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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计算机的资源由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两部分组成。要实现用户的软件通过

各种指令使计算机硬件高效有序地执行,需要一个管理系统既可以实现对计算机所有硬件

的管理,又能方便地为应用软件提供各种接口指令或协议。操作系统就是介于计算机硬件

和应用软件之间,实现对计算机系统资源进行控制与管理的软件。本章讨论操作系统对相

关资源的控制和管理技术。

5.1 操作系统概述

5.1.1 操作系统的定义

  为了明确操作系统的定义,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操作系统的发展。操作系统的发展是随

着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变化而来的。

1.
 

操作系统的发展

自1946年计算机诞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计算机属于第一代计算机,这时的计算

机体积庞大、速度慢,没有操作系统。由用户(程序员)采用手工方式直接控制和使用计算机

硬件,即程序员编好程序后,首先需要使用穿孔机,将程序和数据制作成纸带或卡片。然后

将这些纸带或卡片装入纸带输入机或卡片输入机,启动计算机。计算机从读卡机上将程序

和数据读入,并开始运行程序。程序运行结束并取走结果后,才让另一个用户使用计算机。
这种人工操作方式有以下缺陷:

 

用户上机时独占全机资源,造成资源利用率不高,系统效率

低;
 

手工操作多,浪费处理器时间等。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晶体管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计算机高级语言(FORTRAN、

ALGOG、COBOL等)的出现,此时用户可以采用高级语言编写程序来控制计算机的执行。
用户需要完成某一个任务,首先将程序写到纸上,然后将纸做成卡片,再将卡片带到计算中

心交给操作员。计算机运行完当前的任务之后,其结果由打印机输出。接着操作员从卡片

盒中选择另一个任务(作业)交给计算机执行。在这个阶段,用户提交的任务在操作员的干

预下成批执行。由于处理机的速度与手工操作设备的输入和输出的速度不匹配,人们设计

了监督程序(或管理程序)来实现任务的自动转换处理。这期间,每个任务由程序员提供一

组在某种介质(如纸、磁盘)上的任务信息(文件),包括任务说明书及相关的程序和数据。任

务说明书由程序员提交给系统操作员,操作员集中一批用户提交的作业,由管理程序将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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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从纸带或卡片机输入到磁带上,当一批作业输入完成后,管理程序自动把磁带上的第1
个作业装入内存,并把控制权交给作业。该作业执行完成后,作业又把控制权交回管理程

序,管理程序再调入磁带上的第2个作业到内存中执行。以此类推,直到所有作业完成。这

种处理方式称为批处理方式。由于是串行操作,所以又称为单道批处理。
单道批处理系统内存中仅有一道任务,无法充分利用系统中的所有资源,导致系统中仍

有许多资源空闲,设备利用率低,系统性能差。20世纪60年代中期,计算机体系结构发生

了很大变化,由以CPU为中心的结构改变为以主存为中心,使在内存中同时装入多个作业

(或任务)成为可能,使多道程序的概念成为现实。多道程序设计技术充分发挥计算机系统

部件的并行性,提高了CPU的利用率。
随着计算机系统和网络的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计算机结构的变化,满足用户不断变化

的应用需求,提高计算机系统资源的利用率等,操作系统也步入了更实用化的阶段,陆续出

现了分时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微机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和网络操作系统等。感

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他相关书籍,了解这类操作系统的详细情况。

2.
 

操作系统的定义

操作系统是最基本的系统软件,因为所有其他的系统软件(例如编译程序、数据库管

理系统等)和软件开发工具都是建立在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它们的运行全都需要操作

系统的支持。计算机启动后,通常先把操作系统装入内存,然后才启动其他的程序。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由一些程序模块组成,用来控制和管理计算机系统

内的所有资源,并且合理地组织计算机的工作流程,以便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并为用户提

供一个功能强大、使用方便的工作环境。
操作系统的定义同时说明了操作系统有如下任务。

 

1)
 

资源管理

任何一个计算机系统,不论是大型机、小型机,还是微机,都具有两种资源,即硬件资源

和软件资源。硬件资源指计算机系统的物理设备,包括中央处理机、存储器和I/O设备;
 

软

件资源指由计算机硬件执行的、用以完成一定任务的所有程序及数据的集合,包括系统软件

和应用软件。操作系统是最基本的系统软件,操作系统又是资源的管理者,用户程序使用资

源都必须经过操作系统———调用操作系统的功能函数。操作系统管理资源的目标是发挥资

源的最大效率,因此需要实现高效率的资源管理机制,包括分配、调度和共享机制。

2)
 

资源使用方便

既然用户程序必须通过操作系统来使用计算机资源,操作系统就必须提供方便、好用、
安全和可靠的资源访问功能函数(或接口函数)。例如,所有I/O设备的驱动函数。操作系

统为用户(计算机系统管理员、应用软件的设计人员等)提供了抽象的资源使用界面。抽象

层次越高,用户使用资源就越方便,因为它让用户远离了资源访问的细枝末节。

3)
 

资源的安全保障

操作系统在提供功能函数时,必须考虑到资源的安全使用问题,即用户是否有权限

使用该资源。用户超越权限地使用资源,不仅会危害系统的正常运行,也会损害其他用

户的利益。这也正是计算机病毒和攻击者想做的。因此操作系统必须建立有效的安全

机制。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中的最基本核心软件,它位于计算机硬件与应用程序之间,提供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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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序各种功能函数,同时控制硬件完成各种操作。

5.1.2 操作系统的分类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各种类型的操作系统,以满足

不同的应用要求。最常用的分类方法(按照操作系统的用户服务方式分)主要有多道批

处理操作系统、分时操作系统、实时操作系统、微机操作系统、网络操作系统、分布式操作

系统等。

1.
 

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

为了解决CPU和I/O运行速度的差别,即作业占用I/O时,CPU处于空闲状态的问

题,产生了多道批处理系统。它一次将几个作业放入内存,宏观上看,同时有多个作业在系

统中运行,而实际上这些作业是分时串行地在一台计算机上运行。但此时的操作系统具有

了两大基本特征。

1)
 

并发

并发指系统允许同时执行多个运行中的程序。如图5-1所示,3道作业交替执行的情

况,当一个作业进入I/O过程,CPU并没有等待该作业I/O的结束,而是直接执行等待队列

中的另外一个作业,提高了系统单位时间内的作业运行量。

图5-1 CPU交替地执行3道作业

2)
 

共享

共享指系统为多个运行中的程序提供共享资源。利用磁盘的速度比读卡机和打印机快

的特点,将磁盘分为“输入井”和“输出井”,将多个作业的相关数据由I/O通道控制读卡机

读入并存放到“输入井”。操作系统从“输入井”中读入作业的相关数据,启动作业运行。作

业在运行过程中,也从“输入井”中输入数据进行处理。同时,作业的输出数据都写入“输出

井”中。当作业运行结束后,由I/O通道控制打印机,将作业在“输出井”中的全部输出数据

打印出来,好像每个用户都拥有了一台打印机,实现了资源共享。

2.
 

分时操作系统

多道批处理操作系统虽然能提高机器的资源利用率,却存在一个重要的缺点,即程序的

调试问题。由于一次要处理一批作业,作业的处理过程中,任何用户都不能和计算机进行交

互。即使发现了某个作业有程序错误,也要等一批作业全部结束后脱机进行纠错。查明或

改正一处错误,往往需要运行多次作业,延长了程序的调试周期。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分

时操作系统应运而生。
在精确的时钟中断系统和速度更快的处理机等硬件的支持下,分时操作系统允许多个

用户同时联机与系统进行交互通信,一台分时计算机系统连有若干台终端,多个用户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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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终端上向系统发出服务请求,系统根据用户的请求完成指定的任务,并把执行结果返

回。这样用户可以根据运行结果,再次通过终端决定下一步的请求指令。重复这个交互过

程,直到每个用户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由于处理机的速度很快,将时间片划分适当,从一

个较长时间看,每一个用户似乎都独享主机。这样,对于每个用户都仿佛“独占”了整个计算

机系统。具有这种特点的计算机系统称为分时操作系统。
分时操作系统具有多路性、交互性、独占性和即时性的特点。

3.
 

实时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指系统能够及时响应随机发生的外部事件,在严格的时间范围内完成对

该事件的处理,并能控制所有实时设备和实时任务协调一致地工作。所谓“外部事件”是指

与计算机连接的设备向计算机发出的各种服务请求。实时操作系统根据控制对象不同又分

为实时控制系统(如导弹导航)和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如机票查询)。
实时操作系统的特点如下:

 

(1)
 

响应及时,一般在毫秒或微秒级,用于军事的实时系统对响应时间要求更高。
(2)

 

可靠性高,系统效率放在次要地位。
(3)

 

系统安全性放在第一位,交互性差或根本没有交互性。
(4)

 

系统整体性强,很多实时系统同时又是分布式系统,具有分布式系统整体性强的

优点。

4.
 

微机操作系统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得到普及。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计算机的要求,微机操

作系统诞生了。早期的微机操作系统是单用户、单任务的命令行形式的操作系统,如 MS-
DOS。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提高,微机操作系统具有图形用户界面、
多用户、多任务、虚拟存储管理、网络通信支持等功能,可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对计算机的使

用需求。微机操作系统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计算机的传统观念,计算机开始走进人们生活

和工作的各个领域。

5.
 

网络操作系统

网络操作系统是为计算机网络而配置的。计算机网络是把在分布不同地点上的计算机

按照网络体系结构协议标准设计的结构连接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在网络范围内,网络操作

系统用于管理网络通信和共享资源,协调各计算机上任务的运行,并向用户提供统一、有效

方便的网络接口的软件。网络操作系统虽具有分布处理功能,但其控制功能却是集中在某

个或某些主机或网络服务器中,即集中式控制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在网络中各独立计算机

仍有自己的操作系统,由它管理着自身的资源。只有在它们进行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使用网

络中的可共享资源时,才会涉及网络操作系统。

6.
 

分布式操作系统

由多台计算机组成的特殊的计算机网络形成分布式计算机系统,分布式操作系统是为

分布式计算机系统而配置的,它将物理上分布的具有自治功能的数据处理系统或计算机系

统互连起来,实现信息交换和资源共享,协作完成任务。分布式操作系统具有任务分配功

能,可将多个任务分配到多个处理单元上,使这些任务并行执行,从而加速了任务的执行。
其特征是系统中所有主机使用同一操作系统,可以实现资源的深度共享,系统具有透明性和

自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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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嵌入式操作系统

嵌入式系统是在各种设备、装置或系统中,完成特定功能的软硬件系统。它们是一个大

设备、装置或系统中的一部分,这个大设备、装置或系统可以不是“计算机”。通常工作在反

应式或对处理时间有较严格要求的环境中,由于它们嵌入在各种设备、装置或系统中,因此

称为嵌入式系统。在嵌入式系统中的操作系统,称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操作系统

具有实时操作系统的特征,功能及编程非常简便,支持特定的I/O设备及定制相关系统

功能。

5.1.3 操作系统的特征

操作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软件。前面介绍的几种操作系统,虽然它们都有各自

的特征,但也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
 

并发性

并发性是指在计算机系统中同时存在着若干个正在运行的程序,这些程序同时或交替

地运行。从宏观上看,程序是同时向前推进的;
 

从微观上看,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在单CPU
上轮流执行。

2.
 

共享性

共享性指系统中的资源可供内存中多个并发执行的进程共同使用,即操作系统程序与

多个用户程序共享系统中的各种软、硬件资源。

3.
 

虚拟性

虚拟性指通过某种技术把一个物理实体变成逻辑上的多个。例如,前面提到的分时操

作系统,虽然只有一个CPU,但每个终端用户却都认为各有一个CPU在专门为他服务,实
现了虚拟处理。

4.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指因为多个用户程序共享系统中各种资源,造成了系统中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操作系统控制下的多个作业的运行顺序和每个作业的运行时间是不确定的。

5.1.4 操作系统的功能

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管理各种计算机资源并给用户提供一种简便、有效地使用资

源的手段,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利用率。操作系统应具有的基本功能有进程管理、存储管

理、设备管理、作业管理和文件管理。

1.
 

进程管理

进程代表一个运行中的程序。进程管理主要解决处理机的分配调度问题,有时也称为

处理机管理。CPU是计算机系统中最宝贵的硬件资源。为了提高CPU的利用率,操作系

统采用了多道程序技术,即系统中有多个进程同时运行。操作系统负责监督进程的执行过

程,协调进程之间的资源分配及竞争等问题,以使CPU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2.
 

存储管理

存储管理主要指内存资源的分配和使用管理,虽然RAM芯片的集成度不断提高,但受

CPU寻址能力的限制,内存的容量仍有限。操作系统负责为每个进程分配内存空间,保证

用户存放在内存中的程序和数据彼此隔离、互不侵扰,同时提供进程之间共享程序和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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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当内存容量不足时,操作系统使用磁盘空间作为内存空间的扩展,实现虚拟存储

系统。

3.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主要是对计算机系统I/O设备(外部设备)进行分配、回收与控制。设备管理

负责外部设备的分配、启动和故障处理,用户不必详细了解设备及接口的技术细节,就可以

方便地对设备进行操作。

4.
 

作业管理

作业是用户要求计算机处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作业管理是操作系统提供给用户

的最直接的服务。按照用户观点,操作系统是用户与计算机系统之间的接口。因此,作业管

理的任务是为用户提供一个使用系统的良好环境,使用户能有效地组织自己的工作流程,并
使整个系统高效运行。

5.
 

文件管理

计算机系统中的软件资源(如程序和数据)是以文件的形式存放在外存储器(如磁盘、磁
带)中,需要时再把它们装入内存。文件管理的任务是有效地支持文件的存储、检索和修改

等操作,解决文件的共享、保密和保护问题,以使用户方便、安全地访问文件。
操作系统的各功能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5.1.5 典型操作系统概况

目前,典型的操作系统主要有 Windows、
 

Linux、Android和iOS。

1.
 

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
 

1)
 

MS-DOS
MS-DOS(Microsoft

 

Disk
 

Operating
 

System)是微软公司开发的一款磁盘操作系统。
它最初在1981年随着IBM的个人计算机一同发布,并迅速成为当时个人计算机上最广泛

使用的操作系统之一。MS-DOS是一个基于命令行界面的系统,用户通过输入各种命令来

执行文件管理、程序运行和其他系统操作。尽管现代操作系统已经普遍采用图形用户界面,
但 MS-DOS在计算机发展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为后来的操作系统奠定了基础。

2)
 

Windows操作系统

Windows操作系统是由微软公司开发的一系列计算机操作系统。自1985年首次推出

以来,Windows操作系统已经成为全球最广泛使用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之一。它以其直

观的图形用户界面、丰富的软件生态系统和强大的功能而闻名,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操作体

验和高效的工作方式。

Windows
 

1.0是微软公司推出的第一个版本,只是 MS-DOS的图形用户界面。后来经

历了多个版本的迭代,每个新版本都在前一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和优化。从早期的

Windows
 

1.0、Windows
 

95、Windows
 

XP,到后来的 Windows
 

7、Windows
 

10,再到最新的

Windows
 

11,每个版本都带来了新的特性和改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需求和用户习惯。

Windows操作系统不仅支持个人用户,还广泛应用于企业、教育和政府机构。它提供

了多种功能,如文件管理、网络连接、多媒体娱乐、安全保障等,满足了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此外,Windows操作系统还支持大量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安装这些应用程序

来扩展系统的功能,满足特定的工作和娱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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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操作系统凭借其强大的功能、广泛的兼容性和用户友好的界面,成为了全球

最受欢迎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之一,为全球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服务。

2.
 

Linux系列操作系统

Linux系列操作系统的核心是Linux内核,由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于1991
年首次发布。随着时间的推移,Linux内核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开发者参

与贡献代码。这一开放的合作模式使得Linux内核能够迅速适应各种硬件和应用场景的

需求。

Linux系列操作系统不仅在服务器和桌面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还在嵌入式系统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许多智能设备、路由器、智能家居设备等都运行着定制化的Linux系统。此

外,Linux还被用于超级计算机领域,许多世界排名靠前的超级计算机都运行着基于Linux
的操作系统。

Linux系列操作系统凭借其开源、免费、高度可定制和稳定可靠的特性,已经成为全球

最受欢迎的操作系统之一。无论是在个人计算机、企业服务器、嵌入式设备,还是在超级计

算机领域,Linux都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3.
 

Android系列操作系统

Android系统是由谷歌公司主导开发的一套基于Linux内核的开源操作系统,广泛应

用于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智能手表、智能电视等各类移动设备和智能硬件产品中。自

2008年首次发布以来,Android系统凭借其开放性和灵活性,迅速占领了全球移动设备市

场的主导地位,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动操作系统之一。

Android系统的核心特点包括其强大的应用生态系统、多样化的硬件支持以及灵活的

用户界面定制能力。开发者可以在Android平台上自由地开发和发布各种应用程序,用户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和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序,从而获得个性化的使用体验。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Android系统也在不断更新和升级,以适应新的技术和用户需

求。从最初的Android
 

1.0到最新的Android
 

12,每一个版本的更新都带来了新的功能和

改进,提升了用户体验和系统性能。例如,Android
 

12引入了全新的 Material
 

You设计语

言,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流畅的用户界面,同时增强了隐私保护和安全性能。
总的来说,Android系列操作系统凭借其开放性、灵活性和强大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为

全球移动设备市场的重要力量,为用户和开发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和创新空间。

4.
 

iOS操作系统

iOS操作系统,全称为“iPhone
 

Operating
 

System”,是苹果公司为其移动设备开发的一

款专有操作系统。这款操作系统最初于2007年随着第一代iPhone的发布而问世,经过多

年的迭代和更新,已经发展成为功能丰富且用户友好的移动操作系统之一。

iOS操作系统以其简洁直观的用户界面和流畅的操作体验而闻名,它为用户提供了一

系列内置应用程序,如电话、短信、相机、地图和Safari浏览器等。此外,iOS还支持第三方

应用程序的下载和安装,用户可以通过苹果公司的App
 

Store来获取这些应用程序,从而扩

展设备的功能。
总之,iOS操作系统凭借其出色的性能、丰富的功能和强大的生态系统,成为了全球最

受欢迎的移动操作系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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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

操作系统,作为管理计算机运行的核心软件,在安全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发展

本土化的操作系统是国家在防范网络攻击与威胁方面必须直接应对的重大挑战。国产操作

系统,作为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发展不仅关系到技术的进步,更
是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国产操作系统发展历程充满挑战与机遇。早期,面临技术积累和生态系统不完善等问

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但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国产操作系统逐步取得进展。
近年来,麒麟、鸿蒙、统信等厂商涌现,为市场注入活力,影响竞争格局。

1.
 

国产操作系统简介

1)
 

麒麟操作系统

麒麟品牌旗下推出了银河麒麟与中标麒麟两大系列产品,涵盖服务器端、桌面端以及嵌

入式系统。这些产品支持包括x86和ARM 在内的多种架构,并全面兼容国产六大CPU,
即飞腾、鲲鹏、龙芯、申威、兆芯和海光。

麒麟操作系统是一种基于Linux内核开发的开源操作系统,它在安全性、稳定性和易用

性方面表现出色,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教育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和支持。
麒麟操作系统以其卓越的性能和广泛的适用性,成为了国产操作系统中的佼佼者。

2)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

HarmonyOS是一个面向全场景的分布式操作系统,其设计理念是实现设备间的高效

协同,旨在为智能手机、平板计算机、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以及车载系统等多种设备提供

无缝的跨平台体验,从而打破传统操作系统在不同设备间的界限。相较于传统的宏内核系

统,HarmonyOS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微内核设计,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效率方面具有显著

优势。

3)
 

统信UOS
统信UOS整合了桌面与服务器操作系统,并为x86、ARM、龙芯架构以及服务器平台

提供了多个镜像版本。UOS基于Linux内核构建,采用开源共创的社区研发模式,邀请产

业链各环节的厂商和技术人员参与其中,贡献代码,共同打造一个安全、易用且稳定的操作

系统,旨在满足行业用户的需求。该系统主要针对桌面应用环境,配备了自主研发的桌面环

境和多款原创应用程序,同时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商店和互联网软件仓库,能够全面满足用户

在日常办公和娱乐方面的需求。

4)
 

中兴新支点桌面操作系统

中兴新支点桌面操作系统是一款基于开源Linux核心而精心研发的桌面操作系统。它

不仅开源,还具备安全、可靠、可控以及用户友好的特性,非常适合个人计算机的工作和学

习。该系统支持国产芯片,包括龙芯、兆芯和ARM架构,并兼容多种软硬件平台,使其能够

安装在台式机、笔记本计算机、一体机、ATM、自助取票机以及医疗设备等多种终端上,满足

日常办公需求。

5)
 

普华操作系统

基于开源Linux的普华操作系统产品融合了丰富的业务应用技术经验,对系统的性能、
安全性、可靠性和易用性进行了精心优化和提升。该产品系列针对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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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专门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和桌面操作系统。普华操作系统支持包括x86、OpenPower、国产

龙芯、申威及兆芯在内的多种架构,能够满足电子政务、智慧城市、生产作业系统以及对安全

性和可靠性有高要求的多个领域应用需求。
国产操作系统不断吸收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成果,同时结合国内用户的使用习

惯和需求,进行本土化的创新和优化,在性能、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国产

操作系统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拓宽,从最初的政府和企业办公逐步扩展到教育、医疗、金融

等多个领域。通过与硬件设备的深度融合,国产操作系统在智能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领域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国产操作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国产操作系统需要紧跟技术潮流,
将这些前沿技术融入其设计中。例如,通过集成AI算法,国产操作系统可以实现更加智能

化的资源管理、任务调度和用户交互,提升用户体验。同时,在物联网领域,国产操作系统需

要与各类硬件设备实现无缝对接,支持设备的互联互通,为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

提供坚实的基础。
其次,国产操作系统应注重构建安全可信的体系架构。在信息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的今

天,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已成为用户产品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国产操作系统应加大在安全

技术研发上的投入,包括但不限于数据加密、访问控制、漏洞检测与修复等方面,确保系统的

稳定性和用户数据的安全性。同时,加强与第三方安全机构的合作,共同提升整个生态系统

的安全水平。
此外,国产操作系统还应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产操作系统需要树

立国际化视野,加强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与跨国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等方式,提升国产操作系统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市场需求,推出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最后,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需要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通过高校合作、职业培训等方式,培养更多具备操作系统开发

能力的人才。同时,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吸引更多人才投身于国产

操作系统的研发事业中来。
总之,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和支持。只有坚持自主创新、紧跟技术潮流、注重安全可信、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并加

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才能推动国产操作系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国家的信息安全和信

息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5.2 进程管理

如何从多个等待运行的作业中挑选作业进入内存运行,如何在进程间分配处理机等问

题是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功能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多道程序设计环境下,一方面系统中

有若干作业同时执行,每个作业又可能需要多个进程协同工作;
 

另一方面,这些进程使用系

统中的各种资源,而资源个数往往又少于进程数,从而导致对系统资源的竞争。也就是说,
系统中的所有进程相互之间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本节即讨论进程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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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多道程序设计

多道程序设计指的是允许多个程序同时进入一个计算机系统的主存储器并启动进行计

算的方法。也就是说,计算机内存中可以同时存放多道(两个及以上相互独立的)程序,它们

都处于开始和结束之间。从宏观上看是并行的,多道程序都处于运行中,并且都没有运行结

束;
 

从微观上看是串行的,各道程序轮流使用CPU,交替执行。
引入多道程序设计技术的根本目的是提高CPU的利用率和系统的吞吐率,也即提高

整个系统的效率。
当一个作业进入内存后,它的计算工作就开始了。通常,计算机运行用户作业的方式有

两种,即顺序运行和并发运行。

1.
 

顺序运行

顺序运行方式是传统的程序设计方法,即作业的运行总是一个一个地按顺序来,完成一

个作业后再运行下一个作业,是一种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常见于早期的单道批处理系统中。
其具有如下特点。

1)
 

独占性

任意一个程序运行中独占系统资源,即使某个程序只使用很少的资源,多余的资源也不

会分配给其他程序。

2)
 

顺序性

程序所规定的动作在机器上严格地按顺序执行,每个动作的执行都以前一个动作的结

束为前提条件。

3)
 

封闭性

程序本身的动作可改变程序的运行环境,但不会受任何其他程序和外界因素的干扰。

4)
 

可再现性

程序的执行结果与其执行速度无关。只要输入的初始条件相同,就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这样当程序中出现了错误时,往往可重现错误,以便进行分析。

2.
 

并发运行

并发运行是多道程序系统中的一种运行方式。它运行多个程序共享CPU,以并发方式

进行运算。换句话说,在任一时刻,系统中不再只有一个活动,而存在着许多并行的活动。
从程序活动方面看,则可能有若干程序同时或者相互穿插地在系统中执行,并且次序不是事

先确定的。

图5-2 多道程序并发执行示意图

图5-2给出了一个假想的并发运行示例,1、

2、3分别为并发运行的3个程序。其中,每个程

序的运算可分为3个相对独立的处理,I代表用

户程序和数据的输入,C代表计算,P代表输出

结果,t为时间。现假设这些处理都必须按先后

顺序执 行,那 么 这3个 程 序 就 可 并 发 运 行。
图5-2中,除了t1和t5外,其余时间都有多个

程序可供选择运行。并发运行方式具有以下基

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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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步性

每个程序的运行是不确定的,即启动时间不确定,结束时间也不确定。程序的整个

运行过程呈现不连续状态,走走停停。

2)
 

共享性

当一个程序申请系统资源并得到满足时,该程序就可以获得运行机会。当它用完这些

资源主动归还时,或者被迫暂时放弃某些资源时,释放的资源被其他程序获得。这样,就形

成了资源供多道程序共享的局面。

3)
 

相互制约性

这是多道程序系统的常见特征。从资源方面看,当一个资源被某个程序占用,其他程序

就不能使用该资源。从程序协作方面看,一个程序需要利用另一个程序的结果,如果对方尚

未运行完成,该程序就需要等待。从CPU的竞争方面看,一部分程序获准在CPU上运行,
另一部分程序就不能运行。这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4)
 

不可重现性

该特征指程序的运行过程和运行结果不可以重现。即使程序的初始条件相同,也会因

为运行时间不同,得到不同的运行结果。另外,从运行过程看,由于系统中处于驻留状态的

作业很多,它们的运行都以未知的速度向前推进。因此,不可能通过重复性操作,将某一个

程序的运行轨迹再现出来。

5.2.2 进程

1.
 

进程的概念

  进程作为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在程序设计领域,
“程序”一词的含义中具有浓厚的“代码”成分,比较适合描述静态文本,不能完整描述系统中

多道程序的并发运行。为了描述程序运行的动态特性,“进程”概念被广泛接受。
所谓进程是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在某个数据集上的一次运行活动,进程是系统进

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一个独立单位。
从进程的定义来看,进程不是程序,而是程序的一次运行。当一个程序在计算机上运行

时,便有一个进程存在;
 

若程序不运行,就只有程序而没有进程了。另外,当一个程序运行

多次时,必然会生成多个进程。

2.
 

进程的特征

进程具有以下5个特征。
 

1)
 

动态性

进程有“生命周期”。它由“创建”而产生,由“撤销”而消亡。这是进程最重要的特征。

2)
 

并发性

一个进程可以与其他进程并发执行。从系统的角度看,在一个时段内可以有多个进程

同时存在并以不同的速度向前推进。而程序作为一种静态文本是不具备这种特征的。

3)
 

独立性

进程是系统中的一种独立运行的基本单位,也是系统分配资源和调度的独立单位。

4)
 

异步性

进程是按异步方式运行的,即它的推进速度是不可预知的。由于系统中允许多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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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发执行,每一次调度的目标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且进程的运行规律是“走走停停”。
因此,系统无法预知某一瞬间运行的是哪一个进程,以及它的推进速度怎样。

5)
 

结构性

为了描述进程的动态变化过程,并使之能独立运行,系统为每一个进程设置一个进程控

制块。由程序代码、数据集及进程控制块组成进程实体。进程控制块是进程存在的标志。
只要一个进程的控制块存在,无论该进程的程序代码和数据集是否在内存,都可以被系统控

制和调度。

3.
 

进程的状态及其转换

根据进程在执行过程中的不同情况,通常可以将进程分成不同的状态。

1)
 

就绪状态

就绪状态指进程原则上是可以运行的,只是缺少CPU而不能运行,一旦把CPU分配

给它,就可以立即投入运行。由于系统中可以活跃着多个进程,某一时刻同时处于就绪状态

的进程可能不止一个,通常将它们排成一个队列,称为就绪队列。

2)
 

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指进程已获得CPU,并且在CPU上执行的一种状态。在单处理机系统中,每
个瞬间最多只能有一个进程处于执行状态;

 

在多处理机系统中,则有小于或等于处理机数

量的进程处于运行状态。

3)
 

等待状态

等待状态也称阻塞状态或睡眠状态,是进程在前进的过程中,由于等待某种条件而不能

运行时所处的状态。通常处于阻塞状态的进程也有多个,系统也将其排成一个队列,称为阻

塞队列。
进程的动态性质决定了进程的状态不可能固定不变,其状态随着自身的推进和外界条

件的变化而变化。进程状态之间的转换如图5-3所示。

图5-3 进程状态转换

处于运行状态的进程,一旦条件不满足时,将转为等待状态,或由于时间片用完,而转为

就绪状态。处于等待状态的进程,一旦条件满足,将解除等待状态而转为就绪状态。处于就

绪状态的进程,一旦分配到CPU 就转为运行状态。最后,当进程结束时,往往处于运行

状态。

4.
 

进程控制块

在操作系统中为进程定义了一个专门的数据结构,称为进程控制块(Process
 

Control
 

Block,PCB)。系统为每一个进程设置一个PCB,PCB是进程存在与否的唯一标志。当系统

创建一个进程时,系统为其建立一个PCB,然后利用PCB对进程进行控制和管理;
 

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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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时,系统收回它的PCB,随之该进程也就消亡了。
 

进程控制块是一种数据结构,通常包括3类信息。
 

(1)
 

标识信息,用于唯一地标识一个进程,可以分为用户使用的标识符和系统使用的内

部标识符。常用的标识信息有进程标识符、父进程标识符、用户进程名、用户组名等。
(2)

 

现场信息,用于保留一个进程在运行时存放在处理器现场中的各种信息。任何一

个进程在让出处理器时,必须把此时的处理器现场信息保存到进程控制块中;
 

而当该进程

重新恢复运行时,也应恢复处理器现场。常用的现场信息有通用存储器的内容、控制寄存器

的内容、用户堆栈指针和系统堆栈指针等。
(3)

 

控制信息,用于管理和调度一个进程。常用的控制信息有进程的组成、调度、通信

以及资源使用和占用情况等。
进程控制块的使用权限或修改权限均属于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根据PCB对并发执行

的进程进行控制和管理,借助于进程控制块进程才能被调度执行。

5.2.3 进程之间的通信

进程是操作系统中可以独立运行的单位,但是由于处于同一个系统之中,进程之间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某种联系。例如,竞争使用共享资源,而且有些进程本来就是为了完成同一个

作业而运行的。因此,进程之间必须互相协调,彼此之间交换信息,这就是进程之间的通信。
主要表现在进程同步、进程互斥、临界资源管理等方面。

1.
 

进程同步

进程同步指进程之间的一种直接的协同工作关系,这些进程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一项任

务。由于进程都是以独立的、不可预知的速度运行,对于相互协作的进程需要在某些协调点

处协调它们的工作。当其中的某个进程先到达协调点,则暂停执行,等待其他协作进程,直
到其他协作进程达到协调点并给出协调信号后方可唤醒并继续执行。例如,有A、B两个

进程,A进程负责从键盘读数据到缓冲区,B进程负责从缓冲区读数据进行计算。要完成

取数据并计算的工作,A进程和B进程要协同工作,即B进程只有等待 A进程把数据送

到缓冲区后才能进行计算,A进程只有等待B进程发出已把缓冲区数据取走的信号之后

才能从键盘向缓冲区中送数据,否则就会出现错误。这就是进程同步的问题,如图5-4
所示。

图5-4 进程同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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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程互斥

系统中许多进程常常需要共享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要求排他地使用,即一次只能为一

个进程服务。因此,各进程间互斥使用这些资源,进程间的这种关系是进程的互斥。进程间

的间接相互作用构成进程互斥。例如,多个进程在竞争使用打印机、一些变量、表格等资源

时,表现为互斥关系。
系统资源共享是现代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但是解决资源共享所面临的问题却因资源

属性不同而有很大区别。有些系统资源是共享的,如磁盘;
 

有些资源则是独享的,如打印

机。显然独享性资源的共享处理与共享性资源的处理机制不同。以打印机为例,设有A,B
两个进程共享一台打印机,如果任它们自由使用,则打印出的结果会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

使用。考虑一种解决方案,让进程A(或进程B)一旦先占用打印机,就一直供其独享使用,
直到其打印机使用完成为止,然后释放打印机,供其他进程使用。

系统中一些资源一次只允许一个进程使用,这类资源称为临界资源。在进程中访问临

界资源的那一段程序称为临界区,要求进入临界区的进程之间构成互斥关系。为了保证系

统中各并发进程顺利运行,对两个以上欲进入临界区的进程,必须实行互斥。为此,系统采

取了一些调度协调措施。
 

1)
 

空闲让进

当该临界区没有进程进入时,则允许申请进入临界区的进程立即进入。

2)
 

忙则等待

当已有进程进入该临界区时,则其他申请欲进入临界区的进程只能等待。

3)
 

有限等待

对要求访问临界资源的进程,应保证能在有限时间内进入临界区,以免进程陷入“死等”
状态。

4)
 

让权等待

当进程不能进入自己的临界区时,应立即释放处理机(让等待进程进入),以免进程陷入

“忙等”状态。

3.
 

进程通信

并发进程在运行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交换。交换的信息量可多可少,少的只是交

换一些已定义的状态值或数值;
 

多的则可交换大量信息,因此要引入高级通信原语,解决

大量信息交换问题。高级通信原语不仅保证相互制约的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还同时实

现了进程之间的信息交换。目前常用的高级通信机制有消息缓冲通信、管道通信和信箱

通信。

1)
 

消息缓冲通信

基本思想是系统管理若干消息缓冲区,用以存放消息。每当一个进程(发送进程)向另

一个进程(接收进程)发送消息时,便申请一个消息缓冲区,并把已准备好的消息送到缓冲

区,然后把该消息缓冲区插入到接收进程的消息队列中,最后通知接收进程。接收进程收到

发送进程发来的通知后,从本进程消息队列中的一个消息缓冲区取出所需的信息,然后把消

息缓冲区还给系统。

2)
 

管道通信

管道通信由 UNIX首创,已成为一种重要的通信方式。管道通信以文件系统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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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管道,就是连接两个进程之间的一个打开的共享文件,专用于进程之间进行数据通信。
管道通信的实质是利用外存来进行数据通信,故具有传送数据量大的优点,但通信速度

较慢。

3)
 

信箱通信

为了实现进程间的通信,设立一个通信机制———信箱,以传送、接收信件。当一个进程

希望与另一进程通信时,就创建一个连接两个进程的信箱,通信时发送进程只要把信件投入

信箱,而接收进程可以在任何时刻取走信件。

5.2.4 多道程序的组织

多道程序设计环境中,进程个数往往多于处理机数,这将导致多个进程互相争夺处理

机。多道程序的组织工作就是要控制、协调进程对CPU的竞争,按照一定的调度算法,使
某一个就绪进程获得CPU的控制权,转换成运行状态,实现对进程的调度,也称作处理机

调度。

1.
 

进程调度

进程调度程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一定的调度算法从就绪队列中选出一个进程,把

CPU分配给它。因此,调度算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系统的设计目标和工作效率。通常,考
虑调度算法的因素,主要是有利于充分利用系统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处理能力;

 

有利于公平

地响应每个用户的服务请求;
 

有利于操作系统的工作效率。常用的调度算法有:
 

1)
 

先来先服务

如果早就绪的进程排在就绪队列的前面,迟就绪的进程排在就绪队列的后面,那么先来

先服务(First
 

Come
 

First
 

Service,FCFS)总是把当前处于就绪队列之首的那个进程调度到

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它只考虑进程进入就绪队列的先后,而不考虑其他因素。FCFS算法

简单易行,但性能却不太好。

2)
 

最短进程优先

最短进程优先(Shortest
 

Process
 

First,SPF)的基本思想是进程调度程序总是调度当前

就绪队列中的下一个要求CPU时间最短的那个进程运行。和先来先服务算法相比,SPF
调度算法能有效地降低平均等待时间和提高系统的吞吐量。

3)
 

时间片轮转法

常用于分时系统中,将CPU的处理时间划分成一个个时间片,轮流地调度就绪队列中

的进程运行一个时间片。当时间片结束时,强迫运行进程让出CPU,该进程进入就绪队列,
等待下一次调度。同时,进程调度程序又去选择就绪队列中的下一个进程,分配给它一个时

间片,以投入运行。

4)
 

优先级法

进程调度程序总是调度当前处于就绪队列中优先级最高的进程,使其投入运行。进程的

优先级通常由进程优先数(整数)表示,数大优先级高,还是数小优先级高取决于规定。

2.
 

进程死锁

1)
 

死锁的概念

在多道程序系统中,虽可通过多个进程的并发执行来改善系统的资源利用率和提高系

统的处理能力,但可能发生一种危险———死锁。所谓死锁(Deadlock),是指多个(进程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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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或等于2)进程因竞争资源而形成的一种僵持局面。若无外力作用,这些进程将永远不能

再向前推进。例如,设有一台打印机和一台扫描仪,有两个进程P1 和P2,它们分别占用打

印机和扫描仪,当P1 申请已被P2 占用的扫描仪,而P2 申请已被P1 占用的打印机这种情

况出现时,P1 和P2 僵持不下,称为进程死锁,如图5-5所示。

图5-5 死锁状态示意图

从图5-5可以看出,产生死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系统

内的资源数量不足,比如打印机,扫描仪有多台的话,就不

会产生图5-5资源抢占的问题,而且这些资源都是独享的,
即任何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使用;

 

二是系统内多个进程的

推进速度不当,假如图5-5中P1 用完打印机并释放后,P2
才开始运行,则两个进程都可以顺利执行。

2)
 

产生死锁的必要条件

在一个计算机系统中,死锁的产生有如下4个必要

条件。
 

(1)
 

互斥使用(资源独占)。在一段时间内,一个资源只能由一个进程独占使用,若别的

进程也要求使用该资源,则必须等待直至其占用者释放。
(2)

 

不剥夺性(不可抢占)。进程所占用的资源在未使用完之前,不能被其他进程强行

剥夺,而只能由占用进程自身释放。
(3)

 

保持和请求。允许进程在不释放其已占用资源的情况下,继续请求并等待分配新

的资源。
(4)

 

循环等待。在进程资源图中存在环路,环路中的进程形成等待链。存在一个进程

等待序列(P1,P2,…,Pn),P1 等待P2 占用的资源,P2 等待P3 占用的资源,…,Pn 等待P1
占用的资源。

3)
 

死锁的预防

通过破坏4个必要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以确保系统不会发生死锁。为此,可以采取下

列3种预防措施:
 

采用资源的静态预分配策略,破坏“保持和请求”条件;
 

允许进程剥夺使用

其他进程占有的资源,从而破坏“不剥夺性”条件;
 

采用资源有序分配法,破坏“环路”条件。

4)
 

死锁的避免

即使死锁必要条件成立,也未必会发生死锁。因此死锁避免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小心

地推进各进程,避免死锁的最终发生。最著名的死锁避免算法是Dijkstra提出的银行家算

法。该算法对于进程发出的每一个系统能够满足的资源申请命令加以动态检查。如果发现

分配资源后,系统进入不安全状态,则不予分配;
 

若分配资源后,系统仍处于安全状态,则分

配资源。所谓安全状态是指在T0时刻系统是安全的或系统处于安全状态,仅当存在一个

由系统中所有进程构成的进程序列 P1,P2,…,Pn ,对于每一个进程Pi(i=1,2,
 

…,n)满
足:

 

它以后需要的资源数量不超过系统中当前剩余资源数量与所有进程Pj(j<i)当前占有

资源数量之和。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序列,则说明系统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与死锁预防策

略相比,死锁避免策略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但增加了系统开销。

5)
 

死锁的解除

检测出系统处于死锁状态,就要将其消除,使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常用的方法如下。
 

(1)
 

撤销进程。撤销死锁环中的一个或者多个进程,释放它们占用的资源,使其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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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继续运行。
(2)

 

剥夺资源。从死锁进程中选一个进程,剥夺它的资源(一个或多个资源)但不撤销

它,把这些资源分配给别的死锁进程,反复做这一工作直到死锁解除。
(3)

 

设置检查点。这是一种花费代价较高的解除方法,定时地记录各个进程的执行情

况,一旦检查到死锁发生,让一个或多个进程回退到足以解除死锁的地步。
死锁的检查和解除都要花费很大的系统代价,可能影响进程处理效率,但是可以避免发

生死锁而给系统带来更大的危害。

5.3 存储管理

计算机系统中,存储空间是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用于存放计算机中所有的信息,包
括程序、文件及数据。存储空间又分为主存储空间(内存)和辅助存储空间(外存)。内存是

暂存性存储器,用来存放正在被CPU访问和处理的信息。外存是永久性存储器,用来存放

长久保存的数据。存储器资源是直接影响系统处理效率的宝贵资源。因此,如何有效地管

理存储器资源是操作系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CPU能直接访问的空间是内存,任何程序和数据必须装入内存之后,CPU才能对它们

进行操作,因而一个作业必须把它的程序和数据存放在内存才能运行,而且操作系统本身也

要存放在内存中并运行。内存的划分如图5-6所示,存储管理主要是对内存中的用户区域

进行管理。

图5-6 内存空间的划分

5.3.1 存储管理功能

存储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为系统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方便用户使用不同类型的存储器,
提高存储器的利用率,满足系统对于更大虚拟存储空间的需求。为实现这些任务,存储管理

必须具有存储分配与回收、地址重定位、存储保护和扩充的功能。

1.
 

存储分配与回收

要清晰地掌握系统中所有存储器空间的状态,响应所有要求分配存储器空间的请求,具
体分配满足应用需求的存储器空间,回收被进程释放的空间。

为了实现存储空间的统一管理,系统为所有的存储空间建立一张存储区管理表,用于记

录存储区的使用状况。当分配存储区时,操作系统在存储区管理表中进行检索,找出满足实

际需求的未使用存储区分配给申请的进程,被分配的存储区状态属性进行相应的修改。
常用的存储分配方式有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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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分配

程序员在编写程序时,直接使用主存的物理地址。

2)
 

静态分配

在程序装入前,一次性分配程序所需的存储空间。整个程序运行期间不会再发生变化。

3)
 

动态分配

系统在进程的运行过程中为其分配所需的内存,允许用户程序动态申请内存。
早期的操作系统采用静态的、连续的存储分配方式。现代的操作系统通常采用动态的、

非连续的存储分配方式,并结合虚拟存储管理系统实现内存资源的主动回收。

2.
 

地址重定位

存放在外存中的程序使用的是逻辑地址(虚地址),程序装入内存时要分配物理地址(实
地址)。因此,将程序中的逻辑地址转换成进程中的物理地址是存储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

内存的存储单元以字节为单位编制,每个存储单元都有一个地址与其相对应。用户程

序经过编译或汇编形成的目标代码,通常采用相对地址形式,用户无法预知其目标程序存放

在内存中的具体位置,为了方便起见,规定其首地址为零,其余指令的地址都是相对首地址

而定的。这个相对地址就称为逻辑地址或虚拟地址。物理地址是内存中各存储单元的编

号,即存储单元的真实地址,它是可识别、可寻址并实际存在的。
为保证CPU执行程序指令时能正确访问存储单元,需要将用户程序中的逻辑地址转

换为运行时可由机器直接寻址的物理地址,这一过程称为地址映射或地址重定位。地址重

定位也分为静态和动态重定位两种。

1)
 

静态地址重定位

在用户程序装入到内存的过程中,实现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以后在程序运行时

不再改变。

2)
 

动态地址映射

当执行程序过程中要访问指令或数据时,才进行地址转换,又称动态重定位。动态重定

位需要依靠硬件地址映射机制完成,比如重定位寄存器。动态重定位可以为装入的程序分

配到不连续的存储空间。
图5-7给出了静态地址重定位的一个示意图。其中,a、b、c是程序定义的3个变量。经

编译后,在目标程序的地址空间为a、b和c分配了地址 m1、m1+1和 m1+2。当程序运行

时,操作系统将a、b和c的逻辑地址转换成能够在内存中存放和处理的物理地址(16位操

作系统)2FF0、3EC0和6DAA。

图5-7 静态地址重定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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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储扩充

存储管理中面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地址空间超过内存空间的程序能否运行”。在现

代计算机系统中,大于内存空间的程序也能运行,这就是由存储管理的存储扩充功能实现

的。由于多道程序的引入,使内存资源更为紧张,为了使用户在编制程序时不受内存容量的

限制,可以在硬件支持下,将外存作为主存的扩充部分供用户程序使用,这就是内存扩充。
内存扩充可以使用户程序得到比实际内存容量大得多的“内存”空间,从而极大地方便了用

户。目前最常用的扩充主存的方法有:
 

自动覆盖技术、交换技术和虚拟存储技术。

1)
 

自动覆盖技术

这种方法的主要思想是将大于内存空间的程序按逻辑功能划分为若干个小的程序段,
这些程序段的最大特点是它们的体积小于主存空间且能够独立地运行;

 

每次运行时只装入

其中的一个程序段到内存,该段程序执行完后,下一个装入的程序段覆盖在当前程序段弃用

的主存空间中,从而解决了在小内存空间中运行大地址空间程序的问题。自动覆盖技术以

此达到扩充主存空间的目的。由于在此过程中既要解决存储空间分配与回收问题,还要解

决程序段的调度和上下程序段的衔接问题,增加了存储管理的难度。

2)
 

交换技术

这种方法是对自动覆盖技术的改进,其目的是更加充分地利用系统的各种资源(包括

内、外存储器、CPU等)。采用交换技术的思路是当一个进程运行受阻时,将该进程交换出

主存,再装入下一个可运行的进程,交换出去的进程状态又恢复为就绪状态后,再重新将其

装入,以此达到扩充主存的目的。

3)
 

虚拟存储技术

虚拟存储技术实质上是综合吸收了自动覆盖技术和交换技术而形成的一种存储管理技

术。它把程序存在的地址空间与程序运行时用于存放程序的存储空间区分开来。在这种方

法中,一个大程序分割为相互独立、逻辑上关联的小程序段,每个程序的地址空间也划分为

若干个部分,它们在使用时加载到主存中;
 

不用时,请求操作系统的交换功能,将其交换到

外存中。因此,在有限存储空间的系统中可以运行大得多的应用程序。
例如,进程的某些程序段在进程整个运行期间,可能根本不使用(如出错处理等),因而

没有必要调入内存;
 

互斥执行的程序段在进程运行时,系统只执行其中一段,因而没必要同

时驻留内存;
 

在进程的一次运行中,有些程序段执行完毕,从某一时刻起不再使用,因而没

必要再占用内存区域。

4.
 

存储保护

由于各个用户程序和操作系统同在内存,因而一方面要求各用户程序之间不能互相干

扰,另一方面用户程序也不能破坏操作系统的信息。因此,为使系统正常运行,必须对内存

中的程序和数据进行保护。

1)
 

存储区域保护

存储区域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程序间相互越界访问,破坏其他程序或系统的存储区。
可以采用界限寄存器的方式,由操作系统给定进程的上下界寄存器内容,从而限定每个用户

的进程内存范围,限制进程的越界访问。以下是两种常见的存储区域保护方式。
(1)

 

基于页表或段表的保护。在分页式虚存中,每个程序的虚页号是固定的,经过地址

转换后的实存页号也是固定的。这样,程序只能访问或影响到相应的主存页面,不会影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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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其他程序空间。在分段式虚存中,段表和页表的保护功能类似,但段表还需要记录段的

上界,下界和段长,这样就很容易保证程序访问的地址不越界。
(2)

 

界限寄存器。操作系统可以给定进程的上下界寄存器内容,从而限定每个用户的

进程内存范围,防止进程的越界访问。

2)
 

访问方式保护

访问方式保护主要是为了保证程序不能对内存执行非授权的操作。以下是一些常见的

访问方式保护方式。
(1)

 

键保护。操作系统为主存中的每一页分配一个键,通常被称为存储键,用于指明保

护的等级。存储键相当于一把锁,只有拥有打开这把锁的钥匙才能访问相应的页面。而钥

匙就是操作系统为每道程序分配的访问键,该访问键通常保存在该道程序的状态寄存器中。
若两键相符,则允许访问该页,否则拒绝访问。

(2)
 

环保护。操作系统按照系统程序和用户程序的重要性及对整个系统正常运行的影

响程度,将程序分为多个保护级别(层),每个级别称为一个环,这样,各个级别就构成了同心

环。在现行程序运行前由操作系统为程序设置每个页的环号,并置入页表中。并将该道程

序的开始环号保存在CPU的现行环号寄存器中。程序可以访问任何外层空间。访问内层

空间则需要由操作系统判断这个向内访问是否合法。
(3)

 

硬件保护。存储保护一般以硬件保护机制为主,软件为辅,因为完全用软件实现系

统开销太大,速度成倍降低。当发生越界或非法操作时,硬件产生中断,进入操作系统处理。
操作系统通过硬件和软件的结合,建立防止地址越界和防止访问越权的存储保护机制,

以确保多任务环境下的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

5.3.2 存储管理方法

多道程序环境中,当多个程序提出申请分配存储空间的请求后,系统将采用怎样的分配

策略呢? 静态存储分配和动态存储分配在存储管理上有无区别? 下面介绍在多道程序环境

下,存储管理的不同方法和技术。

1.
 

单一连续区分配

单一连续区分配法是像 MS-DOS这样的单用户、单任务的操作系统采用的最基本、最
简单的方法。其要点是把主存空间分割为两个固定的区域,一个区域固定地分配给操作系

统,另一个区域分配给用户程序。其采用静态分配方式,不支持虚拟存储器技术。其存储空

间的利用率低,造成存储资源的极大浪费。

2.
 

分区存储管理

分区存储管理是满足多道程序运行的最简单的存储管理方案,这种管理方法特别适用

于小型机、微型机上的多道程序系统。其基本思想是将内存划分成若干个连续区域,称为分

区。在每个分区中装入一个运行作业,用硬件措施保证各个作业互不干扰。分区的划分方

式有固定分区方式、可变分区方式及可重定位分区方式。
(1)

 

固定分区分配管理,也称静态分区,是事先将可分配的内存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固定

大小的连续区域,每个区域大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当某一作业要调入内存时,存储管

理程序根据它的大小,找出一个适当的分区分配给它。如果当时没有足够大的分区能容纳

该作业,则通知作业调度程序挑选另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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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分区方式虽然简单,但由于一个作业的大小,不可能刚好等于某个分区的大小,故
内存利用率不高。每个分区剩余的空白空间,称为“碎片”。例如,图5-8所示为固定分区管

理示意图,图中阴影部分即为主存“碎片”。

图5-8 固定分区管理示意图

(2)
 

可变分区分配管理,也称动态分区,为了减少固定分区法造成的主存垃圾,人们想

到了“量体裁衣”式的分配方法。这种方式在作业将要装入内存时,按作业的大小来划分分

区。即根据作业需要的内存量查看内存是否有足够大的内存空闲区。若有,则按需要建立

一个分区分配给该作业;
 

若无,则令该作业等待。当某个程序运行完毕撤销时,其占用的分

区空间被收回。一般情况下,系统把与其相邻的其他空闲区合并成一个更大的空闲区。由

于分区的大小是按装入作业的实际需要量来定的,所以克服了固定分区的缺点,提高了内存

的利用率。
(3)

 

存储分配算法,主要用于查找主存中较为合适的空闲区域并进行分配。常用的算

法有最先适应算法、最佳适应算法和最坏适应算法等。由于篇幅有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

考相关书籍了解算法详情。
3.

 

分页存储管理

分区管理时,一道作业要占用内存的一个或几个连续的分区。因此当内存的连续空闲

区域不够存放一道作业时,就得大量移动已在内存中的信息,不仅不方便,而且大大增加了

系统的开销。为了克服上述管理的不足,可采用分页存储管理技术。分页存储管理解决了

不连续存储碎块再利用的问题。
(1)

 

分页存储管理,把内存划分成若干相同大小的存储区域,每个区域称为一个块;
 

把

用户作业地址空间也按同样大小分成若干页或页面;
 

系统以块为单位把内存分配给各作业

的各个页,每个作业占有的内存块无须连续。
分页存储管理中,用户作业的地址空间本来是一个一维的连续地址空间,当它划分为页

后,就变成二维空间,即用户作业的逻辑地址由页号和页内地址两部分组成。同理,在主存

空间划分为块后,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物理地址也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块号B和块内地址D。
装入程序分配存储空间时,系统通过动态地址转换机制,就可以实现由逻辑地址空间到物理

地址空间的转换。转换公式如下:
 

绝对地址=块号×块长度+块内地址 (5-1)

  分页系统中,为了保证在连续的逻辑地址空间中的作业能在不连续的物理地址下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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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系统为每个程序作业建立一个地址转换表,简称页表。页表中的每一个表项由两部分

组成,即页号和该页所对应的物理块号。程序作业的地址空间有多少页,它的页表中就登记

多少行,且按逻辑页的顺序排列。页表存放在内存系统区内。为了方便查找页表表项,系统

还设立了一个“控制寄存器”,用于存放CPU正在处理的程序所对应页表的起始地址及该

程序的页数,格式为“页数,页表起始地址”。例如,控制寄存器值为“3,1500”,表示当前正在

处理的程序共有3页,它的页表起始地址为1500。设程序的逻辑地址空间划分为1024字

节大小的若干页,由管理程序将其分别分配给主存空间的第2、第3和第8块。程序作业的

具体任务是从逻辑地址为2500处取得一个数据999到第L个记录中。图5-9给出了该例

逻辑空间与主存空间的对应关系。由页表可知,程序的逻辑地址页面对应主存物理地址块

号分别为第2、第3和第8块。系统自动把地址码2500转换成两部分,即2500=2×1024+
452,其中2为页号,1024是页的大小,452是页内偏移量。产生物理地址时,系统通过控制

寄存器确定页表的起始位置,然后找到页表中页号为2的表项,由此可知对应的主存块号为

8。根据式(5-1)计算,就得到逻辑地址2500对应的8644这一物理地址,也就是999这一数

据在主存中的实际存放位置。

图5-9 分页存储管理页表及地址转换示意图

分页存储管理有效解决了主存空间的“垃圾碎块”问题,易于实现代码段的共享,以及用

户可以连续编址。但由于采用硬件的动态变址机构,增大了系统的成本和开销,且要求运行

的程序必须整体装入内存,如果主存空间不足,系统将拒绝执行程序。
(2)

 

请求分页存储管理是对分页管理的改进。其核心是借助交换技术实现分页管理。
首先,在进程开始执行前,不是装入其全部页面,只装入几个当前运行必需的部分页面;

 

然

后,根据进程执行时的需要,动态地装入其他页面。当主存已占满而新的页面需要装入时,
则依据某种算法将暂时不用的页面交换到外存中。按实际需要装入页面的做法可避免装入

那些在进程执行中用不着的页面,比起纯粹的页式管理,无疑节省了主存空间。为此需要将

页表表项的结构扩充,如图5-10所示。

图5-10 请求分页页表表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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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项各字段的作用如下:
 

①
 

页号和物理块号与普通分页页表相同。

②
 

状态位用于标记该页是否在主存中,如果不在主存,则产生调页请求。

③
 

访问位用于记录页面在指定时间内被访问的次数,或最近已有多长时间未被访问。

④
 

修改位用于标记页面调入内存后是否被修改过。分页存储管理机制中,页面在装入

内存的同时在外存中保留该页面的备份。为了减少写磁盘的次数,对那些未经修改的页面,
在换出主存时不执行写外存操作。

⑤
 

外存地址,即该页面的备份在外存中的存放位置。

4.
 

分段存储管理

分区管理和分页管理时的进程地址空间结构都是线性的,这要求对源程序进行编译、链
接时,把源程序中的主程序、子程序、数据区等按线性空间的一维地址顺序排列起来。这使

得不同作业或进程之间共享公用子程序和数据变得非常困难。如果系统不能把用户给定的

程序名和数据块名与这些被共享程序和数据在某个进程中的虚页对应起来,则不可能共享

这些存放在内存页面中的程序和数据。另外,由于在分页管理时,一个页面中可能装有两个

不同子程序段的指令代码,因此,通过页面共享来达到共享一个逻辑上完整的子程序或数据

块也是有问题的。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分段存储管理的思想。
分段存储管理下,每个用户程序可由若干段组成,每段可以对应于一个过程、一个程序

模块或一个数据集合,段间的地址可以是不连续的,但每一段内的地址是连续的。分段存储

管理就是以段作为基本单位的主存管理方法。作业的逻辑地址由段号和段内地址两部分组

成,如图5-11所示。

图5-11 作业的逻辑地址

系统以段为单位进行内存分配,为每一个逻辑段分配一块连续的内存区域,逻辑上连续

的段在内存中不一定连续存放。
为了实现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系统为每个用户程序建立一张段表,记录各段的

段号、段长及内存起始地址等内容。用户程序有多少逻辑段,该段表里就登记多少行,且按

逻辑段的顺序排列。段表存放在内存系统区里。
例如,某用户程序划分为4段,分别是主程序 Main、子程序Add、数据块Data和工作区

Work,如图5-12所示。主程序中指令Call[Add]
 

|
 

Y 的功能是调用子程序Add中地址

Y的指令,Add对应1段,Y对应1段内300地址单元,即[Add]| Y 对应的逻辑地址是

1:300。同样,主程序中指令Load
 

L1,[Data]| X 的功能是将数据块Data中地址X的数

据读入变量L1中,Data对应2段,X对应2段内的150地址单元,即[Data]| X 对应的逻

辑地址是2:150。分段存储管理模式下,图5-12中各程序段分段存储地址空间转换过程如

图5-13所示。Call
 

1:300中1:300的逻辑地址经地址转换后变为主存中的物理地址8492
(因为1段的起始地址是8K,段内地址是300,8×1024+300=8492)。

从实现技术上看,分段管理与分页管理很相似,但在概念上二者有本质的不同。段是用

户可知的逻辑单位,它由用户在程序设计时确定,而页是用户不可知的物理单位,页的大小

由操作系统事先确定;
 

段的长度不固定,由用户根据实际问题的性质来划分确定,而页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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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分段地址空间示意图

图5-13 分段存储管理地址转换示意图

度固定,由系统确定。
分段存储管理的优点是便于模块化处理、分段共享、易于保护和动态链接等;

 

缺点是增

设硬件(地址转换机构)提高了系统成本,附加了地址转换功能和为段提供主存空间加大了

系统的开销,由于段的尺寸较大而产生较大的主存碎块。

5.
 

段页式存储管理

为了获得分段方式和分页方式的优点,将分段和分页两种方法进行综合演变而形成的

管理方式即为段页式存储管理。
段页式系统的基本原理是先将用户程序分为若干个段,再把每个段划分成若干页。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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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的方法来分配和管理虚拟存储器,而用分页方法来分配和管理实存储器。为了进行存

储管理,系统为每个用户程序建立一张段表,用于记录各段的段号、页表起始地址和页表长

度;
 

为用户程序中的每一段各建立一张页表,用于记录该段中各页与物理块号之间的对应

关系。
段页式存储管理中,系统在进行地址转换时,根据控制寄存器找到指定段号,再根据段

号找到相应的页表,由页表中的页号得到对应的块号,再与页内地址计算得到块的物理地

址,如图5-14所示。

图5-14 段页式存储管理地址转换示意图

段页式系统综合了段式和页式各自的优点。其缺点是增加了硬件成本,并且软件也

变得复杂,占用了不少处理机时间。此外,段表、页表和页内零头仍占用了不少存储

空间。

5.4 文件管理

当人们在计算机上完成各种简单或复杂的计算和处理工作时,需要一个安全、可靠和共

享的信息存储系统。用户并不希望了解自己数据存放的形式及存放时占用的空间等信息,
只希望能够快速存取、共享和管理相关数据。操作系统实现的文件系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文件系统是建立在存储设备上的信息存储管理系统,它负责管理和分配设备的存储

空间,以文件为单位存储数据或程序。文件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信息记忆中心,是操作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文件与文件系统

所谓文件是具有符号名的,在逻辑上具有完整意义的一组相关信息项的有序序列。它

是一种在磁盘上保存信息而且能方便以后读取的方法。文件用符号名加以标识,这个符号

名通常也称为文件名。文件名是用户在创建文件时确定的,并在以后访问文件时使用。其

命名规则在各个操作系统中不尽相同。
所谓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中负责管理和存取文件信息的软件机构,包括与文件管理有

关的软件、被管理的文件及实施文件管理所需的数据结构。从系统角度看,文件系统是对文

件存储器的存储空间进行组织和分配,负责文件的存储并对存入的文件进行保护和检索的

系统。具体地说,它负责为用户建立文件;
 

存入、读出、修改、转储文件;
 

控制文件的存取;
 

当用户不再使用时撤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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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件的结构

文件的结构是指以什么样的形式去组织一个文件。从用户角度看到的文件组织形式,
用户以这种形式存取、检索和加工有关信息的文件称为文件的逻辑结构。从系统存储角度

组织的文件称为文件的物理结构。

1)
 

文件的逻辑结构

文件的逻辑结构有流式结构和记录式结构两种。
(1)

 

流式文件是有序字符的集合,其长度为该文件所包含的字符个数,所以又称为字符

流文件。流式文件无结构,且管理简单,用户可以方便地对其进行操作。源程序、目标代码

等文件属于流式文件。UNIX系统采用的是流式文件结构。
(2)

 

记录式文件中构成文件的基本单位是记录,记录式文件是一组有序记录的集合。
记录式文件可把记录按各种不同的方式排列,以便用户对文件中的记录进行修改、追加、查
找和管理。记录式文件可分为定长记录文件和变长记录文件两种。

2)
 

文件的物理结构

文件的物理结构指文件的内部组织形式,即文件在物理存储设备上的存放方法。它和

文件的存取方法密切相关。文件的物理结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件系统的性能。因此,只有

针对文件或系统的适用范围建立起合适的物理结构,才能既有效地利用存储空间,又便于系

统对文件的处理。
根据文件在存储空间中的存放形式,文件可分为连续文件(连续存放)、串联文件(链接

存放)和索引文件(索引表存放)。
连续文件是一种最简单的文件物理结构,它把逻辑上连续的文件信息依次存放在连续

编号的物理块中,只要知道文件在存储设备上的起始地址(首块号)和文件长度(总块数),就
能很快地进行存取。这种结构的优点是访问速度快,缺点是增加文件长度困难。

串联文件是将逻辑上连续的文件分散存放在若干不连续的物理块中,每个物理块设有

一个指针,指向其后续的物理块。只要指明文件的第一个块号,就可以按链指针检索整个文

件。这种结构的优点是文件长度容易动态变化,其缺点是不适合随机存取访问。
索引文件的组织方式要求为每个文件建立一张索引表,表中的每个项目指出了文件的

逻辑块号和与之对应的物理块号。索引表也以文件的形式存在磁盘上,只要给出索引表的

地址,通过索引表就可以查找到文件信息的存放位置。这种结构有利于进行随机存取,并具

备串联文件的所有优点。缺点是存储开销大,因为每个文件有一个索引表,而索引表也要占

用存储空间。

3)
 

文件的存取方式

文件的存取方法按照存取的顺序关系,通常分为顺序存取和随机存取。
对于记录式文件的存取,顺序存取是严格按照记录排列的顺序依次进行存取。磁带机

只能采用顺序存取方式。
随机存取方法允许随机存取文件中的记录,而不管上次存取了哪一个记录。这种存取

方式对很多应用程序是必须具有的,如数据库系统。

3.
 

文件目录

一个计算机系统中保存有许多文件,用户在创建和使用文件时只给出文件的名字,由文

件系统根据文件名找到指定文件。为了便于对文件进行管理,设置了文件目录,用于检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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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所有文件。文件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负责目录的编排、维护和检索。因此,要求

目录的编排便于寻址,并且要防止冲突和便于目录的迅速检索。
对于文件,操作系统仍然用控制块来管理,即为每一个文件开辟一个存储区,在里面记

录着该文件的有关信息,该存储区域称为文件控制块(File
 

Control
 

Block,FCB)。FCB是文

件存在的标志,记录了系统管理文件所需要的全部信息。FCB通常包括文件名、文件号、用
户名、文件的物理位置、文件长度、记录大小、文件类型、文件属性、共享说明、文件逻辑结构

和文件物理结构等信息。
把文件的FCB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了系统的文件目录,每个FCB就是一个目录项,给

定一个文件名,通过查找文件目录便可找到该文件对应的目录项(即FCB)。
为了实现文件目录的管理,通常将文件目录以文件的形式保存在外存空间,这个文件就

称为目录文件。
文件目录的组织与管理是文件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大多数操作系统,如 UNIX

等都采用多级目录结构,又称树状目录结构,如图5-15所示。

图5-15 树状目录结构

树根结点称为根目录,根目录是唯一的,由它开始可以查找到所有其他目录文件和普通文

件,根目录一般放在内存。从根结点出发到任一子结点都有且仅有一条路径,该路径上的全部

分支组成一个全路径名。采用多级目录结构时,文件名为一个路径名,可以解决重名的问题。
多级目录结构的优点是便于文件分类,可为每类文件建立一个子目录;

 

查找速度快,因
为每个目录下的文件数目较少;

 

可以实现文件共享。缺点是比较复杂。

4.
 

存储空间的管理

文件管理不仅需要为文件数据分配存储块,还需要为文件索引表和文件控制块分配存

储空间。所以,需要采用合适的数据结构,描述设备上的空闲存储块信息,以便分配和回收

设备存储块。存储空间的管理方法包括连续分配、链接分配、索引分配和位图分配。连续分

配法主要应用在磁带之类的顺序存储设备上。下面以磁盘为对象,介绍后3种方法。
1)

 

链接分配(空闲块链)
系统将所有的空闲物理块连成一个链,用一个指针指向第一个空闲块,然后每个空闲块

含有指向下一个空闲块的指针,最后一块的指针为空,表示链尾。外存空间的申请和释放以

块为单位,申请时从链首取一块,释放时将其链入链尾。空闲块链节省内存,但申请释放速

度较慢,实现效率较低。
2)

 

索引分配(空闲块表)
文件系统建立一张空闲块表,该表记录全部空闲的物理块,包括首空闲块号和空闲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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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空闲块表方式特别适合于文件物理结构为顺序结构的文件系统。
建立新文件时,系统查找空闲块表,寻找合适的表项,分配一组连续的空闲块。如果对

应表项所拥有的空闲块个数恰好等于所申请值,就将该表项从空闲块表中删去。当删除文

件时,系统收回它所占用的物理块,考虑是否可以与原有空闲块相邻接,合并成更大的空闲

区域,最后修改有关表项。
3)

 

位图分配(位示图)
使用位示图(Bitmap)表示所有存储块的分配状态。按照设备逻辑地址顺序建立位图

单元与存储块的一一对应关系。每一个磁盘物理块对应一个二进制位,如果物理块为空闲,
则相应的二进制位为0;

 

如果物理块已分配,则相应的二进制位为1。
申请磁盘物理块时,可在位示图中从头开始查找为0的字位,将其改为1,返回对应的

物理块号;
 

归还物理块时,在位示图中将该块对应的字位改为0。位示图描述能力强,一个

二进制位就描述一个物理块的状态。位示图较小,可以复制到内存,使查找既方便又快速。
位图分配是操作系统中经常采用的一种设备存储空间分配方法。

5.
 

文件的存取控制

文件系统的建立使多个用户共享存储设备的存储空间。因此,文件系统的一个重要任

务是保护用户所存放的数据,保证用户在授权的条件下访问这些数据。文件系统的存取控

制主要包括访问权限的定义、设置、审批和检查4个部分。
1)

 

定义访问权限

根据系统安全级别的需求,定义访问权限的类别。操作系统中,文件的访问权限通常分

成读、写和执行3种。在安全性较高的操作系统中,还会进一步细化访问权限。
2)

 

设置访问权限

通常由文件所有者设置文件的访问权限,即规定哪些用户对文件拥有哪些访问权限。
对某个文件的全部授权信息组成该文件的访问控制表,通常将用户分组或分类,为每类用户

指定访问权限,以此简化访问控制表,节省空间开销。
3)

 

审批访问权限

用户在打开文件时,申请其所需要的文件访问权限,以便能进行后续的文件操作。只有

当申请的访问权限获得准许时,内核才完成打开文件的请求,建立一个文件资源对象,将获

准的访问权限存放其中。
4)

 

检查访问权限

审批权限只是实施文件访问控制的第一步。此后,每当用户进行一次文件操作,操作系

统都需要检查该操作是否在用户获准的访问权限之内,任何超出用户获准权限的文件操作

都不允许。

5.5 小结

计算机硬件是组成计算机的物理设备的总称,包括中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设备

等。本章首先介绍了操作系统的概念,从操作系统的发展、定义、分类、特征、功能这几方面

进行了详细介绍。而多道程序设计是操作系统采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技术,其根本目的是

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多道程序系统主要从并发程序设计、进程、进程之间的通信、多道程

序的组织几方面进行诠释。计算机系统中,存储空间是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用于存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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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所有的信息,包括程序、文件及数据。存储结构分为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如何有效地

管理存储器资源是操作系统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5.6 习题

1.
 

单项选择题

(1)
 

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一种(  )。

                           A.
 

应用软件 B.
 

系统软件 C.
 

工具软件 D.
 

字表处理软件

(2)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中运行的操作系统最好是(  )。

A.
 

分时系统 B.
 

实时系统

C.
 

分布式操作系统  D.
 

网络操作系统

(3)
 

对处理事件有严格时间限制的系统是(  )。

A.
 

分时系统 B.
 

实时系统

C.
 

分布式操作系统  D.
 

网络操作系统

(4)
 

批处理系统的主要缺点是(  )。

A.
 

没有交互性 B.
 

系统资源利用率不高

C.
 

系统吞吐率小  D.
 

不具备并行性

(5)
 

从资源管理的角度看,操作系统的功能是进行处理机管理、(  )管理、存储管理、
设备管理和文件管理。

A.
 

硬件 B.
 

软件 C.
 

作业 D.
 

进程

(6)
 

进程和程序的根本区别在于(  )。

A.
 

是不是调入到内存中

B.
 

是不是占有处理器

C.
 

是不是具有就绪、运行和等待3种状态

D.
 

是不是具有静态与动态特点

(7)
 

进程在3个基本状态中转换,肯定不会有的转换是(  )。

A.
 

运行态→就绪态 B.
 

阻塞态→运行态

C.
 

运行态→阻塞态 D.
 

阻塞态→就绪态

(8)
 

在单处理器系统中,如果同时存在10个进程,则处于就绪队列中的进程最多

有(  )个。

A.
 

1 B.
 

8 C.
 

9 D.
 

10
(9)

 

每一个进程在执行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可以处于(  )个状态。

A.
 

1 B.
 

2 C.
 

3 D.
 

4
(10)

 

系统出现死锁的根本原因是(  )。
 

                           A.
 

资源管理和进程推进顺序都不得当 B.
 

系统中进程太多

C.
 

资源的独占性  D.
 

作业调度不当

(11)
 

程序和与它有关的进程的对应关系是(  )。

A.
 

一对一 B.
 

一对多 C.
 

多对一 D.
 

多对多

(12)
 

进程从运行态变化到就绪态的可能原因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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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时间片到 B.
 

有新进程到来

C.
 

需要进行输入输出操作 D.
 

等待的事件结束

(13)
 

操作系统是一组(  )程序。

A.
 

文件管理 B.
 

中断处理 C.
 

资源管理 D.
 

设备管理

(14)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功能是(  )。

A.
 

把源程序代码转换为标准代码

B.
 

实现计算机用户之间的相互交流

C.
 

完成计算机硬件与软件之间的转换

D.
 

控制、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资源和程序的执行

(15)
 

进程的并发执行是指若干个进程(  )。

A.
 

同时执行 B.
 

在执行的时间上是重叠的

C.
 

在执行的时间上是不可重叠的 D.
 

共享系统资源

(16)
 

关于操作系统的叙述(  )是不正确的。

A.
 

“管理资源的程序”       B.
 

“管理用户程序执行的程序”

C.
 

“能使系统资源提高效率的程序” D.
 

“能方便用户编程的程序”
(17)

 

用户程序中的输入输出操作实际上是由(  )完成。

A.
 

程序设计语言   B.
 

编译系统   C.
 

操作系统     D.
 

标准库程序

(18)
 

设计批处理多道系统时,首先要考虑的是(  )。

A.
 

灵活性和可适应性        B.
 

系统效率和吞吐量

C.
 

交互性和响应时间        D.
 

实时性和可靠性

(19)
 

若当前进程因时间片用完而让出处理机时,该进程应转变为(  )状态。

A.
 

就绪      B.
 

等待      C.
 

运行     D.
 

完成

(20)
 

通常不采用(  )方法来解除死锁。

A.
 

终止一个死锁进程         B.
 

终止所有死锁进程

C.
 

从死锁进程处抢夺资源       D.
 

从非死锁进程处抢夺资源

(21)
 

操作系统是一种系统软件,它(  )。
 

A.
 

控制程序的执行
 

B.
 

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资源
 

C.
 

方便用户使用计算机

D.
 

管理计算机系统的资源和控制程序的执行

(22)
 

财务管理软件是一种专用程序,它属于(  )。

A.
 

系统软件 B.
 

应用软件 C.
 

接口软件 D.
 

支持软件

(23)
 

批处理操作系统提高了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效率,但(  )。

A.
 

不能自动选择作业执行 B.
 

无法协调资源分配

C.
 

不能缩短作业执行时间 D.
 

在作业执行时用户不能直接干预

(24)
 

外 围 设 备 通 过 相 应 的 设 备 控 制 器 和 通 道 连 接 到 公 共 系 统 总 线 上,这 种 结

构(  )。

A.
 

有利于硬件保护 B.
 

允许中央处理器与外设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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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不用中断机制 D.
 

外设的启动速度快

(25)
 

进程的(  )和并发性是两个很重要的属性。
 

A.
 

动态性
 

B.
 

静态性
 

C.
 

易用性
 

D.
 

顺序性

(26)
 

在一个单处理器系统中,处于运行态的进程(  )。
 

A.
 

可以有多个
 

B.
 

不能被打断
 

C.
 

只有一个
 

D.
 

不能请求系统调用

(27)
 

(  )必定会引起进程切换。
 

A.
 

一个进程被创建后进入就绪态
 

B.
 

一个进程从运行态变成等待态
 

C.
 

一个进程从运行态变成就绪态 D.
 

一个进程从等待态变成就绪态

(28)
 

死锁的防止是根据(  )采取措施实现的。
 

A.
 

配置足够的系统资源
 

B.
 

使进程的推进顺序合理
 

C.
 

破坏产生死锁的四个必要条件之一
 

D.
 

防止系统进入不安全状态

2.
 

填空题

(1)
 

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的功能可分为 、 、
 

、 和作

业管理。
(2)

 

操作系统的基本特性包括
 

、
 

、 和虚拟性。
(3)

 

一个作业从进入系统到运行结束,一般要经历
 

、
 

、 、

4种状态。
(4)

 

为了管理和调度作业,当作业被收容到外存储器中后,系统为每个作业建立一个

,它详细记录每个作业的有关信息。
(5)

 

进程的基本状态是
 

、
 

和 。
(6)

 

进程具有 、 、
 

、异步性、结构性等5个特性。
(7)

 

从管理角度看,操作系统是管理资源的
 

。
(8)

 

退出等待状态的进程将进入 。
(9)

 

从人机交互方式来看,操作系统是用户与计算机软、硬件之间的 。
(10)

 

操作系统是运行在计算机 系统上的最基本的系统软件。
(11)

  

计算机的存储空间分为 和 。
(12)

  

文件的存取方法按照存取的顺序关系可分为 和 。
(13)

  

虚拟存储技术是一种综合吸收了 和 的存储管理技术。

3.
 

判断题

(1)
 

(  )早期的批处理系统中,用户可以用交互式方式方便地使用计算机。
(2)

 

(  )批处理系统的主要优点是系统的吞吐量大、资源利用率高、系统的开销

较小。
(3)

 

(  )资源共享是现代操作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
 

(4)
 

(  )程序在运行时需要很多系统资源,例如内存、文件、设备等。因此操作系统

以程序为单位分配系统资源。
(5)

 

(  )当一个进程从等待态变成就绪态,则一定有一个进程从就绪态变成运行态。
 

(6)
 

(  )当条件满足时,进程可以由阻塞状态直接转换为运行状态。
(7)

 

(  )当条件满足时,进程可以由阻塞状态转换为就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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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进程是具有一定独立功能的程序关于某个数据集合上的一次运行活动。
(9)

 

(  )进程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运行的最小单位。
(10)

 

(  )处于阻塞状态的进程在条件允许时可以直接进入运行状态。
(11)

 

(  )死锁是指多个进程因竞争资源而形成的一种僵持局面。
(12)

 

(  )解决死锁的方法只能是对进程申请资源加以限制,不让死锁发生。
(13)

 

(  )进程的状态可以从阻塞状态转换为运行状态。
(14)

 

(  )死锁的就是死循环。
(15)

 

(  )进程的状态通常有三种:
 

运行态,阻塞态和等待态。
(16)

 

(  )进程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一个独立单位。
(17)

 

(  )进程的状态可以从就绪状态转换为阻塞状态。
(18)

 

(  )提高主存利用率是存储管理的目的之一。
(19)

 

(  )增加主存实际容量是存储管理的目的之一。
(20)

 

(  )主存储器分成系统区和用户区两部分。
(21)

 

(  )高可靠性和及时响应是实时操作系统的主要特点。
(22)

 

(  )进程是系统进行资源分配和调度的一个独立单位。

4.
 

问答题

(1)
 

什么是操作系统? 作用是什么? 操作系统可分哪几类?
(2)

 

操作系统有哪些基本特征?
(3)

 

简述多道程序设计的概念。多道程序设计如何提高系统的效率?
(4)

 

什么是进程?
 

有哪些特征?
(5)

 

简述进程、程序、作业之间的区别。
(6)

 

进程调度有何功能? 有哪些常用的调度算法?
(7)

 

为什么并发进程执行时可能会产生与时间有关的错误? 如何避免?
(8)

 

何谓死锁? 产生死锁的原因有哪些?
(9)

 

可以通过哪些途径防止死锁的产生?
(10)

 

简述存储管理的功能。
(11)

 

为什么要做“地址重定位”?
 

何谓静态重定位和动态重定位?
(12)

 

什么是文件?
(13)

 

文件的逻辑结构有哪几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