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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基础与实践》共有7章，第1章为操作系统概述；第2～6章，分别介绍操作系统的五大
功能，它们是：第2章作业管理，第3章处理机管理，第4章存储管理，第5章文件系统，第6章设备管理
；第7章为操作系统实践，包拓基础篇和拓展篇两部分，以求加深对操作系统五大功能的理解。

　　《操作系统基础与实践》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计算机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计算
机爱好者学习操作系统的入门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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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分为用户响应时间和系统响应时间，系统响应时间是计算机对用户的输入作出的反应时间。
用户响应时间是指单个用户所感受的系统对他／她的响应。
用户的眼睛存在着视觉暂停现象，他／她只能接受分秒及以上的视觉变化，快的用户响应时间在此范
围内也就可以了。
系统响应时间的计算要考虑用户的数目，用户数目越多，响应时间必须越快，不然就难以保证每一个
用户都有可接受的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可以和时间片联合起来考虑，一般情况是：时间片越短，响应时间越快。
 （4）多用户。
分时系统是多用户同时使用的操作系统，用户通过不同的终端同时连接到主机，主机分时地对用户终
端程序进行反应，要求产生的结果是：每一用户都感觉自己在独立地使用着计算机，用户的行为并不
会相互影响。
 （5）安全性。
为了保证系统及各个用户程序安全，系统必须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并且必须能够区分不同的用户，
分别完成不同用户的作业。
最常见的安全方法是用户登录。
 2.分时系统的特征 虽然分时系统是多用户系统，但对于每一个用户来说，并不会感觉到单用户机与多
用户机的区别，各自都似乎使用着自己独立的计算机。
因此分时系统必须具备如下特点： （1）同时性。
若干个用户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
从微观上看，各用户分享着处理机时间的不同片段，即各用户轮流使用计算机；从宏观上看，用户却
感觉多路同时享用着计算机系统，即各用户在并行工作。
 （2）独立性。
用户之间可以相互独立操作而互不干涉，也即用户彼此之间都感觉不到还有其他用户在使用计算机，
而是觉得该计算机完全由自己“独占”。
多用户各自独立地使用计算机，相互之间并无影响。
实现独立性主要依赖于存储器的安全保护，由于不同用户占有存储器上的不同区域，就要求不同区域
中的用户程序在执行时不可相互干扰或者破坏，这可以通过一定的存储器保护机制来实现。
 （3）及时性。
每一个用户终端都及时地得到系统的反应。
及时性是指用户可以忍受的用户响应时间，它与处理机的指令周期和时间片的划分有关。
但需要提醒的是：及时性并不要求系统响应时间越快越好，因为过短的时间片只会导致系统开销的提
高，并且响应时间低于一定的时间范围就失去实际的意义。
 （4）交互性。
用户可以通过终端直接与计算机进行对话，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界面从键盘向主机提出自己的要
求，输入程序和数据，命令计算机运行，主机通过终端显示对用户的要求逐一进行反应，输出提示信
息，帮助信息和运行结果等。
良好的交互性意味着友好的交互界面，准确的提示信息，必要的帮助引导。
 3.分时系统的设计目标及用途 由于分时系统的对象是多用户，因而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满足用户的需
求，用户最大的需求是联机交互和及时响应，这就是分时系统的设计目标。
分时系统可用于任何团体、机构和实体，当众多的电脑工作终端和各种各样的普通用户在共用一个主
机时，它已经在后台忙得不亦乐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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