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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出版至今已近10年，这期间操作系统
从理论到实践上都经历了一个较大的发展过程。
本书第二版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新的教学大纲，在保持原教程经典风格的同时，对操作系统的教学内容
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更新，以适应新世纪国内操作系统课程教学需要。
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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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2版）》主要讲述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与实现技术。
在经典内容的基础上，突出介绍了近年来操作系统的最新进展，如多线程、实时调度与多处理机调度
、多处理机互斥、多级页表与倒置页表、RAID技术、快速文件系统、分布协同、微内核与嵌入式系统
、操作系统安全等。
主要章节后附有流行系统方法案例，并对UNIX系统做了全面分析。
最后给出一个基于自动机的操作系统理论模型。
.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2版）》在选材和内容组织上进行了认真推敲，力求做到概念准
确、层次清晰、系统性强、联系实际、富有启发性。
《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2版）》第一版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
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种奖项，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操作系统课程教材
，也可供相关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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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由于使用这种系统时，用户无法对其程序的运行状况施行交互性控制，当他（她）将一个计算
任务交给系统处理时，必须将其控制意图“告诉”操作系统，如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出错时如何处理等。
为此，他（她）需要用操作系统所提供的作业控制语言书写一个说明书，该说明书称为作业说明书，
并将其与程序和数据一并交给系统，操作系统按照作业说明书所规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计算任务。
用户程序、数据以及作业说明书合在一起称为作业。
批作业的处理步骤如下：用户将作业（程序、数据、说明书）交给机房；操作员在适当的时刻将其放
到某台输入机上并启动其工作，通道负责将作业传输到磁盘输入井中，其后适当时刻经通道传输进入
内存处理，此时作业以“进程”为单位在内存中运行；运行结束后，其结果经通道传输进入磁盘输出
井中；最后再由通道负责将其在输出机上以用户可见的形式显示出来。
输入井和输出井分别为磁盘或磁鼓上的两个区域，输入井用于保存已经输入但尚未处理的作业；输出
井用于保存处理完毕但尚未输出的结果。
设置输入井和输出井的目的主要有两个：（1）协调输入输出设备速度与处理机速度之间的差异；（2
）为作业调度提供条件。
如果没有输入井，系统只能按照自然次序处理作业，设置输入井后，系统可以根据调度需要在输入井
中选择进入内存的作业，使得内存中所运行的作业搭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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