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计算机基础

学习目标

• 了解计算机的发展史及应用领域。

• 了解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及基本工作原理。

• 掌握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组装与维护。

• 掌握计算机软件的安装技能。

• 了解信息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

计算机(computer)是具备数据存储、修改功能,并实现对相关逻辑与数据的计算,是现

代化智能电子设备。计算机的诞生对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并以强大的生命力飞速发展。它的应用领域从最初的军事科研应用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

域,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成为信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学习和掌握计算

机基础知识已成为人们的迫切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了计算机的基础知识。

任务1.1 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

任务描述

小李是一名大学新生,由于他的计算机知识储备不足,为了更好地适应大学的学习,现
在他想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先了解一下与计算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计算机俗称电脑,是现代一种用于高速计算并具有存储记忆功能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

备,它能够运行程序,并自动、高速地处理海量数据。
随着科技的进步及各种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早已渗透到各行各

业,因此,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与应用已经成为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工作技能。

1.1.1 计算机的发展史

1.世界计算机发展史

  自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从机械式计算机发展到

电子计算机,又从电子计算机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的微型计算机。计算机技术在

元件器件、硬件系统结构、软件系统、应用等方面均有惊人进步。现代计算机系统小到微型

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大到巨型计算机及其网络,其形态、特性多种多样,并已广泛用于科学

计算、事务处理和过程控制,日益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对社会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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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2月14日,由美国军方定制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

机”(electronicnumericalandcalculator,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了,它是美国奥伯

丁武器试验场为了满足计算弹道需要而研制的。这台计算器使用了17840支电子管,大小为

30.48mm×6m×2.4m,重达28t,功耗为170kW,其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的加法运算,造价约

为487000美元。ENIAC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表明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到来。但是这种

计算机的程序仍然是外加式的,存储容量也太小,尚未完全具备现代计算机的主要特征。
再一次的重大突破是由美籍匈牙利科学家冯·诺依曼领导的设计小组完成的。1945年

3月,他们发表了一个全新的存储程序式通用电子计算机方案———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

机(EDVAC)。1949年8月,EDVAC交付给弹道研究实验室,在发现和解决许多问题之后,
直到1951年EDVAC才开始运行。冯·诺依曼提出了程序存储的思想,并成功将其运用在

计算机的设计中,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计算机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这是所有现代

电子计算机的范式,被称为“冯·诺依曼结构”。冯·诺依曼又被称为“现代计算机之父”。
回顾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历史,自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诞生以来,根据所采用的物

理器件,大致可将计算机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如表1-1所示。

表1-1 计算机发展的4个阶段

时 期 特  点

第一代计算机1946—
1957年(电子管)

逻辑元件采用的是电子管。软件方面采用的是机器语言、汇编语言。应用领域以
军事和科学计算为主。它的缺点是体积大、功耗高、可靠性差、速度慢、价格昂贵

第二代计算机1958—
1964年(晶体管)

逻辑元件采用的是晶体管。软件方面出现了操作系统、高级语言及其编译程序。
开始进入工业控制领域。它的特点是体积缩小,能耗降低,可靠性提高,运算速度
提高

第三代计算机1965—
1970年(集成电路)

逻辑元件采用的是中、小规模集成电路(MSI、SSI)。软件方面出现了分时操作系
统以及结构化、规模化程序设计方法。开始进入文字处理和图形图像处理领域。
它的特点是可靠性显著提高,价格进一步下降,产品走向了通用化、系列化和标准
化等

第四代计算机1971年
至今(大规模和超大规
模集成电路)

逻辑元件采用的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LSI和 VLSI)。软件方面出现了
数据库管理系统、网络管理系统和面向对象语言等。应用领域从科学计算、事务
管理、过程控制逐步走向家庭。出现了微处理器,并且可以用微处理器和大规模、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组装成微型计算机,就是我们常说的微机或PC

2.中国计算机发展史

中国计算机事业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世

界的差距逐渐缩小了。

1958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103机(八一型),标
志着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如图1-1所示。

1965年,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之后推出的109丙在

两弹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4年,清华大学等单位联合设计、研制并成功采用集成电路的DJS-130小型计算机,
运算速度达每秒100万次。

1983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运算速度每秒上亿次的银河-Ⅰ巨型机,这是我国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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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研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图1-2所示。

图1-1 103机

  
图1-2 银河-Ⅰ巨型机

1985年,电子工业部计算机管理局研制成功与IBMPC兼容的长城0520CH微机。

1992年,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出银河-Ⅱ通用并行巨型机,峰值速度达每秒4亿次浮点运

算(相当于每秒10亿次基本运算操作),为共享主存储器的四处理机向量机。其向量中央处

理机是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自行设计的,总体上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的先

进水平。它主要用于中期天气预报。

1993年,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后成立北京市曙光计算机公司,以下简称曙光

公司)研制成功曙光一号全对称共享存储多处理机,这是国内首次以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的通用微处理器芯片和标准UNIX操作系统设计并开发的并行计算机。

1995年,曙光公司又推出了国内第一台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机(MPP)结构的并行机曙

光1000(含36个处理机),峰值速度每秒25亿次浮点运算,实际运算速度上了每秒10亿次

浮点运算这一高性能台阶。曙光1000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推出的大规模并行机体系

结构与实现技术相近,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

1997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银河-Ⅲ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采用可扩展分布

共享存储并行处理体系结构,由130多个处理节点组成,峰值性能为每秒130亿次浮点运

算,系统综合技术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的先进水平。

图1-3 龙芯3号

1997—1999年,曙光公司先后在市场上推出具有机群结构(cluster)的曙光1000A,曙光

2000-Ⅰ,曙光2000-Ⅱ超级服务器,峰值计算速度已突破每秒

1000亿次浮点运算,机器规模已超过160个处理机。

1999年,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

Ⅰ计算机通过了国家级验收,并在国家气象中心投入运行。
系统有384个运算处理单元,峰值运算速度达每秒3840亿次。

2000年,曙光公司推出每秒3000亿次浮点运算的曙光

3000超级服务器。

2001年,中 科 院 计 算 所 研 制 成 功 我 国 第 一 款 通 用

CPU———“龙芯”芯片,如图1-3所示。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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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2002年,曙光公司推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龙腾”服务器,龙腾服务器采用了“龙芯-1”

CPU,采用了曙光公司和中科院计算所联合研发的服务器专用主板,采用曙光Linux操作系

统。该服务器是国内第一台完全实现自有产权的产品,在国防、安全等部门发挥了重大

作用。

2003年,百万亿次数据处理超级服务器曙光4000L通过国家验收,再一次刷新国产超

级服务器的历史纪录,使得国产高性能产业再上新台阶。

2003年4月9日,由苏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

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1家集成电路企业及机构组成的“中国芯产业联

盟”在南京宣告成立,谋求合力打造中国集成电路完整产业链。

2003年12月9日,联想承担的国家网格主节点“深腾6800”超级计算机正式研制成功,
其实际运算速度达到每秒4.183万亿次,全球排名第14位,运行效率78.5%。

2003年12月28日,“中国芯工程”成果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国“星光中国芯”工
程开发设计出5代数字多媒体芯片,在国际市场上以超过40%的市场份额占领了计算机图

像输入芯片世界第一的位置。

2004年3月24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草案)》获得原

则通过,这标志着我国电子业务渐入法制轨道。

2004年6月21日,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公布了最新的全球计算机500强

名单,曙光计算机公司研制的超级计算机“曙光4000A”排名第十,运算速度达8.061万亿次。

200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式实施。电子签名自此与传统的手

写签名和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将促进和规范中国电子交易的发展。

2005年4月18日,由中国科学研究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通用高性能CPU“龙芯二号”正式亮相。

2005年5月1日,联想正式宣布完成对IBM全球PC业务的收购,联想以合并后年收入

约130亿美元,个人计算机年销售量约1400万台,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2005年8月5日,国内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公司的股票在美国Nasdaq市场挂牌交易,一
日之内股价上涨354%,刷新美国股市5年来新上市公司首日涨幅的纪录,百度也因此成为

股价最高的中国公司,并募集到1.09亿美元的资金,比该公司最初预计的数额多出40%。

2005年8月11日,阿里巴巴公司和雅虎公司同时宣布,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

产,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投资,打造中国最强大的互联网搜索平台,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

最大的一起并购案。

1.1.2 计算机的应用领域

人类已经进入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日益改变着传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归纳起来,计算机的主要应

用领域有以下5个方面。

1.科学计算

科学计算也称数值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来完成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中提出的数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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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计算。科学计算是计算机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如高能物理、工程设计、地震预测、气象

预报、航天技术等。由于计算机具有高运算速度和精度以及逻辑判断能力,因此出现了计算

力学、计算物理、计算化学、生物控制论等新的学科。

2.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是指利用计算机来加工、管理与操作任何形式的数据资料,如企业管理、物资

管理、报表统计、账目计算、信息情报检索等。国内许多机构纷纷建设自己的管理系统

(MIS),生产企业也采用制造资源规划软件(MRP),商业流通领域则使用电子信息交换系统

(EDI)等。据统计,80%以上的计算机主要用于数据处理,它是目前计算机应用最广泛的一

个领域,因此出现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新的专业。

3.计算机辅助系统

计算机辅助系统(computer-aidedsystem)是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不同任务的系统的总

称。计算机辅助系统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omputeraideddesign,CAD)、计算机辅助制造

(computeraidedmanufacturing,CAM)、计算机辅助测试(computeraidedtest,CAT)、计算

机辅助教学(computeraidedinstruction,CAI)、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translation,

CAT)、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computeraidedengineering,CAE)、计 算 机 集 成 制 造(computer
integratedmanufacturingsystems,CIMS)等系统,因此出现了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

(1)计算机辅助设计。这是利用计算机程序创建、修改、分析和记载物理对象的2D或

3D图形表示形式,以代替手工草图和产品原型。在设计中通常要用计算机对不同方案进行

大量的计算、分析和比较,以决定最优方案。由计算机自动产生的设计结果,可以快速做出

图形,使设计人员及时对设计进行判断和修改。
(2)计算机辅助制造。这是利用计算机进行生产设备的管理、控制与操作,从而提高产

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缩短生产周期,并且还大幅改善了制造人员的工作条件。例如,在产

品的制造过程中,用计算机控制机器的运行,处理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数据,控制和处理材料

的流动以及对产品进行检测等。
(3)计算机辅助测试。这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复杂而大量的测试工作,它可以用在不同

的领域。在教学领域,可以使用计算机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测试和学习能力估量,一般分

为脱机测试和联机测试两种方法;在软件测试领域,可以使用计算机来进行软件的测试,提
高了测试效率。

(4)计算机辅助教学。这是利用计算机帮助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自动化系统,使学

生能够轻松地从中学到所需要的知识。CAI的主要特色是交互教育、个别指导和因人施教。
(5)计算机辅助翻译。能够帮助翻译者优质、高效、轻松地完成翻译工作。它不同于以

往的机器翻译软件,不依赖于计算机的自动翻译,而是在人的参与下完成整个翻译过程。与

人工翻译相比,翻译质量相同或更好,翻译效率可提高一倍以上。CAT使繁重的手工翻译

流程自动化,并大幅度提高了翻译效率和翻译质量。
(6)计算机辅助工程。这是把工程(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组织起来,关键是集成有

关的信息,使其产生并存在于工程(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CAE系统是一个包括了

相关人员、技术、经营管理,以及信息流和物流的有机集成且优化运行的复杂系统。
(7)计算机集成制造。这是将技术上的各个单项信息处理和制造企业管理信息系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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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一起,将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功能,包括设计、制造、管理、市场等的信息处理全部予

以集成。其关键是建立统一的全局产品数据模型,以及数据管理和共享的机制,以保证正确

的信息在正确的时刻以正确的方式传到所需的地方。CIMS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是支持“并
行工程”,即力图使那些为产品生命周期单个阶级服务的专家尽早地并行工作,从而使全局

优化并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4.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简称AI),是指开发具有人类某些智能的应用系统,用计算机模拟人的思维

判断、推理等智能活动,使计算机具有自主学习适应和逻辑推理的功能,诸如感知、判断、理
解、学习、问题求解和图像识别等。近年来人工智能的研究走向实用化,在医疗诊断、模式识

别、智能检索、语言翻译、机器人等方面已有显著成效,还相应出现了人工智能等新专业,如
图1-4所示。

图1-4 人工智能应用

5.网络应用

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的结合构成了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网络的建立,实现了全球

性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出现了计算机网络等

专业。

任务实施

通过本节知识的学习,小李同学已经对计算机相关基础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根据自

己掌握的知识绘制了如图1-5所示的思维导图。

图1-5 计算机知识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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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2 组装计算机硬件系统

任务描述

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一台计算机来帮助自己学习,因此必须配备一台个人计算

机。为了做到“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小李就去数码广场了解一下配置一台个人计算机需要

购买什么器件。

1.2.1 计算机硬件系统组成

现代计算机尽管在性能和用途各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是遵循了冯·诺依曼提出的“存储

程序和程序控制”的原理,采用了冯·诺依曼的体系结构。根据冯·诺依曼体系结构设计的

计算机由运算器、控制器、存储器、输入设备和输出设备组成,如图1-6所示。

图1-6 计算机硬件系统组成

1.运算器

运算器也称算术逻辑单元(arithmeticlogicunit,ALU),它的主要功能是对数据进行各

种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算术运算是指加、减、乘、除等基本的常规运算;逻辑运算是指“与”
“或”“非”这样的基本逻辑运算以及数据的比较、移位等操作。在计算机中,任何复杂运算都

转化为基本的算术或逻辑运算,然后在运算器中完成。

2.控制器

控制器(controllerunit,CU)是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控制中心,它指挥计算机各部分协调

地工作,保证计算机按照预先规定的目标和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操作及处理。它的基本功

能是从内存取指令和执行指令。指令是指示计算机如何工作的一步操作,由操作码(操作方

法)及操作数(操作对象)两部分组成。控制器从内存中逐条取出指令,分析指令,并根据分

析的结果向计算机其他部分发出控制信号,统一指挥整个计算机完成指令所规定的操作。
计算机自动工作的过程,实际上是自动执行程序的过程,而程序中的每条指令都是由控制器

来分析执行的,因此,控制器是计算机实现“程序控制”的主要部件。
通常将运算器和控制器统称为中央处理器,即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它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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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的核心部件,是计算机的“大脑”。它控制了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输入和输出等工作。

3.存储器

存储器(memoryunit)的主要功能是存储程序和各种数据信息,并能在计算机运行过程

中高速、自动地完成程序或数据的存取。存储器是具有“记忆”功能的设备,它以二进制形式

存储信息。根据存储器与CPU联系的密切程度,可将其分为内存储器(简称内存,是主存储

器)和外存储器(简称外存,是辅助存储器)两大类。内存直接与CPU交换信息,它的特点是

容量小,存取速度快,一般用来存放正在运行的程序和待处理的数据。外存作为内存的延

伸,间接和CPU联系,用来存放系统必须使用,但又不急于使用的程序和数据,程序必须从

外存调入内存方可执行。外存的特点是存取速度慢,存储容量大,可以长时间地保存。CPU
与内存、外存之间的关系如图1-7所示。

图1-7 CPU访问内存和外存的方式

4.输入设备

输入设备是用来向计算机输入各种原始数据和程序的装置。其功能是把各种形式的信

息,如数字、文字、图像等转换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二进制代码,并把它们输入计算机内存储起

来。常用的输入设备有键盘、鼠标、光笔、扫描仪、数字化仪、条形码阅读器、视频摄像机等。

5.输出设备

输出设备是将计算机的处理结果传送到计算机外部供计算机用户使用的装置。其功能

是把计算机加工处理的结果(二进制形式的数据信息)换成人们所需要的或其他设备能接受和

识别的信息形式如文字、数字、图形、声音等。常用的输出设备有显示器、打印机、绘图仪等。
按照冯·诺依曼存储程序的原理,如图1-8所示,五大部件实际上是在控制器的控制下

协调统一地工作。首先,控制器发出输入命令,把表示计算步骤的程序和计算中需要的相关

数据,通过输入设备送入计算机的存储器存储。其次,在计算开始时,在取指令作用下把程

序指令逐条送入控制器。控制器根据程序指令的操作要求向存储器和运算器发出存储、取
数和运算命令,经过运算器计算并把结果存放在存储器内。最后,控制器发出取数和输出命

令,通过输出设备输出计算结果。

图1-8 计算机基本硬件组成及简单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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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计算机性能指标

计算机性能的好坏是相对的,是有多项指标综合确定的。各项指标之间也不是彼此孤

立的。在实际应用时,应该把它们综合起来考虑,而且还要遵循“性能价格比”(简称性价比)
的原则。下面介绍几个计算机主要的性能指标。

1.运算速度

运算速度是衡量计算机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通常所说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平均运算

速度),是指每秒所能执行的指令条数,一般用“百万条指令/秒”来描述。同一台计算机,执
行不同的运算所需时间可能不同,因而对运算速度的描述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常用的有

CPU时钟频率(主频)、每秒平均执行指令数等。微型计算机一般采用主频来描述运算速

度,例如,Pentium41.5G的主频为1.5GHz,AMDRyzen73700X8-Coreprocessor3.60G的

主频为3.60GHz。一般来说,主频越高,运算速度就越快。

2.字长

计算机在同一时间内处理的一组二进制数称为一个计算机的“字”,而这组二进制数的

位数就是“字长”。在其他指标相同时,字长越大,计算机处理数据的速度就越快。早期的微

型计算机的字长一般是8位和16位。目前的计算机基本上是64位。

3.内存容量

内存是CPU可以直接访问的存储器,需要执行的程序与需要处理的数据就是存放在内

存中的。内存容量的大小反映了计算机即时存储信息的能力。随着操作系统的升级、应用

软件的不断丰富及其功能的不断扩展,人们对计算机内存容量的需求也不断提高。
内存容量一般都是2的整次方倍,比如,运行 Windows10操作系统至少需要2GB的内

存容量。一般而言,内存容量越大,越有利于系统的运行。系统对内存的识别是以Byte(字
节)为单位,每个字节由8位二进制数组成,即8bit(比特,也称“位”)。按照计算机的二进制

方式,1Byte=8bit,1KB=1024Byte,1MB=1024KB,1GB=1024MB,1TB=1024GB。

4.外存容量

外存容量通常是指硬盘容量(包括内置硬盘和移动硬盘)。外存容量越大,可存储的信

息就越多,可安装的应用软件就越丰富。目前计算机内置硬盘除了配备传统的机械硬盘外,
还配备了固态硬盘,固态硬盘则大幅提高了计算机的读/写速度。

1.2.3 计算机组装与维护

计算机组装是指用户将在计算机使用前将硬件组装成可工作的计算机的过程。不同的

用户在组装中对硬件要求不同,但是处理器、主板、内存、硬盘、光驱、显卡、声卡、显示器、音
箱、电源、键盘、鼠标等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按照以下流程来组装计算机。

(1)打开机箱,将电源安装在机箱中。
(2)在主板的CPU插座上插入CPU芯片并涂抹导热硅脂,安装散热片和散热风扇。
(3)将内存条插入主板的内存插槽中。
(4)将主板安装在机箱中主板的位置上,并把电源的供电线插接在主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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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显卡安装在主板的显卡插槽上(若是集成板,可以省略此步)。
(6)声卡都是PCI接口,所以将声卡插入PCI插槽中(若是集成板,可以省略此步)。
(7)在机箱中安装硬盘,并将数据线插在主板相应的接口上,接好电源线。
(8)将机箱面板控制线与主板连接,即各种开关、指示灯、PC喇叭的连接。
(9)将显示器的信号线连接到显卡上。
(10)加电测试系统是否能正常启动。如果能正常启动(听到“滴”的一声,并且屏幕上

显示硬件的自检信息),那么关掉电源继续下面的安装操作。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就要检查

前面的安装过程是否存在问题,部件是否损坏。
(11)将机箱的侧面板安装好,检查固定螺钉。
(12)安装鼠标和键盘等外设连线,接好电源,全部组装工作完成。
为了延长与提高计算机使用寿命和运行效率,对计算机日常维护是必不可少的。其基

本内容包括注意计算机工作中的防潮、防尘、散热处理;按照正常顺序开关机(先开外设,后
开主机,而关机正好相反),不宜频繁地开关机;整理好计算机连接线路,确保电源、电路正

常;使计算机始终在正常的温度、湿度下运行等。日常维护工作要求使用者养成良好的使用

习惯,在使用方式正确、妥当的情况下,使计算机长期处于一种高效、稳定的运行状态。

任务实施

通过本节知识的学习以及亲身实践,小李同学已经对计算机硬件系统有了深入的了解,
也总结出一套选购计算机的方法。选购家用计算机,首先要做的是需求分析,做到心中有

数、有的放矢。够用、耐用是选购家用计算机最基本的两个原则。计算机用户在购买计算机

前一定要明确自己计算机的用途,也就是说用户究竟让计算机做什么工作,具备什么样的功

能。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档次的计算机。
小李从自身需求出发,为自己配置了一台个人计算机,具体参数如表1-2所示。

表1-2 个人计算机配置参数表

设 备 型  号

CPU IntelCorei6-9700F(盒)

散热器 酷冷至尊T400i散热器

内存条 金士顿 DDR416GB

显示器 AOCC27G1

音响 漫步者R101V

主板 技嘉B365MD2V

显卡 影驰GTX1650Super骁将(显存为4GB)

固态硬盘 西部数据SSD(250GB)

机箱、电源 爱国者炫影 mini,安钛克BP400(额定功率为400W)

键盘、鼠标 罗技G100S键鼠套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