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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操作系统实验教程》

前言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的核心和灵魂，是计算机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计算机专业教学
的重要内容。该课程概念众多、内容抽象、灵活性与综合性强，不但需要讲授操作系统的概念和原理
，还需要加强操作系统实验，上机进行编程实践，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操作系统的精髓，真正
做到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人们已充分认识实践环节在学好操作系统过程中的重要性。实践是操作系
统课程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但实验教学难度大，由于实用操作系统的应用环境约束性强，实验环节
的可操作性差，而且模块众多、盘根错节、技术细节剖析困难，动手及实践能力很难培养。编写本实
验教程是为了在学习操作系统基本原理的同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为操作系统实验教学提供一定的
指导和帮助。　　操作系统实验教学的基本目的和要求：　　（1）学生应该通过实验加深理解和更
好地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巩固所学知识，激发实验兴趣，掌握实验要领，
培养对操作系统课程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和综合运用的能力。　　（2）学生应该通过实验提高自己剖
析和设计操作系统的能力，加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加强创新意识与探索精神、科学作
风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3）学生应该通过实验深入了解和熟练掌握一种操作系统的组成、特点
、源码构成、内部结构、替换模块、扩充功能，以及编译、调试、运行的方法，达到拓宽编程思路、
把握操作系统整体的目的。　　（4）学生应该通过实验养成良好的理论联系实际、自己动手操作的
习惯，以获得项目管理和团队协作的实际训练和具体经验。　　编写操作系统实验教程，首先要选择
实验环境和平台，其次要精选上机实验内容，这对提高实验课程的教学质量十分重要，Linux是开放源
码操作系统，也是当今最流行和广为使用的主流操作系统之一。本书选用Linux内核版本V2.6作为操作
系统实验和实习环境，通过在实用操作系统环境下的实际锻炼，不但让学生对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有
更深入的理解，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更上一个台阶，而且能进一步掌握Linux操作系统的系统结构、设
计和实现的基本思路和原理，也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信息化对计算机专业人才的需求。　　作者根据多
年来操作系统研究和教学的经验，参考国内外出版的操作系统实验教材，精心设计系列实验供实验教
学选择使用，本书中的实验题目和示例都已经在V2.6.22内核版本上通过调试，并能正确运行。　　本
实验教程的内容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第11章）为Linux APl使用与操作系统算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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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计算机实践教学系列教材:Linux操作系统实验教程》是操作系统实验课程教材，以Linux 2.6
内核版本为平台，精心设计系列实验题目，每个（组）实验题目包括：实验目的、背景知识和实验内
容，在每个具体的实验内容中又包括实验说明、解决方案和程序框架，为操作系统实践教学提供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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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Linux的安装和编译 1.1 实验目的 1.2 背景知识 1.2.1 Linux简史 1.2.2 Linux内核的功能和结构 1.2.3
Linux内核的版本和发行版本 1.2.4 Linux内核的目录结构 1.3 实验内容 1.3.1 实验1安装Ubuntu 8.0.4 1.3.2 
实验2编译Linux内核 1.3.3 实验3 Linux下C语言程序开发过程 第2章 进程与线程 2.1 实验目的 2.2 背景知
识 2.2.1 进程与线程的概念 2.2.2 多进程编程 2.2.3 多线程编程 2.3 实验内容 2.3.1 实验1 创建进程 2.3.2 实
验2 线程共享进程中的数据 2.3.3 实验3 多线程实现单词统计工具 第3章 传统的进程间通信 3.1 实验目的
3.2 背景知识 3.2.1 进程间通信的方式 3.2.2 信号通信 3.2.3 管道通信 3.3 实验内容 3.3.1 实验1 信号通信
3.3.2 实验2 匿名管道通信 3.3.3 实验3 命名管道通信 3.3.4 实验4 使用命名管道建立客户/服务器关联程序 
第4章 SystemV的进程间通信 4.1 实验目的 4.2 背景知识 4.2.1 SystemV的进程间通信机制 4.2.2 消息队列
4.2.3 信号量 4.2.4 共享主存 4.3 实验内容 4.3.1 实验1 消息队列实现进程间通信 4.3.2 实验2 信号量实现进
程同步 4.3.3 实验3 基于信号量采用多线程技术实现进程同步 4.3.4 实验4 共享主存实现进程间通信 第5
章 Shell程序设计 5.1 实验目的 5.2 背景知识 5.2.1 Shell简介 5.2.2 Shell的主要功能 5.2.3 Shell主要功能的实
现 5.2.4 Shell编程 5.3 实验内容 5.3.1 实验1 编写一个简单的Shell程序——MyShell 5.3.2 实验2 基于Shell的
网络管理 第6章 页面替换算法 6.1 实验目的 6.2 背景知识 6.2.1 存储管理的目的和功能 6.2.2 存储管理涉
及的基本概念 6.2.3 实存管理的原理和实现技术 6.2.4 虚存管理的原理和实现技术 6.3 实验内容 6.3.1 实
验1 模拟实现动态分区存储管理 6.3.2 实验2 模拟实现请求分页虚存页面替换算法 第7章 文件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7.1 实验目的 7.2 背景知识 7.2.1 文件系统的基本概念 7.2.2 文件管理的数据结构 7.2.3 Ext2文件
系统 7.3 实验模拟实现一个Linux文件系统 7.3.1 实验说明 7.3.2 解决方案 7.3.3 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7.3.4 程
序框架 第8章 时钟与定时器 8.1 实验目的 8.2 背景知识 8.2.1 定时器机制的概念 8.2.2 时间维护 8.2.3 定时
器 8.3 实验内容 8.3.1 实验1统计进程时间 8.3.2 实验2通过alarm（ ）实现sleep（ ）函数功能 8.3.3 实验3基
于单定时器实现任意数目的逻辑定时器 第9章 网络通信编程 9.1 实验目的 9.2 背景知识 9.2.1 网间进程通
信概念 9.2.2 网间进程通信协议 9.2.3 套接字编程 9.3 实验内容 9.3.1 实验1 UDP通信 9.3.2 实验2 基于TCP
的客户/服务器程序 第10章 事件驱动编程 10.1 实验目的 10.2 背景知识 10.2.1 视频游戏的概念 10.2.2
curses库的历史 10.2.3 使用curses库 10.3 实验内容 10.3.1 实验1 利用curses库实现弹球游戏 10.3.2 实验2 利
用多线程实现弹球游戏 第11章 综合实验：一个小型远程访问FTP服务系统 11.1 实验目的 11.2 背景知识
11.2.1 客户/服务器计算模型 11.2.2 中间件 11.2.3 FTP技术简介 11.3 综合实验功能设计 11.4 综合实验解决
方案 11.4.1 服务器端接收客户请求的套接字结构 11.4.2 客户端发送套接字连接请求的核心代码 11.4.3 与
线程处理相关的核心函数 11.4.4 接收客户请求与实现客户会话的线程 11.4.5 文件管理 11.4.6 套接字通信
11.5 综合实验程序框架 11.5.1 客户端代码框架 11.5.2 服务端代码框架 第12章 内核模块 12.1 实验目的
12.2 背景知识 12.2.1 内核模块概述 12.2.2 内核模块编程 12.2.3 内核模块机制的实现 12.3 实验内容 第13章
中断与系统调用 13.1 实验目的 13.2 背景知识 13.2.1 中断机制 13.2.2 系统调用的概念 13.2.3 系统调用的执
行流程 13.2.4 新系统调用机制sysenter/sysexit 13.3 实验内容 第14章 同步机制 14.1 实验目的 14.2 背景知识
14.2.1 进程同步和同步机制 14.2.2 Linux内核的并发性和同步机制 14.3 实验内容 第15章 进程调度 15.1 实
验目的 15.2 背景知识 15.2.1 调度策略和调度机制 15.2.2 Linux 2.4的调度算法及其不足 15.2.3 Linux 2.6调
度算法的设计与实现 15.3 实验内容 第16章 存储管理 16.1 实验目的 16.2 背景知识 16.2.1 x86的分段机制
16.2.2 物理存储管理 16.2.3 进程虚拟存储管理 16.2.4 slab分配器 16.3 实验内容 第17章 虚拟文件系统 17.1 
实验目的 17.2 背景知识 17.2.1 虚拟文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17.2.2 文件系统的安装和挂载 17.2.3 虚拟
文件系统的结构和通用文件模型 17.3 实验内容 第18章 proc文件系统 18.1 实验目的 18.2 背景知识 18.2.1
proc文件系统简介 18.2.2 proc文件系统数据结构 18.3 实验内容 18.3.1 实验1 向proc文件系统中添加可读
写文件 18.3.2 实验2 通过proc文件系统查看进程信息 第19章 设备驱动程序 19.1 实验目的 19.2 背景知识
19.2.1 基础知识 19.2.2 字符设备 19.2.3 块设备 19.2.4 磁盘I/O调度程序 19.3 实验内容 附录 附录A vi编辑器
附录B emacs编辑器 附录C Linux常用命令 附录D Linux函数 附录E 操作系统实验报告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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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2.4 虚存管理的原理和实现技术 6.2.4.1 虚拟存储器 在具有层次结构存储器的计算
机系统中，利用大容量辅存（磁盘）来扩充主存，采用由系统自动实现“部分装入”和“部分替换”
功能，能从逻辑上为用户提供一个比物理主存容量大得多的，可寻址的一种“主存储器”，称虚拟存
储器（virtual memory）或虚拟主存，简称虚存。虚存允许用户程序以逻辑地址寻址，而不必考虑物理
主存的大小，实际上虚存管理对用户隐蔽可用物理存储器的容量和操作细节，主存可看作是虚存的缓
冲区，这种将物理空间和辅存空间分开编址但又统一使用的技术，既为用户编程提供了极大方便，又
进一步提高了主存利用率和系统吞吐量。 6.2.4.2 虚存的基本概念 1.程序局部性原理 一个进程的程序和
数据的访问都有聚集成群的倾向。某存储单元被使用，其相邻存储单元很快也被使用，称空间局部性
（Spatial Locality），或者最近访问过的程序代码和数据，很快又被访问，称时间局部性（Temporal
Locality）。基于这个原理，在任何时刻，只有进程的几个片段在主存中，因此主存中可以装入更多进
程，甚至进程的程序总量比主存还要大；同样原理，也可预测在较短时间的将来会用到进程的哪些片
段或不再使用哪些片段，以便作出调度。 2.颠簸 颠簸是指CPU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调入调出进程的片段
上，而不是执行用户指令和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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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实践教学系列教材:Linux操作系统实验教程》内容丰富、覆盖面广，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可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操作系统教程（第4版）》教材配套使用，也可作为操作系统
课程的实验教材单独使用，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相关专业实验课用书，也可作为Linux应用和内
核编程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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