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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

内容概要

对于嵌入式工程师来说，进入更高阶段后，学习Linux设备驱动开发无疑就是职业生涯的一次“重生”
。这是因为Linux设备驱动开发不仅仅涉及操作系统的转换，开发方式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思维上的转
变。对于Linux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如何从复杂的代码中抓住设备驱动开发的关键是任何一个Linux设
备驱动开发者入门时需要面对的挑战。除了知识、工具之外，往往还需要思路上的指导。本书不但帮
助Linux设备驱动开发的初学者厘清必要的概念，还从具体的实例、设备驱动开发的指导原则循序渐进
地引导读者渐入学习佳境。为了让读者能够达到Linux设备驱动开发的至臻境界，作者更是从软件工程
的角度抽象出设备驱动开发的一般思想。毫无疑问，本书将成为读者学习Linux设备驱动开发过程中的
一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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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道, 不解惑. 看了一点, 不喜欢.
2、前言写得最好，适合新人看，没什么深度。
3、开头讲的详细有条理。后面复杂的部分讲的就不详细了，而且比较乱。
4、同事新买的书，拿过来翻了一下。技术书为了追求大而全难免会有瑕疵，这本书也不例外。可以
很明显的看出作者并不知道什么是并发，我甚至怀疑作者并没有写过并行代码。自己没有研究过的，
就不要去乱写，这是一个技术人员最基本的自我修养。整体而言这本书尚可，挺实用，可以作为入门
，但不适合深入学习。
5、不错的书籍，可惜出得晚了，要是两年前有这种书籍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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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Linux设备驱动开发详解》的笔记-第261页

        $cat /proc/buddyinfo // 分别列出连续1,2,4,8,16,32,etc个页空闲的内存有几个.
代码清单 11.2 用户空间内存申请以及 mallopt. 这一段代码在本书附带虚拟机镜像
的`/develop/training/preempt-rt/mallopt.c`中.

搜了半天. 麻烦编辑把代码对应的路径也列出来, 不然找得累, 还以为没有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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