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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软件，它管理和控制整个计算机系统，使之能正确、有效地运转，为用
户提供方便的服务。
操作系统复杂且神秘，使人们感觉它威力无比，能量无限。
学习操作系统就是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剖析它的复杂性，理解并掌握它，为深入学习计算机专业、
信息类专业知识，进一步提升软件开发能力、乃至系统软件开发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学懂操作系统，必须了解操作系统的特点；要写好操作系统教材，也必须根据操作系统的特点确定
教材内容的选取和教材的编写方法。
操作系统的特点是：①内容庞杂、涉及面广。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管理软件，它对计算机系统中的所有硬件和软件实施管理和控制，为用户提
供良好的接口；②动态性、并行性。
现代操作系统都是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支持大量的活动同时运行，各种活动都处在不断变化的
过程中；③实践性强。
现在所有运转着的计算机都配置了操作系统。
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正在运转，为用户提供服务；④技术发展快。
操作系统的实现技术和方法在不断地变化。
针对操作系统的特点，本书在内容的选取上注重基础性、实质性、先进性；框架的设计上注重逻辑性
、完整性，力图将操作系统内容组织成一个逻辑清晰的整体。
在这一整体中始终贯穿着并发、共享的主线。
在这一主线下，有一条动态的、进程活动轨迹，还有一个系统资源管理的剖面。
针对动态的进程活动，本书论述了操作系统需要提出的重要的概念——进程；支持多进程运行必需的
机制（包括数据结构、实施进程控制与进程调度的设施）及功能。
对系统资源管理则根据多用户、多任务环境的特点，讨论系统资源的共享，资源管理的策略与方法。
为解决操作系统实践性强的问题，本书探讨了操作系统原理与实际运行的操作系统之间的关系：原理
是实际操作系统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提炼；实际操作系统采用的技术和方法是原理内容的具体体现。
本书以当前流行的Linux操作系统为实例，剖析其特点和实现技术，使操作系统原理中的理论知识与操
作系统实例的具体实现方法有机地结合、相互印证。
随着操作系统技术的不断发展，操作系统教材在抓住基础性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地更新。
本书提出了实现现代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是并行处理技术和虚拟技术，并力图以这种思想方法引领读
者思考、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和它实施的策略和方法。
本书的论述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读者便于阅读和理解。
为了让读者能建立操作系统整体轮廓，抓住操作系统的主线，在第1章绪论中讨论了操作系统在计算
机系统中的地位、操作系统应解决的基本问题、操作系统采用的关键技术。
这些内容在读者还没有了解操作系统时是不能很好地理解的。
但这些内容可以作为指导引领读者去理解后面各章的相关内容。
当读者学完了全书内容，再回头看第l章，就会理解现代操作系统的最基本的、最关键的实现技术。
书中所有算法采用类c的伪码来描述。
因为，这种语言与PDL语言十分相似，它含有更多的自然语言，这样使读者容易掌握算法的功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计算机操作系统>>

内容概要

　　《计算机操作系统》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主要功能及实现技术。
重点论述多用户、多任务操作系统的运行机制；系统资源管理的策略和方法；操作系统提供的用户界
面。
讨论了现代操作系统采用的并行处理技术和虚拟技术。
《计算机操作系统》以Linux系统为实例，剖析了其特点和具体的实现技术。
　　《计算机操作系统》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和信息类本科、专科各专业和其他相关专业教材，
亦可供从事计算机科学、工程、应用等方面工作的科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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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系统概述9.1.1 文件9.1.2 文件系统9.1.3 文件的组织9.2 文件的逻辑结构和存取方法9.2.1 文件的逻辑结
构9.2.2 文件的存取方法9.3 文件的物理结构9.3.1 连续文件9.3.2 串联文件9.3.3 索引文件9.3.4 文件物理结
构比较9.3.5 UNIX系统的索引文件结构9.4 文件目录9.4.1 文件目录及其内容9.4.2 一级文件目录及缺
点9.4.3 多级文件目录9.5 共享与安全9.5.1 文件共享与安全性的关系9.5.2 文件共享的实现方法9.5.3 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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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9.7.4 VFS系统调用的实现9.7.5 EXt2文件系统概述9.7.6 EXt2磁盘数据结构9.7.7 EXt2磁盘空间的管
理9.7.8 Ext2主存数据结构习题9模拟试题1模拟试题2模拟试题1答案模拟试题2答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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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操作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地位1.1.1存储程序式计算机的结构和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的水平不断地提升，计算机应用随之深入且广泛
。
在大量的计算机应用中，如金融、航天、电信、信息家电等领域，都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计算机来解决
。
任何问题的求解都需要给出其形式化定义和求解方法的形式描述。
问题的形式化定义称为数学模型，问题求解方法的形式描述称为算法，通常将一个算法的实现叫做一
次计算，而对问题的求解还必须有实现算法的工具或设施。
实现算法的工具或设施从最初的算盘，后来使用的计算器，直到现代的、几乎无所不能的计算机，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
然而，这些工具的计算方法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
算盘和计算器可以进行加、减、乘、除运算。
人们要解决某一问题，只有将问题的求解方法归结为四则运算问题后，才可以用算盘之类的工具进行
计算。
当遇到一个复杂的算法时，如求解一个微分方程，就必须将微分方程的解法转化为数值解法。
这种计算方法称为手工计算方式，算盘或计算器是手工计算的一种工具。
在这种计算方式下，人们按照预先确定的一种计算方案，先输入原始数据，然后按操作步骤做第一步
计算，记下中间结果，再做第二步计算，直到算出最终结果，并把结果记录在纸上。
在这一过程中，输入原始数据、执行运算操作、中间结果的存储和最终结果的抄录都是依靠人的操作
来完成的，所以这一计算过程是手工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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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计算机操作系统》：国家精品课程配套教材《计算机操作系统》在内容的选取上注重基础性、实质
性、先进性；框架的设计上注重逻辑性、完整性。
将操作系统组织成一个逻辑清晰的整体并提炼了并发、共享的主线。
一针对前者《计算机操作系统》论述了现代操作系统的进程概念、支持多进程运行必需的机制及功能
针对后者论述了系统资源的管理策略与方法。
全书以当前流行的Linux操作系统为实例，剖析其特点和实现技术，寻操作系统原理的理论知识与实际
的实现方法有机地结合、相互印证。
《计算机操作系统》提出实现现代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是并行处理技术和虚拟技术，并力图以这种思
想方法引领读者理解操作系统的原理、实施策略和方法。
注重基础性、实质性、先进性以并行处理技术和虚拟技术为纲剖析操作系统原理、实现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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