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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4_B8_8A_E7_c101_461754.htm 经常在网上冲浪的

朋友，肯定会或多或少地碰到无法访问网络的现象，每当碰

到这类现象时，很多朋友都会毫不犹豫地将故障排查重点锁

定在上网参数的设置、网卡驱动的安装以及网络线缆的连接

方面；事实上，有的无法访问网络故障，并不是由我们的上

网客户端引起的，或许局域网内部设备的一些调整，也在不

经意间给我们带来网络无法访问的故障。这不，本文下面为

各位推荐的一则无法访问网络故障，就是由于局域网变动了

路由器而引起的！ 故障现象：有的能上网，有的不能 办公室

中共有六台笔记本电脑，每一台笔记本都是通过共享ADSL路

由器进行自动拨号上网的，并且该路由器启用了DHCP服务

器，这么一来办公室中的所有笔记本电脑只要启用了“自动

获得IP地址”功能，就应该能从DHCP服务器中获得有效的IP

地址，并能够正常地访问网络。平时，办公室中的所有笔记

本电脑都能访问网络，可最近不知道什么回事，办公室中有

的笔记本电脑能够上网，有的笔记本电脑却无法上网。 故障

排除：病毒、线缆、电脑系统？ 遇到这种故障现象时，有的

同事认为肯定是网络病毒引起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着使用

最新版本的杀毒软件来对不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进行病毒查

杀操作，经过耐心地等待，结果还真从故障计算机中找到了

一些新兴的网络病毒，原以为这些网络病毒就是导致笔记本

电脑无法访问网络的“罪槐祸首”；可是在清除完所有病毒

后，同事在故障笔记本电脑中又进行了网络访问操作，但访



问的结果让同事非常灰心失望，故障笔记本电脑还是无法访

问网络。 会不会是网络线缆出现了意外呢，比方说网络线缆

出现了短接或者断路现象，或者网络线缆与交换机端口、网

卡端口没有稳定接触呢？考虑到这一点，同事特意从网络管

理员那里借来了专业的网络线缆测试仪，开始对连接故障笔

记本电脑的网络线缆进行连通性测试，但测试结果表明网络

线缆是正常的；为了担心网络线缆与交换机或网卡设备接触

不良，同时又特意将网络线缆从这些连接端口中拔下来，并

重新用力插入到对应的连接端口中，确保了网络线缆与连接

端口之间有了稳定接触，可即使这样，故障笔记本电脑还是

无法正常访问网络。 在万般无奈之下，同事想到了替换法，

于是他将其他同事能够正常访问网络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到自

己的网络线缆上，经过测试发现笔记本电脑仍然能够正常上

网，这说明网络线缆以及交换机的端口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

，而且整个局域网网络中也没有网络病毒的干扰；可是，当

同事尝试将故障笔记本电脑连接到其他能够正常上网的网络

线缆中时，发现故障笔记本电脑还是无法正常访问网络，很

明显无法正常访问网络的故障就是由故障笔记本电脑自身引

起的。 难道是故障笔记本电脑的Windows系统文件受到了损

坏，从而导致了其中的网络组件无法正常工作？想到这一点

，同事又不厌其烦地在故障笔记本电脑系统中，依次单击“

开始”/“运行”命令，在弹出的系统运行对话框中，输入字

符串命令“sfc /scannow”，单击“确定”按钮后，开始对系

统文件进行修复操作，可是直到系统文件修复操作结束，同

事也没有看到屏幕出现提示说哪个系统文件已经被修复了，

这说明无法访问网络的故障与系统文件是否损坏无关。 在毫



无头绪的情况下，这位同事请来了笔者。笔者详细听了同事

的描述后，在第一时间认为肯定是同事的笔记本电脑上网参

数没有设置好，因为经过同事的测试排查，网络线缆、交换

机端口都是正常的，而且笔记本电脑中的病毒也被清除干净

了。想到做到，笔者立即在故障工作站系统桌面中依次单击

“开始”/“设置”/“网络连接”命令，在弹出的本地系统

网络连接列表窗口中，用鼠标右键单击其中的“本地连接”

图标，并执行快捷菜单中的“属性”命令，打开本地连接属

性设置窗口；在该设置窗口的“此连接使用下列项目”列表

框中，笔者选中了“Internet协议（TCP/IP）”选项，同时单

击了“属性”按钮，打开如图1所示的TCP/IP属性设置窗口；

在该设置窗口中，笔者看到同事的笔记本并没有启用“自动

获得IP地址”功能，而是将该笔记本电脑的IP地址人为地设

置成了“192.168.1.10”，于是笔者尝试着选中了“自动获

得IP地址”功能，并单击“确定”按钮结束上网参数设置操

作；之后，笔者尝试了在该故障笔记本电脑中进行了网络访

问，嘿，这一次竟然能够正常访问网络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