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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作业

阅读第一章《Introduction》，总结操作系统概述。

1. 什么是操作系统？

在学习操作系统之前，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操作系统。

计算机的结构十分复杂，让一个人去管理一台计算机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因

此，需要一个程序把硬件和用户运行的软件管理起来。经过操作系统的管理，用户可以直

接运行程序来完成想要的工作，而不必担心硬件连接、资源调配等问题。因此操作系统提

供了人与计算机系统的接口。同时，因为这种管理在计算机运行过程中是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的，所以操作系统是一直运行在计算机上的程序。

2. 操作系统管理哪些方面？

  知道了操作系统的定义，我们开始关心操作系统是如何管理计算机的。这时，我们

的问题是：操作系统都管理哪些方面？操作系统是如何管理的？接下来先探讨操作系统管

理哪些方面的问题。

  根据冯诺依曼体系结构，计算机分为存储器，运算器，控制器以及 I/O 设备四个部

分。而在一般的计算机中，CPU 提供了运算器和控制器的功能。因此，操作系统在硬件

方面要控制的有 CPU，存储器，以及 I/O 设备。此外，操作系统还要对运行的程序进行管

理，即进程管理。

3. 操作系统是如何管理内存的？

  已经知道了管理什么，接下来就要知道如何管理了。本章只是概述，具体内容需要

在之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计算机如何管理内存的问题。

内存是处理器能直接访问的惟一的大容量存储区域。计算机要处理 I/O 设备中的任

何数据，都要将数据读入内存中才能开始处理。计算机执行的指令也存储在内存中。操作

系统要做的是记录内存使用程度，合理分配内存空间，控制数据进出内存。

4. 操作系统是如何进行存储管理的？

  内存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且内存具有易失性，数据无法大量长期保存。所以计算机

需要外存来扩充其存储空间。此外，内存访问的速度还不够快，可以使用缓存来加快其访

问速度。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不同存储设备的管理。

  数据在外存中以文件形式存在。用户需要通过操作系统来访问或修改文件，也需要

对文件进行分类整理，以方便查找和再次访问。所以操作系统需要负责以下方面：创建和

删除文件或目录，提供文件或目录的路径，提供文件与二级存储的映射以及备份。

  文件一般存储在磁盘（二级存储）上，有些很少使用的文件存储在磁带等更慢但是

容量更大的设备（三级存储）上。由用户来决定文件放在硬盘的哪些扇区对用户是极不友

好的，因此操作系统要负责管理以下方面：空闲空间管理，存储空间分配和硬盘调度。有

些操作系统还要负责管理二级存储到三级存储的备份。

  内存的速度较硬盘已经很快了，但是对于 CPU 还是不够。寄存器的空间是十分宝贵

的。这时需要一个读取速度介于寄存器与内存之间的存储器——高速缓存。对高速缓存进

行合理的管理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的数据处理速度。类似地，还可以把硬盘内的数据部分

复制到内存里以提高硬盘数据的访问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微软的 Superfetch 。

5. 操作系统是如何进行 I/O 设备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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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讨论的是对 I/O 设备的管理。硬件设备的具体实现往往对对用户并不友好，

因此操作系统需要对用户隐藏具体硬件设备的特性。操作系统需要提供设备驱动器接口，

需要为 I/O 设备提供内存管理，有时还需要给 I/O 设备提供驱动程序。 

6. 操作系统是如何进行 CPU 管理的？ 

  最后讨论对 CPU 的管理。 

  由于程序的执行在很多场合下需要等待，因此单一作业不可能保持 CPU 时时刻刻都

忙。这时操作系统可以在一个作业需要等待的时候切换到另一个作业执行，使 CPU 总是

有一个作业可以执行，以提高 CPU 的使用率。 

  这种思想的延伸是分时系统。在某一作业需要等待用户响应的时候，操作系统执行

其他的作业，等用户响应完毕之后再切换回去，以充分利用 CPU。 

  分时系统需要在内存中载入多个程序。如果内存不够，操作系统需要决定哪些程序

可以载入内存；如果多个任务需要同时执行，操作系统需要决定它们执行的先后。 

  CPU 的管理不仅要保证速度，还要保证准确。为了防止用户的非法操作对计算机的

稳定运行造成损害，操作系统需要对用户和操作系统的操作进行区分。分为两种模式：用

户模式和内核模式。在用户模式下，用户的进程不能进行超出权限的行为。用户模式与内

核模式由模式位区分。这相当于操作系统给用户的程序提供了一个接口，用户通过这个接

口来进行系统调用，间接控制计算机。当然，接口可以提供的操作是有限但安全的。 

  不光那些对计算机可能有害的操作，一些会引起系统进入死循环的操作也是不正确

的，操作系统应当予以禁止。为了鉴别这些操作，操作系统使用定时器对执行时间进行限

制，一旦超出规定时间，则产生中断，由系统判断操作是错误还是正常的指令等待，并进

行下一步处理。 

7. 操作系统是如何进行进程管理的？ 

  已经讨论了操作系统对硬件的管理，接下来介绍的是操作系统对进程的管理。进程

的执行需要资源，进程出现了错误应当被终止。进程之间的通信需要操作系统的协作，操

作系统需要对进程进行同步。操作系统需要对这些进行合理的管理。 

8. 操作系统还有哪些需要管理的方面？ 

  如果一个操作系统只具备上述功能还是不够的。计算机有受到攻击的风险。因此操

作系统需要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控制进程访问计算机资源，防御内部与外部的攻击。 

  计算机在不同的计算环境下需要有不同的功能以适应计算环境的需要。一些分布式

系统是通过网络进行协同工作的。在这种分布式系统上操作系统需要合理控制，使集群的

子集出错并不会影响整体的工作。 

  在一些嵌入式设备上，操作系统还有其他的工作需求，比如进程的实时性要求进程

只能在定义的时间内执行。多媒体系统涉及多媒体数据的传输。在一些硬件性能受到限制

的设备（如 PDA）上，操作系统还需要在续航和性能之间做出权衡。 

9. 总结 

  本章介绍了操作系统控制计算机的概况，介绍了一些专有名词和大体的控制过程，

当然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在之后的章节内进行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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