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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必不可少的关键软件。
操作系统教学不但需要讲授操作系统概念、原理与方法，还要让学生动手在实用操作系统上进行编程
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理解操作系统的概念、原理与方法。
编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学习完操作系统原理后，为操作系统实践教学提供指导。
Linux操作系统是源代码公开的广泛使用的操作系统，利用Linux作为操作系统课程的实验平台，不但
能帮助学生进行以理解操作系统原理为目的的实验，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操作系统开发实战的演练。
由于Linux源代码公开以及Linux的广泛普及，我们认为将Linux作为操作系统实验教学平台还将为学生
毕业后快速进入实战工作状态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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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防科技大学国家精品课程“操作系统”配套教材，系统地讲解了Linux操作系统原理和基
于Linux的各种编程，特别是Linux操作系统内核编程。
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Linux操作系统原理；第二部分介绍10个基于Linux的实验；第三
部分附录包含Linux环境下的操作及与编程有关的命令和函数列表。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信息安全、信息与计算科学、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等专业操作系统实验和课程设计教材，也是Linux开发人员熟悉Linux环境下应用及内核编程的
入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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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宇，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主持建设的操作系统课程获国家精品课程，是教育部专家库专
家。
1994年及1998年赴英国和美国学习和工作。
参加了银河-1、银河-2、银河-3等国家重点科技工程操作系统开发以及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探索重点项目研究，主持了国防预研基金、装备预研基金、教育部骨干教师基金及企业联合等各
类项目研究与开发，长期丛中操作系统课程教学，编写专著及教材8部，发表论文40多篇，曾荣获部委
级科技进步奖4次。
主要研究领域有：通用及嵌入式操作系统、集群与颁布式系统、网络存储、数据容灾及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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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Linux内核是单体的（monolithic），即编译器把各个内核组件链接生成一个大的可执行文件。
另一种内核结构是微内核（microkernel），它只把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如进程间通信、同步原语，做
入内核，其他（如文件系统、存储器管理、设备驱动等）都作为用户态进程出现，相对普通的应用程
序来讲，它们可以看成服务器进程，为应用程序提供服务。
微内核有许多理论上的优势，如模块化更好、易于移植、更加稳定、不易崩溃等，但是在性能方面一
直比不上单体内核，因为微内核体系导致的进程问通信开销非常大。
Linux的内核模块（module）机制不仅可以弥补单体内核相对微内核的一些不足，而且对性能没有影响
。
内核模块是一个目标文件，可以动态载入内核，也可以动态卸载。
实际上，Linux中大多数设备驱动程序或文件系统都以模块方式实现，因为它们数目繁多，体积庞大，
不适合直接编译在内核中。
而通过模块机制，在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再临时加载，是最适合不过的。
另外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当采用模块技术进行开发时，用户修改代码后只需重新编译加载模块，而不
必重新编译内核和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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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inux操作系统实验教程》在国家规划教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更新，以适应高校课程与教堂改革的
需要，并注意教材的可读性和可用性，为任课教师提供各种教堂服务（包括教学电子课件、教学指导
材料、习题解答和实验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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