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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的应用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正在
日益改变着传统的人类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实现大众化后，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会面向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线，为行业、企
业培养各级各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为了大力推广计算机应用技术，更好地适应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跃式发展，满足我国高等院校从精
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符合社会对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类要求，我们成立了“21世纪
高等院校规划教材编委会”，在明确了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的框架下，组织编写了本套“21世纪高等院校规划教材”。
众所周知，教材建设作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及基础，作为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
识载体，在当前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探索和建设适应新世纪我国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的配套教材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高等院校
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工作面临的紧迫任务。
因此，编委会经过大量的前期调研和策划，在广泛了解各高等院校的教学现状、市场需求，探讨课程
设置、研究课程体系的基础上，组织一批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丰富的教学经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
力的学术带头人、科研人员和主要从事该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出一批有特色、适用性强的计算机
类公共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及应用技术课的教材以及相应的教学辅导书，以满足目前高等院校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本套教材消化和吸收了多年来已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成果，紧密结合经济全球化时代高
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实际需要，努力实践，大胆创新。
教材编写采用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滚动立项的方式，分期分批地启动编写计划，编写大纲的确定以
及教材风格的定位均经过编委会多次认真讨论，以确保该套教材的高质量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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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Fedora Core Linux为基础的实际操作应用指南，它是Linux基础及应用教程的配套教材，
对Linux系统的应用技术做了全面的实训，主要包括Linux桌面应用、文件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进程
管理、网络管理、安全管理等实用操作知识，为Linux的初学者能够快速入门提供了保证。
每章都是一个大实训项目，分成若干个子任务，安排了详细的实验内容，使读者能够边学边用，更快
地提高使用Linux的实际操作水平。
    本书以实际操作对象为实例，内容丰富、讲解清晰，几乎覆盖教程所有的内容，因为是分步进行的
，有助于初学者理解、把握问题的精髓，提高对应用操作框架的整体认识，为读者掌握操作技能提供
经典典范。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含高职）电子类、计算机类、信息类等专业的Linux课程实训教材，也可作为
广大Linux用户、系统管理员和Linux系统自学者的参考书或培训教材，还可供希望转入嵌入式领域的
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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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如何引导当一个微处理器第一次启动时，它开始在预先设置的地址上执行指令。
通常在那里有一些只读内存，包括初始化或引导代码。
在PC上，这就是BIOS，它执行了一些低水平的CPU初始化和其他硬件的配置。
BIOS继续辨认哪个磁盘里有操作系统，把操作系统复制到RAM并且转向它。
实际上，这非常复杂，但对我们的目标来说也非常重要。
在PC上运行的Linux依靠PC的BIOS来提供这些配置和OS加载功能。
在一个嵌入式系统里经常没有这种BIOS。
这样就要提供同等的启动代码。
幸运的是，嵌入式系统并不需要PCBIOS引导程序那样的灵活性，因为它通常只需要处理一个硬件的配
置。
这个代码更简单也更枯燥。
它只是一个指令清单，将固定的数字塞到硬件寄存器中去。
然而，这是关键的代码，因为这些数值要与你的硬件相符而且要按照特定的顺序进行。
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最小的通电自检模块可以检查内存的正常运行、让LED闪烁，并且驱动其
他必须的硬件以使主Linux OS启动和运行。
这些启动代码完全根据硬件决定，不可随意移动。
不过，许多系统都有为核心微处理器和内存所定制的菜单式硬件设计。
典型的是，芯片制造商有一个样本主板，可以用来作为设计的参考——或多或少与新设计相同。
通常这些菜单式设计的启动代码是可以获得的，它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轻易地修改。
在少数情况下，启动代码需要重新编写。
为了测试这些代码，可以使用一个包含“模拟内存”的电路内置模拟器，它可以代替目标内存。
然后把代码装到模拟器上并通过模拟器调试。
如果这样不行，可以跳过这一步，但这样就要一个更长的调试周期。
这个代码最终要在较为稳定的内存上运行，通常是Flash或EPROM芯片。
接下来需要使用一些方法将代码放在芯片上。
具体怎么做要根据“目标”硬件和工具来定。
一种流行的方法是把Flash或EPROM片插入EPROM或Flash烧制器。
这将把用户的程序“烧”（存）入芯片。
然后，把芯片插入用户的目标板的插座，打开电源。
这个方法需要板上配有插座，但有些设备是不能配插座的。
另一个方法是通过一个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界面，它是一种国际标准
测试协议（IEEE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
一些芯片有JTAG界面可以用来对芯片进行编程。
这是最方便的方法。
芯片可以永远被焊在主板上，一个小电缆从板上的JTAG连接器（通常是一个PC片），连到JTAG界面
。
下面是PC运行JTAG界面所需的一些惯用程序。
这个设备还可以用来小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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