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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直接访问内存（DMA）方式 利用中断，系统和设备之间可以通过设备驱动程
序传送数据，但是当传送的数据量很大时，因为中断处理上的延迟，利用中断方式的效率会大大降低
。
而直接内存访问（DMA）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MA可允许设备和系统内存间在没有处理器参与的情况下传输大量数据。
设备驱动程序在利用DMA之前，需要选择DMA通道并定义相关寄存器以及数据的传输方向，即读取
或写入，然后将设备设定为利用该DMA通道传输数据。
设备完成设置之后，可以立即利用该DMA通道在设备和系统的内存之间传输数据，传输完毕后产生中
断以便通知驱动程序进行后续处理。
在利用DMA进行数据传输的同时，处理器仍然可以继续执行其他指令。
 5.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 在Linux系统中，软件的运行可在“内核空间”和“用户空间”中进行。
设备驱动程序可以编译到内核之中，也可以以模块形式存在。
模块在“内核空间”运行，而应用程序则是在“用户空间”运行。
它们分别引用不同的内存映射，也就是程序代码使用不同的“地址空间”。
 Linux通过系统调用和硬件中断完成从用户空间到内核空间的控制转移。
执行系统调用的内核代码在进程的上下文中执行，它执行调用进程的操作而且可以访问进程地址空间
的数据。
但处理中断与此不同，处理中断的代码相对进程而言是异步的，而且与任何一个进程都无关。
模块的作用就是扩展内核的功能，是运行在内核空间的模块化的代码。
模块的某些函数作为系统调用执行，而另一些函数则负责处理中断。
 各个模块被分别编译并链接成一组目标文件，这些文件能被载入正在运行的内核，或从正在运行的内
核中卸载。
必要时内核能请求内核守护进程Kerneld对模块进行加载或卸载。
根据需要动态载入模块可以保证内核达到最小，并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内核模块一部分保存在Kernel中，另一部分在Modules包中。
在许多应用系统中，对设备安装、使用和改动都是通过编译进内核来实现的，对驱动程序稍微做点改
动，就要重新烧写一遍内核，而且烧写内核经常容易出错，还占用资源，给具体应用带来不便。
模块采用的则是另一种途径，内核提供一个插槽，模块就像一个插件，在需要时插入内核中使用，不
需要时从内核中拔出。
这一切都由一个称为Kerneld的守护进程自动处理。
 内核模块的动态加载具有以下优点：将内核映像的空间保持在最小，并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这便于检验新的内核代码，而不需要重新编译内核并重新引导。
 但是，内核模块的引入也对系统性能和内存的利用有负面影响。
装入的内核模块与其他内核部分一样，具有相同的访问权限，由此可见，差的内核模块会导致系统崩
溃。
为了使内核模块能访问所有内核资源，内核必须维护符号表，并在加载和卸载模块时修改这些符号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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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精解》既可作为高职院校计算机、物联网、电子工
程和机电一体化等相关专业“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课程的教材，也可用作各类培训机构的培训教材
，还可作为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书中提供的项目源代码稍加移植、修改、扩充和组合，即可构建实用的嵌入式Linux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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