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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学习OS的时候，会接触CPU，例如x86. 其实x86不太适合做CPU教
材例子。IA32为了支持许多历史设计含有了许多老东西，例如段地址等。
现代CPU，包括Intel，都已经是采用Flat Memory结构。学生们没有必要去
知道和理解之前的技术。应该直接一步到位。 



 



 



 



 



 



 
[注释:] 中断／异常处理是掌握一个CPU重要的部分。不同的CPU实现都有
细微的区别，但本质都类似。 保护现场，处理中断／异常，根据情况决定
是恢复现场执行，还是reboot CPU。 



 



 



 



 



 



 
[注释:] 信号在Unix中比较绕，是异步的通知，进程之间通过互相发kill
（）。也可以是kernel发给一个进程。有的signal不能被捕获，进程必须消
亡；有的可以自己接管，接着运行。看是否有signal的时机需要很清楚：异
步方式：在系统调用，中断返回的时候。 



 
[注释:] 如图所示， 操作系统从中断，异常，或者系统调用进来，要结束的
时候，都存在一个检查点（checkpoint），看看是否需要调度，是否需要处
理软中断（signal）。 



 



 



 



 





 
[注释:] 中断处理程序要求的是快速。因此Linux里有一套完整的Bottom Half
的机制来做优化，把不存在重入危险的，不是那么急需立刻需要处理的，
可以通过Bottom Half的一些手段，来“延迟”执行。从而使得整体系统并发
度提高。早期BH，TaskQueue机制都已经不用了。 



 



 



 



 



 



 
[注释:] 在学习2.2中断技术方面，可以不要太陷入Linux独有的中断技术细节
中。大概了解一些概念就可以了。把握两个重要的概念：中断上下文；进
程上下文。中断处理程序需要快，然后迅速开中断，防止系统堵塞。这是
Linux各种各样的Bottom Half机制的由来。 



 



 



 



 



 



 
[注释:] 传统Unix的内核是非剥夺式的调度（non preemptive），目的是简单
从而保证内核数据结构一致性（内核是各个进程共享的地址空间）。现代
OS，如2.6之后的Linux，可以支持内核preemptive schedule了。目标是支
持高并发系统。 



 



 



 



 



 



 



 



 
[注释:] 为什么需要线程（thread）来支持并发？都用进程不就可以了嘛？ 
因为属于同一个进程的多个线程是共享全局变量的，共享内存的，可以合
作来完成一个任务。而如果拆分为多个进程，通常就需要IPC通信才能完成
这样的任务。这就是线程的好处。 



 



 



 



 



 



 



 



 
[注释:]1. 调度算法学习中要注意“死锁”（deadlock）与”饿死“（Starving）
的区别。2. Hard Realtime不一定调度快是指调度系统保证不错过Deadline
；Soft RT不一定慢是指调度系统保证错过Deadline。 3. 有兴趣的同学看看
NASA的Mars Lander的优先级翻转的事故。 



 



 



 



 



 



 



 



 
[注释:] Linux 2.6的调度是一个分水岭：支持Kernel内部可剥夺。支持SMP
下O（1）算法。忘却具体技术细节，把握：1. 只要数据结构不存在非一致
性，就可以开中断和支持被剥夺调度。否则通过锁来保护。2. 多个Queue
一定好于一个Queue。每个处理器有一个任务队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