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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全程解析》

内容概要

《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全程解析》是一本全面介绍嵌入式Linux开发的专著，书中涵盖了程序生成工
具、调试工具、引导加载器、Linux系统结构、Linux内核、驱动程序、用户空间编程、用户空间中间
件等方面的内容。《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全程解析》内容前后照应、贴近实践，且有较强的延伸型，
有利于读者建立嵌入式Linux开发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和技术理念。
《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全程解析》不仅适用于嵌入式Linux的工程师增强能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
技术人员了解嵌入式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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