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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内容概要

《操作系统》结合WindowsXP和Linux实例，全面系统地介绍操作系统的原理和实现技术。全书共9章
，第1~6章介绍操作系统的概念、功能、基本特征，以及处理器管理、存储器管理、设备管理、文件
管理、死锁等操作系统的基本内容；第7章介绍多处理器、网络及分布式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第8章
介绍操作系统的安全性；第9章为实验指导。全书从教学实际出发，章节安排上尽量满足读者的阅读
习惯，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突出基础，注重应用。
《操作系统》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本科专业的操作系统课程教材，也可作为计算机应用开发人员
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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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破坏“请求和保持”条件要破坏“请求和保持”条件，可以采用资源预分配策略，
即要求每个进程在执行之前必须一次性申请它运行所需要的全部资源；此时，只要系统具有足够的资
源，就分配该进程所需的全部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是，进程执行过程中不会再申请资源，从而使请求
条件不成立；但只要系统有一种资源不能满足进程要求，即使其他资源空闲，也一个资源都不分配给
该进程，而让它等待；由于进程等待时没有占用任何资源，所以保持条件也不成立。这种方法的优点
是安全、简单、容易实现。缺点是：①系统资源严重浪费，这是因为尽管进程一次性获得了需要的全
部资源，但可能这些资源的使用时间很少，在不使用的那段时间内，这些资源被浪费掉了；②由于进
程只有获得了全部资源后才能运行，因而可能导致一些进程长时间得不到运行。2.破坏“不剥夺”条
件要破坏“不剥夺”条件，可以采用以下资源分配策略：进程执行过程中，根据需要逐个提出资源请
求，当一个已经占有了某些资源的进程，又提出新的资源请求而暂时得不到满足时，它必须释放原来
已获得的全部资源，进入等待状态，待以后需要时再重新申请。由于进程在等待时已释放了它占有的
全部资源，于是可以认为该进程占有的资源被剥夺了，从而破坏了不剥夺条件。这种预防死锁方法实
现起来比较复杂，且代价太大。这是因为一个资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强行剥夺，有可能造成前段时
间的工作失效，即使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也有可能前后两次的执行结果不连续。例如，某进程在利用
打印机输出了一些信息后，因申请其他资源未成功而放弃了打印机，该打印机随后被分配给其他进程
输出，当该进程重新获得打印机输出时，前后两次的打印结果不会连续。此外，进程反复申请和释放
资源，还会使进程推进缓慢，甚至可能导致进程执行被无限期推迟，这不但延长了系统的周转时间，
而且增加了系统开销，降低了系统性能。3.破坏“循环等待”条件要破坏“循环等待”条件，可以采
用资源有序分配策略，即将系统中的资源按照大多数进程使用资源的顺序进行编号，例如，将输入机
、磁带机、打印机、磁盘分别编号为1、2、3、4，每个进程只能严格按照编号递增的顺序申请资源。
若采用这种分配策略，进程在获得某个资源后，下一次只能申请较高编号的资源，不能再申请低编号
资源，于是，任何时候，在申请资源的诸进程中，总有一个进程占据了具有较高编号的资源，它继续
申请的资源必然是空闲的，以至于在对应的资源分配图上，不可能形成进程一资源循环等待环路，从
而破坏了循环等待条件。这种预防死锁策略与前两种策略相比，系统的资源利用率和吞吐量有明显改
善。但也存在以下不足：①进程实际使用资源的顺序不一定与编号的顺序一致，本分配策略会造成资
源浪费；②资源的编号必须相对稳定，当系统新增设备后，处理起来比较麻烦；③这种严格的资源分
配顺序使用户编程的自主性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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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操作系统》是21世纪重点大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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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是我想要的，但是书本身确实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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