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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实用教程》全面介绍了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实现技术，并对UNIX系统
和Windows系统的功能实现进行了具体阐述。
全书共分5个部分，分别介绍了操作系统的硬件基础和发展、处理器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与文件
管理，以及UNIX系统、Windows系统的内核实现。

《操作系统实用教程》以适应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操作系统的教学要求为编写目标，力求做到内容全面
、结构合理、通俗易懂。
本书内容丰富，强调理论与案例的结合，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参
考书，也可以作为计算机相关专业的自学和考试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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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3 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 操作系统是覆盖在裸机上的第一层软件，其他所有的软件
都是基于操作系统运行的。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硬件系统的第一层抽象，管理和控制着系统中的所有资源，协调程序的运行，并为
用户提供方便使用的人机界面。
 一般来说，计算机系统中的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
系统中的硬件资源主要包括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软件资源主要包括系统中的各种程序
和数据。
根据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管理、控制和协调等任务，可以将操作系统的功能分为处理器管理、
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和接口管理五个部分。
 2.3.1 处理器管理 处理器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资源，所有程序都需要在处理器上执行才能完成。
如何让多个用户程序能够公平地获得处理器资源，并协调程序之间的运行等都是处理器管理需要解决
的问题。
 1.进程控制 在多道程序环境下，进程是程序的执行体，要启动一个程序执行，需要为其创建一个相应
的进程，分配必要的资源。
进程执行结束后，应撤销相应的进程，回收分配给它的资源。
进程控制功能是处理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在核心态。
 2.进程同步与通信 多个进程在并发执行的过程中。
，因共享资源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制约关系。
为使多个进程能够协调运行，需要引入进程同步机制。
进程同步包括进程的同步与互斥。
进程同步解决进程之间的直接制约问题，进程互斥解决进程间的间接制约问题，进程通信用来解决合
作进程之间的信息交换。
有关进程的同步与通信将在第4章详细介绍。
 3.调度 在多道程序环境下，操作系统的调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作业调度和进程调度。
作业调度是指按一定的算法从后备队列中选择若干个作业进入主存，并为它们建立进程，分配资源的
过程；进程调度是指从主存的进程就绪队列中按照一定的算法选择一个进程，将CPU分配给它，并为
它设置运行现场，使之执行的过程。
 处理器管理是操作系统的最核心部分，它决定了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代表着操作系统设计者的设计
理念。
 2.3.2 存储器管理 在多道系统中，主存中存放了多道用户程序，为了让每道程序都有独立的地址空间
，并实现互不干扰，存储器管理模块需要以合适的方法为不同的用户和不同的任务划分出分离的存储
器区域，并保障各存储器区域的访问不会受到其他程序的干扰。
并且，在主存储器区域不够大的情况下，能够使用硬盘等其他辅助存储器来替代主存储器的空间，从
逻辑上实现对主存容量的扩充，以提高主存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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