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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的核心软件。
操作系统教学不但需要讲授操作系统原理与方.法，还需要让学生动手进行操作系统编程实践，只有这
样才能够让学生真正理解操作系统的精髓。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并吸取国内外操作系统方面的有关内容，编写了这本《操作系统实验教程》。
其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验，理解和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提高编写和开发系统程序的能力。
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对实验内容尽量做到具有独立性，并且对每个实验中用
到的知识给出了相关的介绍，这样有利于读者通过自学掌握实验教程中的技术和方法。
本书分为3篇：第1篇介绍基于windows环境下的进程管理和进程调度、银行家算法、虚拟存储器管理、
设备管理、SPOOLING技术、文件系统、操作系统接口共8个实验；第2篇介绍基于Linux环境下的进程
管理和进程调度、进程间通信、虚拟存储器管理、字符型设备驱动程序、Linux文件系统调用、Shell程
序共7个实验；第3篇附录介绍了Linux操作系统的安装、Linux中C语言编译器GCC的使用、Linux中C语
言调试器GDB的使用和Visual C++集成开发环境。
书中给出的程序示例都已在Windows下Visual C++6.0和Linux Red Hat 9.0中经过测试和验证。
本书第1、2、9、10章及附录B、C、D由毛平编写，第3、4、11、12、15章及附录A由曹红根编写，第5
、6、7、8、13、14章由袁宝华和马瑾编写。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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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课程的实验环节一直是操作系统教学的难点。
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学，生对操作系统工作原理的领会和对操作系统实现方法的理解，并且可以使学生
在程序设计方面得到最基本的训练。
本书的实验环境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和Linux操作系统；对于进程管理、进程通信、进程调度、银行
家算法、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等基本实验，本书都提供了两个操作系统环境下的实验示例代码。
另外本书还对Linux部分内核代码进行了源码分析。
    本书可作为应用型本科、高职高专操作系统实验教学教材，也可以作为从事相关专业人员学习和研
究的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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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篇　Windows系统实验指导　第1章　进程管理  　1.1　实验目的　  1.2　实验内容  　1.3　实验准
备    　1.3.1　进程　    1.3.2　进程控制块　    1.3.3　进程的创建与撤销　    1.3.4　进程的阻塞与唤醒　 
1.4　程序示例  　1.5　运行结果　第2章　进程调度  　2.1　实验目的　  2.2　实验内容　  2.3　实验准
备　  2.4　程序示例　  2.5　实验结果　第3章　银行家算法  　3.1　实验目的　  3.2　实验内容　  3.3　
实验准备　  3.4　程序示例　  3.5　实验结果　第4章　虚拟存储器管理  　4.1　实验目的　  4.2　实验
内容　  4.3　实验准备　  4.4　程序示例　  4.5　实验结果　第5章　设备管理  　5.1　实验目的　  5.2　
实验内容　  5.3　实验准备　  5.4　程序示例　  5.5　实验结果　第6章　SPOOLING技术  　6.1　实验
目的　  6.2　实验内容　  6.3　实验准备　  6.4　程序示例　  6.5　实验结果　第7章　文件系统  　7.1　
实验目的　  7.2　实验内容　  7.3　实验准备　  7.4　程序示例　  7.5　实验结果　第8章　操作系统接
口  　8.1　实验目的　  8.2　实验内容　  8.3　实验准备　  8.4　程序示例　  8.5　实验结果第2篇
　Linux系统实验指导　第9章　进程管理  　9.1  实验目的　  9.2　实验内容  　9.3　实验准备    　9.3.1
　进程　    9.3.2　所涉及的系统调用　　9.4　程序示例　　9.5　实验结果　第10章　进程调度  　10.1
　实验目的　  10.2　实验内容　  10.3　实验准备  　10.4　程序示例⋯⋯第3篇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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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优先权调度算法，其关键在于是采用静态优先权，还是动态优先权，以及如何确定进程的
优先权。
（1）静态优先权静态优先权是在创建进程时确定的，并且规定它在进程的整个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一般来说，优先权是利用某个范围内的一个整数来表示的，如0～7，或0～255中的某个整数，所以又
称为优先数。
在使用时，有的系统用“0”表示最高优先权，数值越大优先权越小，而有的系统则恰恰相反。
（2）动态优先权动态优先权要配合抢占调度方式使用，它是指在创建进程时所赋予的优先权，可以
随着进程的推进而发生改变，以便获得更好的调度性能。
在就绪队列中等待调度的进程，可以随着其等待时间的增加，其优先权也以某个速率增加。
因此，对于优先权初值很低的进程，在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后，其优先权也可能升为最高，从而获得调
度，占用处理器并执行。
同样规定正在执行的进程，其优先权将随着执行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使其优先权可能不再是最高
，从而暂停其执行，将处理器回收并分配给其他优先权更高的进程。
这种方式能防止一个长进程长期占用处理器的现象。
2.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在分时系统中，为了保证人机交互的及时性，系统使每个进程依次按时间片方
式轮流地执行，即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
在该算法中，系统将所有的就绪进程按进入就绪队列的先后次序排列。
每次调度时把CPIJ分配给队首进程，让其执行一个时间片，当时间片用完，由计时器发出时钟中断，
调度程序则暂停该进程的执行，使其退出处理器，并将它送到就绪队列的末尾，等待下一轮调度执行
。
然后，把CPU分配给就绪队列中新的队首进程，同时也让它执行一个时间片。
这样就可以保证就绪队列中的所有进程，在一定的时间（可接受的等待时间）内，均能获得一个时间
片的执行时间。
在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中，时间片的大小对系统的性能有很大影响。
如果时间片太大，大到每个进程都能在一个时间片内执行结束，则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退化为先来先
服务调度算法，用户将不能获得满意的响应时间。
若时间片过小，连用户键人的简单常用命令都要花费多个时间片，那么系统将频繁地进行进程的切换
，同样难以保证用户对响应时间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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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实验教程》：原理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教学与科研的最新成果 语言精炼，实例丰富可操作性
强，实用性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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