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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成、秦云川、刘彦编著的《Windows
CE内核定制与驱动程序开发》以普通软件开发人员的视角，由浅入深地介绍了有关Windows
CE内核定制与驱动程序开发的相关知识。

 《Windows CE内核定制与驱动程序开发》分四篇共18章。
第一篇是第1
～3章，主要介绍了嵌人式系统的基本概念以及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一些基本知识；第二篇是第4
～9章，主要介绍了 Windows
CE操作系统定制的机制以及系统运行所依赖的关键组件的移植和开发，包括BootLoader和OAL；第三
篇是第10～17章，主要介绍了Windows
CE操作系统下常见驱动程序的开发知识，包括流接口驱动程序以及其他专用接口驱动程序；第四篇是
在前三篇的基础上进行举例说明，主要介绍了一个基于Windows
CE的鼠标设备的驱动程序开发过程。

 《Windows
CE内核定制与驱动程序开发》可作为高等院校电子信息、计算机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嵌人式
Windows
CE的参考书目或自学教材，也可供广大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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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①MMU为每个进程都准备了一张表。
操作系统在调度一个进程执行的之前，事先就设置了MMU的这个currProcess；②MMU没有为每一个
存储器单元设置一个表项，而是为每一个内存范围设置一个表项，每一个内存范围称为一页。
所以，它能控制粒度是以页为单位的。
上面代码写的是8，处理器的设计者在设计：MMU的时候，会根据处理器的整体情况进行权衡；
③MMU需要得到外部存储器的支持，因为它得有一张表用于存储每个进程的物理地址与虚拟地址的
对应关系，这个表太大了以至于必须得依靠外部存储；④程序在执行存储器访问的时候，至少先得
等MMU访问一次存储器得到进程的虚拟地址／物理地址对应项之后，才能进行实际的数据读写操作
。
而实际上，MMU的设计者们通常会设计一张快表，这个快表实际上就是一种快速缓存。
把经常用到的转换关系表放在MMU里面，从而加快了系统的访问存储器时间。
这个快速缓存就叫做快表，又名TLB。
自从有了MMU，处理器上使用的地址就是虚拟地址了。
虚拟地址与实际的物理地址是不同的，每个进程所使用的虚拟地址也是不同的。
现在，进程需要空间存储数据的时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意指定了一个地址就可以了，需要向操作
系统申请（一个申请就是一个系统调用，内存申请可以使用malloc类的系统调用），并写明想要的存
储空间大小。
操作系统总会尽量满足申请者的要求。
即使物理内存不够，通常也会想办法，左挪一下，右挪一下，给程序腾出一块物理内存。
而且它先到MMU那里去看看这个进程所对应的虚拟地址表，找一块它还没有用的虚拟地址，将物理
地址填进去，打开这个进程的读写权限。
然后在自己的表里也记上一笔。
最后将申请批复给这个进程：“同意”（返回给进程该物理地址对应的虚拟地址）。
虽然只能告诉操作系统自己申请大小，不能确定内存的实际物理地址。
但是对于程序来说，反正都是存储数据，存哪里不一样呢？
但对于想操作外设的程序来说，同样挂载存储总线上的外设与存储器有着稍微的不同，外设的每个存
储单元对应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外设的驱动程序不仅要存储空间，而且还有一个固定的物理地址。
操作系统一方面需要其他程序来指挥外设动作，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整个计算机的正常工作。
我们把操作外设的这些程序命名为外设驱动程序，有时也直接称为驱动程序。
第一个办法是Windows CE的早期版本经常用到的，就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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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Windows CE内核定制与驱动程序开发》为Windows CE项目开发实践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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