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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
经过近60年的迅速发展，经历了从精英化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发展阶段，目前在校生多达40余万人，
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理工科专业，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信息技术人才。
2006年，教育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暨专业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提出了以“按培养规格分类”为核心思
想的专业发展建议，把计算机专业人才划分为研究型、工程型、应用型三种不同类型。
在《规范》的方针指导下，培养合格的计算机本科人才。
教育包括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
知识是基础、载体和表现形式，能力是技能化的知识及其综合体现，素质是知识和能力的升华。
专业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应突出专业能力的培养，实施能力导向的教育。
如何以知识为载体实现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特别是实现专业能力和素质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
对计算机专业本科教育而言，要想实现能力导向的教育，首先要分析专业能力的构成并考虑如何将其
培养落实到教学实践中。
为此，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会开展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专业能
力（简称为计算机专业能力）的培养研究。
该项研究明确计算机专业本科人才应具有的四大基本能力一计算思维能力、算法设计与分析能力、程
序设计与实现能力、系统能力，并将这四大基本能力分解为82个能力点，探讨如何面对不同类型学生
的教育需求，在教学活动中进行落实。
针对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由于其培养数量巨大、社会需求广泛和多样化，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专业能力在具体教学实践上有其自身的特点。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为国家、企事业信息系统的建设与运行培养信息化技术型人才。
本类型人才应能承担信息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掌握各种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性能，善于进行系统的
集成和配置，有能力管理和维护复杂信息系统的运行，研究如何实现服务及方便有效地利用系统进行
计算等。
计算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凸显了职业特征，使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更加紧密，部分课程设置凸显能力培
养特征，教学模式也呈现了职业化趋势。
为体现研究成果在教学活动中的实现，我们根据《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构成
与培养》和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出版了这套教材。
本套教材面向高等院校计算机应用型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型的需求，在内容的选择、体
系安排和教学方法按照专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特征的需要进行了探索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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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代操作系统的基本知识和最新技术，并以Linux系统为背景介绍具体实现。
全书共分7章：第1章概述操作系统的定义、功能、特征、主要类型以及系统结构；第2章至第6章分别
讲述进程管理、处理机调度、存储管理、文件系统和设备管理；第7章简述现代操作系统的发展和安
全保护机制。
为强化操作系统课程的实践环节，在附录A中给出7个实验指导；附录B给出部分习题参考答案；附录C
和D分别给出Linux常用系统调用和常用命令，供教师和学生参考。
    本书可作为大学本科及专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其他专业或成人
教育的参考书，以及计算机工作者的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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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另一个用户程序读取数据，并且可以在终端或打印机上显示第三个用户程序的结果。
在多道程序设计系统中，CPU在各程序之间来回进行切换：在这个程序上运行一会儿（如几十或几百
毫秒），在另一个程序上再运行一会儿。
也就是说，各个程序是并发执行的。
由于多道程序并发执行时共享系统资源，共同决定这些资源的状态，因此系统中各程序在执行过程中
就出现了相互制约的新关系，程序的执行出现“走走停停”的新状态。
这些都是在程序的动态过程中发生的。
而程序本身是机器能够翻译或执行的一组动作或指令，或者写在纸面上，或者存放在磁盘等介质上，
是静止的。
很显然，直接从程序的字面上无法看出它什么时候运行、什么时候停顿，也看不出它是否影响其他程
序或者一定受其他程序的影响。
综上所述，用程序这个静态概念已不能如实反映程序并发执行过程中的这些特征。
为此，人们引入“进程”（process）这一概念来描述程序动态执行过程的性质。
2.进程的定义进程（或任务）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J.H.Saltzer首先提
出的，并在所研制的MULTICS系统上实现。
IBM公司把进程叫做任务（task），并在TSS/360系统中实现了。
进程是操作系统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对正在运行程序的抽象。
引进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描述和设计操作系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迄今为止，对进程概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它的基本特征。
进程最根本的属性是动态性和并发性。
我们将进程定义为：程序在并发环境中的执行过程。
为了说明进程和程序的关系，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事例作比喻：假如你正在按照菜谱上的指导来烹饪
，厨房里有鱼、肉、鸡蛋、油、盐和各种调料。
菜谱就相当于程序，你就相当于处理器（CPU，各种原料就相当于数据，你按照菜谱上的指令一步步
地加工，这一系列动作的总和就是进程。
如果在你切菜时，电话铃响了，你会停下手中的活（保留现场），然后按规定的步骤接听电话：拿起
话机、打招呼、交谈，最后挂上电话。
这一系列步骤是程序，打电话的整个过程是进程。
之后，你接着做菜。
这样，CPU就在进程间实施切换。
可以看出，进程和程序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在以下4个方面有重要区别
。
①程序是静态、被动的概念，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软件资源长期保存。
进程是程序的一次执行过程，是动态、主动的概念，有一定的生命期，会动态地产生和消亡。
例如，从键盘上输入一条命令：$date则系统就会针对这条命令创建一个进程，这个进程执行date命令
所对应的程序（以可执行文件的形式存放在系统所用的磁盘上）。
当工作完成后，显示出当前日期和时间，这个进程就终止了，并从系统中消失，而date命令所对应的
程序仍保留在磁盘上。
②传统的进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单位，能与其他进程并发执行。
进程是作为资源申请和调度单位存在的。
通常的程序是不能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单位而并发执行的。
程序在CPU上才能真正地执行。
系统中以进程为单位进行CPU的分配，因为进程不仅包括相应的程序和数据，还有一系列描述其活动
情况的数据结构。
系统中的调度程序能够根据各个进程当时的状况，从中选出一个最适合运行的进程，将CPU控制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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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令其运行。
而程序是静态的，系统无法区分内存中的哪一个程序更适合运行，所以，程序不能作为独立的运行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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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原理》按照工程应用型高等院校“操作系统”课程的教学要求和IT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并
参考研究入学考试大纲编写而成。
书中以Linux系统为实例，本着重基础、重能力、求创新、凸显职业性的总体思想，全面系统地讲述现
代操作系统的关键技术与实现方法。
《操作系统原理》特点：突出基础、强调实用，讲清基本概念，讲透核心技术，讲明典型实现。
既讲解经典理论，又介绍最新开发应用技术。
在讲授方法上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引出问题，再给出概念、实现技术和典型算法。
强化实践环节，每章后面给出大量习题，并在附录中给出7个上机实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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