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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网络接口网络接口是区别于字符设备和块设备的第三大标准类设备，与前两种设备
不同，因为Unix世界里“一切皆是文件”的论述对于它来说并不适用。例如，块设备可以在系统文件
树的ldev目录下找到特定的文件入口标志，而网络设备则没有这种文件操作人口。Unix式的操作系统
访问网络接口的方法是给它们分配一个唯一的名字（比如eth0），而这个名字在文件系统中（比如刚
刚提到的/dev目录下）不存在对应的节点项。网络接口同时具有字符设备、块设备的部分特点，但是
都有不同。相比于字符设备，它的输入／输出是有结构的、成块的（报文、包、帧）。相比于块设备
，它的“块”又不是固定大小的，可以大到数百甚至数千字节，又可以小到几个字节。由于网络接口
并不是以文件的方式存在，这就导致应用程序、内核和网络驱动程序间的通信完全不同于字符设备和
块设备，内核提供了一套push等操作来完成数据包的转换与递送，而不是open，read和write等。6.1.3
Linux设备驱动移植步骤本节来介绍一下本章的重点-Linux设备驱动的移植。其实，Linux设备驱动的移
植就是将写好的驱动程序添加到相应的内核中去。这里说的相应的内核而不是所有的内核，其原因是
不同的内核它的目录树的结构是不同，即其中有些头文件的位置是不同的。甚至，其中的一些函数也
不相同。所以在移植驱动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驱动程序开发所参照的内核版本和所移植的版本要相
同。设备驱动程序移植有如下4个步骤：（1）准备内核源码准备要移植到的操作系统平台的源码，因
为无论将驱动程序编译成模块还是将驱动程序添加到内核中编译内核，都需要该平台的内核源码包。
（2）准备驱动程序源码该源码可以是自己写的驱动程序，也可以是别人写好的驱动程序，但前提是
该驱动和所要移植的内核版本符合。（3）编译驱动程序到内核编译驱动程序可以分为两种形式：①
将准备好的驱动程序代码放到内核相应的目录下，并通过修改Makefile和Kconfig文件将其添加到内核
目录树中，然后通过makemenuconfig配置该选项。②使用准备好的内核源码将驱动程序编译成内核模
块，将编译好的模块移植到相应的操作系统平台上，加载模块。（4）测试驱动程序编写简单的测试
程序，测试所添加的驱动程序，查看其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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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书啊，太浅了，太薄了
2、买了天嵌2440的板子，有些地方没整太明白，有这本书作参考，就好多了！
3、作为基础知识学习班一下
4、大而全，但是不详细，只能当作参考书
5、第一次在当当上买书，很快！
6、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讲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基于TQ2440平台来说的，这对于购买了TQ2440的朋友
们来说是有很多帮助的···不过书中还是有些东西讲的太浅了，不详细！
7、还没怎么看，粗看有点简略
8、挺不错的一本书，对于嵌入式系统移植讲得很详细
9、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10、不是特别详细，就是过了一遍
11、很实例化的一本书，再弄个开发部学习学习就不错了
12、书中错误较多，实战开发漏洞较多
13、挺适合TQ2440开发板的
14、当当服务好，但是就书本身来说，不是很好，目前看到移植u-oot的过程中确实没有成功。不管是
否与我个人能力有多大关系，但是对初学者来说，不能说是一本绝对的好书。
15、与时俱进的书，新鲜的东西都有了，又是linux又是android的，不过说的都不深，而且通用性不强
，只针对三星芯片组织，对于初学者来说不太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16、非常详细，非常好的一本嵌入式系统移植入门级别的书。
17、今天拿到书，同事说不错，我还没看。
18、细节的不多，都是了解性的东西
19、对买了Q2440的人来说还可以，不过书本讲解有点浅，适合入门者
20、书不错，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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