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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操作系统基础》

内容概要

《Linux操作系统基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Linux操作系统管理的基础知识，内容涉及系统安装、Shell命
令、文件系统管理、磁盘管理、进程和日志管理、编辑工具、启动管理器等。全书内容丰富，结构严
谨，层次清晰，语言生动，论述精准而深刻，实例丰富而实用。
《Linux操作系统基础》不仅适合作为计算机职业培训的首选教材，也适合普通高校学生作为教材使用
，更是Linux初学者和开发者的首选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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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 操作系统简介　　在了解Linux之前，首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操作系统。我们知道计算机
就是一堆硬件设备的组合，那么谁才能合理地指挥这些硬件设备协调工作呢？靠用户直接操作硬件设
备肯定不行，因为不是每个用户都是技术行家。这个时候操作系统就出现了，操作系统是大量软件的
集合，这些软件可以指挥和协调计算机硬件设备完成用户要求的工作。换句话说操作系统就是用户看
到的计算机，操作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计算机，这样用户在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就免了直接
操作硬件设备，只要使用操作系统所提供的功能就能完成自己所需要的任务了。　　总的来讲，操作
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系统中的硬件资源和文件系统的有效管理，以提高系统资源的利用率。在硬件
资源中主要有处理器、存储器和外部设备。因此操作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处理器管理、存储管理、设
备管理和信息管理。　　在多任务或者多用户环境下，要协调多个作业同时运行，就需要解决处理机
的管理问题。在多任务环境下，处理机的分配和运行是以进程为基本单位的，因此处理机的管理也就
是对进程的管理。进程管理主要包括进程控制、进程同步、进程通信和进程调度。　　存储管理的任
务是为多任务环境提供良好的环境，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同时方便用户使用存储器。内存管理主要包
括内存分配、内存保护、地址映射、内存扩展。　　在计算机中，除了CPU和内存之外其余几乎都是
外部设备，这些外部设备的种类多，物理特性差别大。因此操作系统对硬件设备的管理相对来讲比较
复杂，硬件设备的管理包括缓冲管理、设备分配、设备处理、设备独立性和虚拟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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