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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系统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作为计算机系统软件基础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受到了软件行业技
术人员的广泛重视。
随着开放源代码方式的兴起，在操作系统方面除了Linux系统之外，2005年Sun公司的Solaris10系统也全
部开放了源代码。
微软公司也在2006年开放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部分源代码，该系统命名为WRK
（WindowsResearchKernel）。
因此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商业操作系统的代码，并可以将它们与Linux系统进行比较。
作者曾在1999年负责一个将Linux移植新硬件平台的项目，开始对Linux操作系统内核有了比较深入的了
解。
2001年应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邀请，参加了Windows2000及以后的WindowsServer2003的代码分析工作。
2006年微软开放了WRK系统，作者分析了内存管理和线程切换部分，并设计了工作集和Continuation实
验。
2006年应Sun中国工程院邀请，参加了Solaris文件系统的分析工作。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作者一直想把这些操作系统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定量地分析它们之间性能的差
异，从而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操作系统的设计。
2007年，作者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操作系统结构分析”课程，这几年一直在进行这
几个系统的比较工作。
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超过作者的想象，因此本书成书比较仓促，很多运行结果作者也无法说明其中的
原因，只好选择了在一个单CPU机器上的运行结果进行分析。
如果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来信共同探讨。
全书共分为5章：第1章概述，简单介绍了Linux、WRK和Solaris的系统结构和特点。
第2章过程控制，介绍了三个操作系统中进程与线程的数据结构、创建过程、调度与切换过程及同步
机制。
第3章分析了三个操作系统的内存地址布局、地址变换、页错误处理、用户与内核内存管理、物理内
存管理等方面。
第4章描述了三个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模型、文件系统与文件的相关数据结构、文件系统相关系统调
用等。
第5章介绍了一些常用的评测基准，对三个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进程创建、内存访问、页错误处理
、文件创建及读/写等进行了测试，并根据三个操作系统的结构特征对测试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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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精品课程建设成果。
全书具体分析了Linux、WRK和Solaris三个操作系统，并对它们的性能进行了评测。
书中没有介绍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而是以Linux、WRK和Solaris为实例，结合源代码直接分析了Linux
、WRK和Solaris的进程管理、内存管理和文件系统模块。
通过对LMbench等测试用例的裁剪，针对三个操作系统进行了微观和宏观的性能评测。
结合三个操作系统的实现细节，分析了产生性能差异的原因。
    本书适合作为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操作系统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以作为软件专业人员分析
操作系统源代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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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95年以前，John Ousterhout开发的程序包能够评测操作系统的性能。
该程序包独立了一系列OS-Kemel原语，能得到原语的部分性能。
但该程序的测试结果非常粗略，不能通过它获得硬件的性能特征。
1995年，McVoy发布了专门进行操作系统性能评测的软件包LMbench。
该软件包提供一些精干的小程序来评测系统硬件和OS原语的性能。
LMbench把操作系统分解为与硬件性能密切相关的原语，针对每个原语进行详细评测，测试结果反映
了操作系统与硬件设备的关系。
LMbench能够针对不同的UNIX系统进行系统级别的评测，可以测试包括文件读写、内存操作、进程创
建销毁开销、网络等性能。
同时，为了保证LMbench的测量结果更为准确，LMbench采用了两种统计方法对测量值加以处理：一
是LMbench保留的统计值（100-2n）％，即是将结果中的最好值和最差值的，n％去掉，在通常的情况
下n=10；二是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LMbench将测量结果中显著背离的情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显
著背离的情况不超过1％。
基于LMbench的工作，后来提出的hbench在思想和基准测试代码本身上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包
括LMbench中几个bug修正（如bw-ile-rd和lat-ctx这两个重要修正）；扩大了测试基准的范围（包括L1
／L2高速缓存带宽和更多的系统调用测试），以及在批量数据传输设计中可变的传输缓冲区；更加灵
活的数据采集与分析；所有的结果数据通过内置或用户定义的数据减少政策保存下来使能够进行离线
分析；对数据进行更加严格的统计处理；基准重构以维护内部基准一致性；可以动态调整基准大小以
克服时间分辨度低的问题；支持在一台独立于机器的框架中的硬件周期计数器和事件计数器（虽然目
前只适用于英特尔奔腾和更高架构）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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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分析》：高等学校工程创新“十二五”规划计算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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