、硬件检测要点

3. 检查显卡故障



五、硬件检测要点

显示器花屏



五、硬件检测要点

显示器花屏



检查硬盘故障时，要留意以下几点：

1. 在设备管理器中确认硬盘状态

2. 在BIOS中确认硬盘设置

3. 排除导线问题

• 可以替换硬盘的数据线和供电线，排除导线问题

4. 通过触摸和听声来判断硬盘状态

5. 用软件检测硬盘的坏道

• 可以使用HD Tune进行错误扫描

五、硬件检测要点

4. 检查硬盘故障



五、硬件检测要点

通过触摸和听声来判断硬盘状态

• 电脑通电后，硬盘碟片开始旋转，应该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没有“嗡嗡”的声音，说明

硬盘碟片没有旋转。如果发出“嗒…嗒…”的声音，或碟片旋转一下又停了，则说明马达工作

正常，但不能读取碟片上的数据。

• 通电后，如果硬盘发出尖锐的剐蹭声，应该立即停止使用，以避免造成数据丢失。

• 如果硬盘通电后，没有碟片转动的声音，可以通过触摸硬盘表面来感受马达的转动。如果完全

感受不到马达运转的震动，说明硬盘供电可能存在问题，应该检查硬盘电路板，看电路有无烧

焦痕迹。



检查电源故障时，要留意以下几点：

1. 确认供电是否正常

• 首先应该检查电源插座是否有电。

2. 确认电源与主板连接是否正常

• 有的电源上带有开关，也要检查开关是否已经打开。

警告：电源直接与220V市电连接，电源通电时请勿用手触摸电源。

五、硬件检测要点

5. 检查电源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