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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入手，全面分析了内核数据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入剖析了Linux操作系
统的内在机制和实现方法。

本书共分13章，详细地分析了Linux操作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包括系统初始化、中断、系统调用、进
程管理、进程间通信模块、内存管理、文件系统、虚拟文件系统、设备驱动、网络、多对称处理等，
并且在每章后列出了精选的Linux内核源代码程序。

本书是一本具有很强指导性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适用于Linux系统管理员、Linux系统程序员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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