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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Windows垄断了中国桌面操作系统，中国学校中也开设了很多Windows课程，但令人遗憾的
是，由于Windows的源代码不开放，这些课程往往只能使学生了解Windows的外特性和操作方法，却
不能使学生了解和掌握Windows的内核。
有人会问：难道中国人真的需要深入到操作系统的内核，去掌握它的核心技术吗？
有人说：微软花了上千亿美元开发出Windows操作系统，中国人花100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为什么还
要自己去研究和开发呢？
一些外国咨询公司也为中国政府支招，如麦肯锡公司在2002年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
告》就主张中国不必发展操作系统，而应像印度那样，主要发展面向出口的离岸外包业务。
这样的观点前些年在中国相当流行，影响了不少人。
2008年10月，有一个事件震惊了中国：微软宣称将对其认为是使用盗版Windows和Office的电脑实行了
“黑屏”。
用户面对“黑屏”束手无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电脑被微软操控了！
中国信息安全的软肋由此暴露无遗。
事实上，在信息安全方面我国历来要求使用“自主可控”的软件和硬件，“黑屏”事件更使广大用户
有了切肤之痛，认识到自主可控的重要性。
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有了这种共识，如俄国、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在发展基于开源软
件Linux的自主操作系统。
在这方面，目前中国的重大进展是起动了“核高基”重大专项，这是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
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所部署的，旨在发展“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
”。
其中的“基础软件产品”中最重要的就是操作系统。
这样，持续多年的中国要不要发展自主操作系统的争议终于有了定论。
通过“核高基”专项，中国有望在今后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自主操作系统的产业化，将来中国的信息
系统再不会被人“黑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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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分析ReactOS的源代码介绍了Windows内核各个方面的结构、功能、算法与具体实现。
全书从“内存管理”、“进程”、“进程间通信”、“设备驱动”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介绍，所有的
分析都有ReactOS的源代码（以及部分由微软公开的源代码）作为依据，使读者能深入理解Windows内
核的方方面面，也可以使读者的软件开发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
　　本书可供大学有关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用做教学参考，也可供广大的软件工程师，特别是
从事系统软件研发的工程师用于工作参考或用做进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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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册第2章系统调用2.1内核与系统调用对于应用程序的运行即应用进程而言，操作系统内核的
作用体现在一组可以供其调用的函数，称为“系统调用（System Call）”，正是这些系统调用加上一
些辅助的手段构成了应用软件的运行环境，即日常所说的“运行平台”。
从应用软件的角度看，这些系统调用都是操作系统为其提供的服务，所以也称“系统服务（System
Service）”。
在本书中，“系统调用”与“系统服务”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
从程序运行的角度看，进程是主动的、“活性（Active）”的，是发出调用请求的一方；而内核是被
动（Passive）的，只是应进程的要求而提供服务。
但是，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看，则内核也有活性的一面，诸多应用进程就是在内核的调度下运行，所以
内核有其两面性。
离开进程调度，内核就只剩下了被动的一面，那就类似于一个运行时程序库了。
而系统调用即系统服务，就体现了内核被动的一面。
内核活性的一面即进程调度，对于应用程序而言是无形的，其目的就在于为应用软件创造一种似乎独
占着CPU的假象；相比之下内核被动的一面即系统调用则是有形的，要不然应用程序就无法调用这些
服务。
系统调用所提供的服务是在内核中，一般是在“系统空间”实现的，而应用软件则都在用户空间运行
，二者之间有着空间的间隔，实质上是CPU运行模式的不同。
所以，在应用软件与内核之间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定义的“系统调用界面”。
 不过要由应用软件直接按规定的形式进行系统调用是不方便的，所以一般都要在外面包上一层，提供
一套便于调用的（用户空间）库函数作为中介。
在UNIX/Linux系统及后来的POSIX标准中，这就是c语言运行库的一部分。
就调用的参数、返回值、作用而言，由标准C语言运行库提供的“系统调用”函数与实际的系统调用
一一对应并基本相同。
例如，read（）是个系统调用，而用户程序引用的read（）实际上是库函数，二者是对应的，并且参数
的数量、类型、次序等基本相同，功能则完全相同。
标准C语言运行库也提供一些建立在系统调用基础上功能有所扩充的高层库函数，例如fread0是建立
在read（）基础上的，但是用起来更加方便，可是那就不叫系统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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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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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操作系统是最基础、最核心的计算机软件。
长期处于技术垄断地位的Windows操作系统，其源程序代码是不公开的，可看成一个“黑盒子”。
毛德操先生这本书，通过分析ReactOS的源程序代码，介绍了Windows操作系统内核的结构及其各种机
制，使读者能深入理解Windows操作系统内核这个“黑盒子”的各个方面，这对于打破Windows的技
术垄断，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操作系统，实现Windows与Linux操作系统的高度互操作，具有
重大的实际价值。
毛德操先生在剖析Windows、Linux等操作系统内核的结构与机制方面，走在了国际学术界的前列。
　　——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主席 陆首群 　　虽然当前以Linux为代表的开源软件为中国发展自主
操作系统提供了很好的支撑，但学习和借鉴Windows也有重要价值。
在这个时候，毛德操先生所著的《Windows 内核情景分析》出版了，它为广大读者打开了通
向Windows内核的大门。
与其说本书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不如说这更是一篇实践经验的总结。
本书正是毛德操先生近年来领导开发“兼容内核（Unified Kernel）”项目的一篇经验总结。
早在2004年毛先生就提出了开发“兼容内核”的倡议，他提出开发一个既能支持Linux应用软件运行、
也能支持Windows应用软件运行的内核，这与开源项目Wine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工程院院士 倪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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