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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笔记本电脑主板的维修工具、基本方法、关键器件、图纸和实例操作等方面知识。首先讲解
了笔记本电脑主板的基础知识，以及笔记本电脑主板维修的基本方法和常用工具；然后深入分析笔记
本电脑主板的各种元器件，并对各个厂系的笔记本电脑主板电路图中的典型信号进行详细的介绍；接
着按照“接口”、“数字芯片”、“供电电路”、“复位与PG电路”的顺序，逐一展开深入分析；最
后精选10个维修实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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