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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介绍Linux设备驱动开发理论、框架与实例的书，本书以Linux 2.6版本内核为蓝本，详
细介绍自旋锁、信号量、完成量、中断顶/底半部、定时器、内存和I/O映射以及异步通知、阻塞I/O、
非阻塞I/O等Linux设备驱动理论；字符设备、块设备、TTY设备、I2C设备、LCD设备、音频设备
、USB设备、网络设备、PCI设备等Linux设备驱动的架构和框架中各个复杂数据架构和函数的关系，
并讲解了大量Linux驱动开发的大量实例，使读者能够独立开发各类Linux设备驱动。
　　本书内容全面，实例丰富，操作性强，语言通俗易懂，适合广大Linux开发人员、嵌入式工程师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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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著名，本书的作者集多年授课和开发的经验，以简洁的语言和丰富的实例讲述了这一技术，深入浅
出，值得一读。
　　北京麦克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BMR）董事长／电子产品世界杂志编委 何小庆　　本书有个非常
突出的特点——实用，全书以大量实例来引导读者编写以及移植Linux设备驱动，这些实例是作者多
年Linux设备驱动开发从业经验的总结，读者一定会从中受益。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嵌入式系统分会秘书长郭淳学　　在Linux系统广泛应用、嵌入式系统飞速发展
的今天，Linux没备驱动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本书是学习Linux设备驱动很好的选择。
　　信息产业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教育培训部主任杜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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