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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您已经掌握了使用Linux的基本操作，比如会使用ls、grep、find和sort这样的命令，而且还是一名C
或C++程序员，知道如何使用Linux系统调用，就应该明白除了能使用鼠标“单击”之外，Linux还能
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只是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做到而已，所以您会问自己：“我该如何去
做呢？
”本书会帮您回答这个问题。
作者以其广博的知识，向那些非Linux初学者展示了如何攀越下一阶段并走向精通的求知之路。
从用于调试和性能分析的命令行工具，到/proc目录下的文件列表，本书将会向您介绍这些Linux行家
里手所熟练使用的各种工具，从而使您在日常生活中更方便、更有效地使用Linux。
本书除了告诉您很多的“是什么”(什么工具，什么选项，什么文件)，还会告诉您“为什么”。
本书会解释它们的运行原理，使您能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最终将Linux(还有UNIX)的精华了然于胸
。
本书是献给Linux程序员的一席饕餮大餐，希望您能用心品味，至少我是这么做的。
开始享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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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系统性地介绍GNU/Linux的开源工具，并通过可以被读者容易修改的简明示例说明如何使用这
些工具，以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
    本书首先介绍如何下载、构建和安装开源项目，如何发布开源工具，以及如何避免将时间浪费到还
未准备好的项目中，并引导读者构建自己的项目。
然后通过示例演示了如何在文本编辑器中进行查找操作，展示了几个常用文本编辑器中会用到的小技
巧。
    书中接下来对Linux内核的基础知识和操作系统的内部原理进行了详细且通俗易懂的阐述，并示范了
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更高级的工具中。
还重点讲解sar、vmstat、valpind和strace等工具的输出，以及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应用程序中；如何利用
各种编程API来开发适用于自己的工具。
    最后，作者介绍了可以提高软件性能的工具；解释了如今市面上的多芯CPU的内在原理，并演示了
如何从这些系统中获取最佳性能；以及介绍了在各种环境下调试代码的工具和技术。
    对于程序员来说，如果希望自己开发出来的程序更为简洁有效，如果想对Linux编程环境有更深刻的
理解，那么，本书提供的资料相信能给您带来惊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Linux开发工具箱>>

作者简介

John Fusco是GE Healthcare的一名软件开发人员，专门编写Linux应用程序和设备驱动程序。
他在Unix软件行业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从内核2.0版本就开始开发Linux应用程序。
他曾为Embedded Systems Programming和Linux Journal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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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  简介本章假定你已掌握了一定的编写Linux应用程序的经验并且对内核已有了初步的了解。
本章将涵盖一些与内核相关的主题。
这些主题在论述内核实质的书中经常出现。
与这些书不同的是，本章更侧重从应用角度进行分析。
本章所涵盖的内容有Linux的调度程序，近来这些调度程序经历了许多变革。
此外，本章还将阐述进程优先权和抢占方式调度策略，以及它们的角色和实时应用。
32位的地址空间足够满足需要，因此多数应用系统在实际操作中从未受阻。
但现在，32位的系统已能支持超过4GB的RAM，许多程序员往往在操作受阻时还不知道他们遭遇的是
怎样的问题。
学完本章后，你将对这些问题有个更清晰的认识，并且学会如何在操作中规避它们。
本章还将介绍输入输出系统以及它与进程之间的关系。
也许你已经被现代处理器的高速时钟速度搞得眼花缭乱，但不料却失望地发现低速的启动设备程序正
严重扼杀处理器的操作性能。
本章将介绍一些Linux程序设计模型中的低效构件，以及如何在操作中绕开它们。
本章还将详细讨论Linux 2.6版本中I/O调度程序的改进，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性能。
5.2  用户模式与内核模式执行进程的模式有两种：用户模式和内核模式。
你编写的代码和执行所链接的库是在用户模式下。
当进程需要内核的服务时，就必须执行内核代码，而且这只能在内核模式下运行。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操作时存在许多困难。
首先来讨论为什么需要两种操作模式。
原因之一就是安全性。
当一个进程在用户模式下执行时，它所占的内存空间对它来说是唯一的。
Linux是一个多用户操作系统，因此一个进程不能访问另一进程的内存空间，因为另一进程可能包含密
码或一些敏感信息。
用户模式可以确保一个进程只能访问它自己的内存空间。
此外，如果一个进程破坏了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它也只能影响它自己，而不会波及到其他任何进程，
当然更不会影响到整个系统。
在用户模式下，进程所能访问的内存称为用户空间(user space)。
因为该系统是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所以内核需要维护数据结构以控制系统中的每个进程，因此内核
提供了一个所有的进程共享的内存区域。
因为系统中的所有进程都在执行内核，所以每个进程都需要访问同一个共享的内存区域。
然而，为了保证安全性，内核代码和数据结构必须严格独立于用户代码和数据。
这就是我们需要内核模式的原因。
只有内存代码可以在内核模式下运行，访问共享的内核数据以及执行特权指令。
把进程在内核模式下访问的内存区域叫做内核空间(kernel space)。
内核空间只有一个，在内核模式下的每一个进程都可以访问内核空间，但与用户空间不同的是，内核
空间是每一个进程所特有的。
图5-1显示了所有进程中内核的虚拟地址分配。
在这个例子中， 1G的虚拟地址高地址分配给了内核，剩下部分则分配给了进程。
这样的分配方式可以在构建内核时确立。
但这种所谓的3G/1G分配方式在很多现存的内核中(也)是常见的。
在这种配置下，内核的所有地址都大于0XCJ0000000。
当进程要访问这些地址时，就必须在内核模式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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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inux开发工具箱:项目开发的最有效途径》共分10个章节，系统性地介绍GNU/Linux的开源工具，并
通过可以被读者容易修改的简明示例说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具体内容包括开源工具的下载和安装、
从源代码构建、查找帮助、编辑和保存源文件、开发者必备内核知识等。
《Linux开发工具箱:项目开发的最有效途径》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
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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