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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是一个催人奋进的时代。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
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
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靠自己学习、终身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
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
、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排、编写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
同了。
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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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概论》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
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
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
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
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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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最高优先级调度算法对每一个进程给出一个优先级，进程调度总是让当时具有最高优先级的
进程先使用处理器。
当一个高优先级的进程占用处理器后，又可分两种方式来对待它。
第一种方式是非抢占式的，即一旦某个高优先级的进程占有了处理器就一直运行下去，不管此时是否
有更高优先级的进程就绪，只要它的工作没结束或没出现等待事件，那么它总是能占有处理器运行，
直到由于它自身的原因主动让出处理器时，再由进程调度重新选择一个具有高优先级的进程使用处理
器。
第二种方式是可抢占式的，在这种方式下，严格保证任何时刻总是让具有最高优先级的进程在处理器
上运行。
也就是说，当某一进程在处理器上运行时，一旦有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进程就绪，进程调度就要剥夺
正在处理器上运行的进程使用处理器的权力，抢回已分配给它的处理器，而把处理器分配给具有更高
优先级的进程。
这种抢占式的优先级调度算法在实时系统中很有用。
例如，在实时系统中，可把处理紧急情况的报警进程定为最高优先级的进程，一旦有紧急事件发生时
，这个报警进程就可抢占处理器进行紧急处理和发出报警信号。
如何为进程确定优先级？
不同的系统确定优先级的方法是不同的。
一个进程的优先级也可以不是固定的，可以随其他因素而变化。
一般可根据进程使用资源的情况、进程所负任务的紧急程度、进程等待使用处理器的时间、系统效率
等各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例如，让完成操作系统功能的进程优先级大于用户进程的优先级；而用户进程的优先级可与作业的优
先级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延，逐步提高较长时间未使用处理器的就绪进程的优先级；提高经常使用
外围设备的进程的优先级。
为了调度方便，就绪队列中的进程可按优先级从大到小排列。
当有进程就绪时，根据它的优先级将其插入到队列中的适当位置。
这样进程调度总是把处理器分配给就绪队列中的第一个进程。
有时优先级调度算法与先来先服务调度算法可混合使用。
在一个采用优先级调度算法的系统中，对具有相同优先级的进程又可使用先来先服务算法。
3.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时间片是指允许进程一次占用处理器的最长时间。
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把就绪进程按就绪的先后次序排成队列，调度时总是选择就绪队列中的第一个进
程，让它占用处理器，但规定它一次连续占用处理器的时间不能超过预定的时间片。
如果允许的时间片用完而进程尚未运行结束，它必须把处理器让给下一个就绪进程使用，进程让出处
理器后重新排到就绪队列的末尾等待再次运行。
如果在允许的时间片内进程出现了等待事件，那么也要把处理器让给下一个就绪的进程使用，让出处
理器的进程排人等待队列，当等待的事件发生后再排人就绪队列的末尾等待再次分配处理器。
这样使得就绪队列中的进程能依次轮流地占有处理器运行，一次运行尚未完成工作的进程可再作第二
次的轮转，如此反复循环，直到进程结束。
在分时操作系统中，经常采用时间片轮转调度算法。
在一个分时系统中，多个用户通过终端设备同时与计算机系统进行一系列交互，计算机系统应及时地
对每一个用户的要求作出反应。
采用时间片轮转的办法可使每个用户都感到计算机系统对自己有求必应，好像自己单独在使用一个计
算机系统。
例如，一个分时系统允许10个终端用户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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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大纲是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专科）考试计划”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关于修订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几点意见》的精神制定的。
本大纲提出初稿后，曾聘请专家通审，并由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在上海组织召开审稿会进行
审稿，根据审稿会意见由编者作了修改。
最后由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定稿。
本大纲由谭耀铭教授（南京大学）负责编写和修改。
参加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有陈向群教授（清华大学，主审）、黄上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参审）
、陈春玲教授（南京邮电大学，参审）。
在此对参加本大纲编写和审稿的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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