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 根底学问总结

●什么是操作系统？它有什么根本特征？〔哈工大2000试题〕

【解答】

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的一个系统软件。它是一些程序模块的

集合，这些程序模块管理和限制计算机中的硬件和软件资源，合理地组织计算机

工作流程，以便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源为用户供应一个功能强、运用便利的工作环

境，从而在用户及计算机之间起到接口的作用。

操作系统的根本特征是并行性、共享性、不确定性。

●推断：操作系统程序都是在核心态下才能运行。〔大连理工高校2000试题

〕

【分析】

操作系统是一组限制和管理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资源、合理地对各类作业进展

调度以及便利用户的程序的集合。操作系统供应的效劳，一部分必需在核心态下

才能运行，如进程调度、书目效劳等。还有一些功能，如下的外部嘱咐，则可以

由用户调用，运行在用户态下。

【解答】

错误。

●批处理系统的主要缺点是：〔清华高校1996试题〕

A．利用率低。 B．不能并发执行。

C．缺少交互性。 　　D．以上都不是。

【解答】

选择C。

●填空：多道运行的特征之一是宏观上并行，它的含义是〔 
〕。〔华中科技高校2000试题〕

【分析】

多道运行的特征是多道性、宏观上并行、微观上串行。多道性是指计算机主

存中同时存放几道互相独立的程序。宏观上并行是指同时进入系统的几道程序都

处于运行过程中，即它们先后开始了各自的运行，但都未运行完毕。微观上串行

是指主存中的多道程序轮番或分时地占有处理机交替执行。

【解答】



并发程序都已经开始执行，但都未完毕。

●推断：在分时系统中，响应时间≈时间片×用户数，因此为改善响应时间，

常用的原则是使时间片越小越好。〔东南高校1996试题〕

【分析】

时间片越小，进程切换所用的开销就相对越大。因此时间片不是越小越好，

一般运用户键入的常用嘱咐能在一个时间片内处理完毕即可。

【解答】

错误。

●实时系统应具备的两个根本特性是〔 〕和〔 
〕。〔北京理工高校2000试题〕

【分析】

实时系统是顺应实时限制和实时信息处理的需要而产生的。所谓"实时"是表

示"刚好"、"即时"，而实时系统是指系统能刚好〔或即时〕响应外部事务的恳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该事务的处理，并限制全部实时任务协调一样地运行。

实时系统的应用领域确定了它的特性是：①具有实时时钟管理功能；②能进展

过载疼惜；③高牢靠性。

【解答】

刚好性高牢靠性

●实时信息处理是实时应用的一种，例如〔 〕和〔 
〕都是实时信息处理的例子。〔华中科技高校2000试题〕

【解答】

飞机订票系统、图书资料查询系统

●现代操作系统的根本功能是管理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资源，这些管理

工作分为A管理、B管理、C管理、D管理、E和通信事务管理。〔东南高校2000
试题〕

【解答】

A．处理机 B．存储器管理 C．设备 D．文件 E．作业

【扩展】

选择：操作系统的〔 〕管理部分负责对进程调度。

A．主存储器　B．限制器　C．运算器　

D．处理机这里要防止把处理机与系统构造中所说的处理机的组成混淆起来。选

择D。



●为了支持多道程序运行，存储管理必需要实现的主要功能有〔 〕、〔



 〕和主存扩大。〔华中科技高校1997试题〕

【分析】

在多道程序运行环境下，程序员无法预知存储管理模块将把他们的程序支配

到主存的什么地方，而且程序员也渴望摆脱存储地址、存储空间大小等微小环节

问题。因此存储管理模块应当供应地址重定位实力。另外，由于主存中可同时存

放多道程序，为了防止程序间互相干扰，存储管理模块必需供应存储疼惜手段。

【解答】

存储无关性、存储疼惜

●选择：衡量整个计算机性能指标的参数有：〔北京理工高校1999试题〕

A．用户接口。　　B．资源利用率。　　C．作业步的多少。　　

D．吞吐量。　E．周转时间。

【分析】

操作系统的性能与计算机系统工作的优劣有着亲密的联络。评价操作系统的

性能指标一般有：

系统的牢靠性；系统的吞吐率〔量〕，是指系统在单位时间内所处理的信息

量，以每小时或每天所处理的各类作业的数量来度量；系统响应时间，是指用户

从提交作业到得到计算结果这段时间，又称周转时间；系统资源利用率，指系统

中各个部件、各种设备的运用程度。它用在给定时间内，某一设备实际运用时间

所占的比例来度量；可移植性。

【解答】选择B、D、E。

【扩展】

推断：资源的利用率高和系统的工作效率高是一回事〔〕。〔东南高校试题

〕

解答：系统的工作效率，也就是吞吐率。从上述分析可知，此题应判错误。 

●推断：数据库管理程序需要调用操作系统程序，操作系统程序的实现也需

要数据库系统的支持。〔〕〔大连理工高校2000试题〕

【分析】

从操作系统虚拟机的构造来看，最核心层是裸机，紧挨着的一层是操作系统

，这一层把应用程序和裸机隔分开来，使得应用程序看起来好像运行在一个虚拟

机器上。题中说法没有正确反映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的关系。

【解答】

错误。



●简答：操作系统有哪几种构造设计方法？简述其中之一的特点。〔武汉高

校



2000试题〕

【解答】

操作系统有无构造、层次构造和客户/效劳器模型等3种构造设计方法。

现今大多数操作系统承受的是层次构造。层次构造是构造设计方法的一种，

运用这种方法进展设计时，可以形成正确、构造清晰的软件系统，从而到达牢靠

、可适应、可移植的设计目的。在层次式构造下，操作系统的各模块应处于什么

位置、各模块之间的关系特别清晰。

●一个分层构造操作系统由裸机，用户，调度和P、V操作，文件管理，作业

管理，内存管理，设备管理，嘱咐管理等部分组成。试按层次构造的原则从内到

外将各部分重新排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探讨所1997试题〕

【解答】

按层次构造的原则从内到外依次为：裸机，调度和P、V操作，内存管理，作

业管理，设备管理，文件管理，嘱咐管理，用户。

●在计算机系统中，为什么要区分管态与目态？操作系统为什么能为用户程

序供应各种效劳？〔西安电子科技高校1999试题〕

【解答】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系统中最重要的系统软件，为了能正确地进展管理和限制

，其本身是不能被破坏的。因此，系统承受了区分处理机状态的方法，为操作系

统程序建立一个疼惜环境。这样，用户程序只能在管态下运行，只能执行非特权

指令，只能访问自己的存储区，从而疼惜了操作系统程序的正常运行。

操作系统虚拟机为用户供应了一个扶植解决问题的装置。操作系统为用户供

应两种类型的用户界面，其一是嘱咐接口，包括键盘嘱咐、作业限制语言、图形

化用户界面等；其二是系统调用，又称程序接口。通过这两种界面，操作系统把

它的全部操作嘱咐的集合呈现给用户〔或用户程序〕，从而实现了为用户效劳。

●推断：用户程序通常可以干脆访问系统缓冲区中的数据。〔 
〕〔大连理工高校2000试题〕

【分析】

由前面表达可知，用户程序工作在目态下，只能干脆访问自己的存储区，访

问系统缓冲区必需通过操作系统的效劳。

【解答】

错误。

●选择：你认为以下哪几种指令应当在核心状态下执行。〔〔上海交通高校1
999试题,10分〕



1．屏蔽全部中断；2．读时钟周期；3．设置时钟日期；4．变更存储映像图

；5．存取某地址单元的内容；6．停机。

【解答】

1、2、4、6必需在核心状态下执行。

●简答：试说明中断在进程限制中的推动作用。〔南开高校2000试题〕〔8
分〕

【解答】

中断是实现操作系统功能的根底，是构成多道程序运行环境的根本措施，是

进程限制中的推动力气。例如，外设完成中断或恳求运用外设的访管中断的出现

，将导致管理进程投入运行；申请或释放主存而发出的访管中断，将导致在主存

中创立一个进程而且开始运行；时钟中断或完成中断，可导致处理机调度工作的

执行；操作员从键盘发出终止执行的嘱咐，可以终止当前进程的运行。所以，中

断是进程运行的引导，是它们被激活的驱动源。

●选择：中断发生时，由硬件疼惜并更新程序指令计数器，而不是由软件完

成，主要是为了〔 〕〔华中科技高校1998试题〕

A．进步处理速度。 　　B．使中断程序易于编制。 C．节约内存。 
D．能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并能正确返回。

【分析】

一次中断过程分为中断进入〔由硬件负责〕和中断处理过程〔由软件负责〕

。在中断进入过程中，首先保存、值，然后从中断向量地址中得到、值放入存放

器。软件的中断处理过程是，先保存现场信息和参数传递，再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最终复原和退出中断。简要地说，一次中断，两次疼惜现场。分步疼惜现场的

缘由是，进入软件的中断处理后，、存放器里被填上了新内容，因此，、的疼惜

只能由硬件完成。

【解答】

答案是D。

【扩展】

中断响应的本质是什么？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断响应的本质是交换指令执行地址和处理器状态信息。

●填空：中断优先级是由硬件规定的，假设要调整中断的响应次序，可通过

。(北京高校1997试题)

【分析】

中断优先级是由硬件规定的，其次序是不能由软件更改的。要调整中断的响



应次序，只能通过中断屏蔽。



【解答】

中断屏蔽

●在答卷上用连线把下面左右两列词连起来形成最恰当的5对。〔东南高校20
00试题〕

左列：　　　　　　　　　　 右列：

〔1〕 　　　　　　　　〔1〕面对对象　　〔2〕　　　　　　　　　

〔2〕网络操作系统　　〔3〕 　　　　　　〔3〕微内核　　〔4〕 3.0　　　　　　　

〔4〕自由软件　　〔5〕2　　　　　　　　　〔5〕C语言

【分析】

的核心代码大部分是用C语言写的。 
是当然的网络操作系统。是的一种，详细讲是一套兼容于 V以及 
的操作系统，也是遵循标准的一个操作系统。于19914月由芬兰人  
在赫尔辛基高校独立开发，并由此创始了自由软件的先河。当日渐浩大困难而难

以驾驭时，人们提出了的概念，就是把去芜存菁，仅留下重要的部分，以此减低

的困难度。就是在〔卡耐基－梅隆〕高校诞生的一个〔微核心〕操作系统〔1980
〕。最普遍的版本是 2.5。它是很多商业如 1、的根底。 
3.0才是真正纯粹的完全化版本。

2承受32位抢先多任务体系构造，承受客户机－效劳器策略，在对等层环境

既是一个客户机又是一个效劳器。2可以同时运行 3.1、和2的应用软件。

2的图形用户界面称为 。它运用面对对象的标记和拖放界面〔在这一点上， 
也是〕。用户可以对工具和文件夹进展个人化以简化对重要信息的访问。

【解答】

连线见以下图：

●什么是进程限制块？试从进程管理、进程通信、中断处理、文件管理、存

储管理、设备管理的角度设计进程限制块应包含的工程。〔北京高校1999试题〕

【分析】

北京高校1990、1992、1995、1997都以名词说明的形式考察了这一学问点

。1999再次考察这一学问点，并进步了考试要求，即要求理解构造中各重量的含

义。



熟记我们在前面列出的进程限制原语的形式描绘有助于加深对这个题的理解

。

【解答】

进程限制块〔〕是为描绘进程的运动变更过程而承受的一个与进程相联络的

数据构造，用于记录系统管理进程所需的信息，描绘进程的瞬间特征。它是进程

的唯一实体，操作系统通过而感知进程的存在。

为了完成进程管理、进程通信、中断处理、文件管理、存储管理、设备管理

等各项任务，进程构造必需如下工程：

①进程的标识符：每个进程都必需有唯一的标识符，可以用字符或编号表示

。在创立一个进程时，由创立者给出进程的标识，唯一地标识进程，与其他进程

区分。

②进程当前运行状态：说明本进程目前处于何种状态〔运行、就绪、等待〕

，作为进程调度时支配处理机的主要根据。

③当前队列指针：登记了处于同一状态的下一个的地址，以此将处于同一状

态的全部进程链接起来。比方在一个就绪队列中，当前活动进程堵塞，则需要根

据当前队列指针调度下一个就绪进程进入运行。

④总链指针：将全部的进程链接起来，进程中的该项内容总是指向总链中的

下一个地址。这在有的场合是很便利的，比方当创立一个进程时，需要推断创立

者给出的标识符名是否唯一，此时沿总链往下查找就比较便利。

⑤程序开始地址：进程开始的地址。当一个进程被调度进入运行时，需要从

今处获得进程开始地址。

⑥现场疼惜区：通常疼惜的信息有工作存放器、指令计数器以及程序状态字

等，供进程调度时运用。当一个进程由运行转入其他状态时，需要把这些信息保

存起来。当一个进程投入运行时，又需要把这些内容写入相应的存放器。同时进

展中断处理也需要保存现场。

⑦通信信息 
：是指每个进程在运行过程中与别的进程进展通信时所记录的有关信息。

⑧家庭联络 
：有的系统允许一个进程创立自己的子进程，这样，会组成一个进程家庭。在中

必需指明本进程与家庭的联络，如它的子进程和父进程的标识符。

⑨占有资源清单，用于设备管理。

⑩进程优先级，在中断处理、进程调度过程中都需要比较进程之间的优先级

。

上述工程是一般构造应包含最根本内容。不同的操作系统所运用



的构造是不同的。在系统中，为完成存储管理、文件管理，还在构造中设有i
结点指针、主存地址、当前中断疼惜区内r0等内容。

●推断：进程是基于多道程序技术而提出来的。其最根本的特性是并发性和

动态性；进程的执行也即在各种根本状态之间屡次转换的过程。但只有处于就绪

、堵塞、执行这3种状态的进程位于内存。〔中科院软件所2000试题〕

【解答】

错误。①去掉并发性；②进程在新、死状态上只经过一次；③进程都在内

存中。

●一个单的操作系统共有n个进程，不考虑进程状态过渡的状况：〔北京高校

1995试题〕

①给出运行进程的个数。

②给出就绪进程的个数。

③给出等待进程的个数。

【分析】

单处理机在任一时刻只能处理一道程序，在不考虑状态过渡的状况下，任一

进程只有3种状态，即运行、就绪和等待。但此时该系统其他条件未知〔如资源

支配状况〕，故无法确定就绪进程和等待进程的数目。

【解答】

①1。

②不愿定。

③不愿定。

●填空：为了实现进程由等待状态转换成就绪状态的状态变更，操作系统应

供应原语。〔华中科技高校2001试题〕

【解答】

唤醒原语。

●什么是线程？试说明线程与进程的关系。〔南京高校2000试题〕

【解答】

在引入线程的中，线程是进程中的一个实体，是被系统调度和分派的根本单

位。

进程与线程既区分、又联络。进程是任务调度的单位，也是系统资源的支配

单位；而线程是进程中的一条执行途径，当系统支持多线程处理时，线程是任务

调度的单位，但不是系统资源的支配单位。每个进程至少有一个执行线程。



3.5同步、互斥与通信

●何谓临界区？下面给出的实现两个进程互斥的算法是平安的吗？为什么？

〔中国科学技术高校1998试题〕

  ;　　 [2];　　[0] = [1] = ;　　(i) i;{　　([1]);　　[i] = ;}　　(i) i;{　　[i] = ;}　　 
i: /* i = 0  i = 1 */　　...　　〔i〕; /*进入临界区*/　　〔i〕; /*分开临界区*/　　...

【解答】

一次仅允许一个进程运用的资源称为临界资源，在进程中对于临界资源访问

的程序段称为临界区。

从概念上讲，系统中各进程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它们可以按各自独立的速度

向前推动。但由于它们共享某些临界资源，而产生了临界区问题。对于具有临界

区问题的共行进程，它们之间必需互斥，以保证不会同时进入临界区。

这种算法是不平安的。因为，在进入临界区的操作( 
)不是一个原子操作，假设两个进程同时执行完其循环〔此前两个均为〕，则这两

个进程可以同时进入临界区。

●举例说明P、V操作为什么要求设计成原语〔即对同一信号量上的操作必需

互斥〕。〔北京高校1993试题〕

【分析】

这是一个概念题，要求考生对P、V操作有较深化的理解。

【解答】

P操作的流程如下所示。

 P(S)　　  ;　　S  1;　　 S < 0 　　(q)  ;　　(Q，q);　　 ;　　;　　;　　  ;

设信号量S的初值为1，当一个P操作执行完"S  
1"后，S的值为0，该P操作不应被堵塞。但假设P操作不是一个原语，也就是说

在一个P操作执行的过程中可以有另一个P操作同时在执行，假设第2个P操作在

第1个P操作执行推断语句" S<0"前也执行了" 1"操作，则这时的S值为-
1。这时第一个P操作将会被堵塞。这样的P操作不符合P操作的语义。

同样地，对于V操作，其流程为：

 V(S)　　  ;　　S  S + 1;　　 S <= 0 　　(Q，R);　　(R) ;　　(，R);　　() 
()+ 1;　　;　　 ;

设信号量S的初值为-1，当一个V操作执行完"S  S + 
1"后，S的值为0，该V操作应当唤醒一个被P操作堵塞的进程。但假设V操作不是

一个原语，也就是说在一个V操作执行的过程中可以有另一个V操作同时在执行。

假设第2个V操作在第1个V操作执行推断语句" S≤0"前也执行了"S  S + 
1"操作，则这时的S值为1。这时第1个V操作将不再去唤醒被堵塞



的进程。这样的V操作不符合V操作的语义。

同样地，当P操作的执行过程中插入了V操作，也会出现不符合原语语义的状

况。例如，在P操作执行完"S  1"后，S的值为-
1，经推断，该进程应当被堵塞。但假设在进展推断后堵塞进程前执行完另外一

个V操作，则该V操作并没有可以唤醒的被堵塞的进程。而当V操作执行完后接着

执行P操作时，该P操作仍将堵塞该进程，这一进程将不被唤醒。

对于V操作的执行过程中插入了P操作，也会出现不符合原语语义的状况。例

如，在V操作执行完"S  S + 
1"后，S的值为1，该进程无需唤醒其他进程。但假设在进展推断前执行了一个P
操作，则在后续操作中需要唤醒一个堵塞进程。

【扩展】

类似这一类有关概念的探讨，首先需要明确概念的定义，然后再进展探讨。

在探讨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应分类探讨。阐述要清晰。

●一个系统有多个进程〔＞5〕共同存在并同时工作，但只有5台磁带机。每

个进程最多可以申请一台磁带机工作。编制了以下程序来管理磁带机：〔北京高

校1993试题〕

申请：

 ( x: );　　 i: ;　　:  ;　　:  ;　　:  [0..4]  ; 　　　　  ;　　P(S);　　 ( = ) 　　  
> 0 　　  1;　　i  0;　　 (i<=4) 　　 [i] = 0 　　x  i;　　[i]  1;　　; 　　i  i + 1;　　
;　　  ;　　;　　;　　V(S);　　;释放：　　 (x: );　　 :  ;　　:  [0..4]  ;　　P(S);　　   
+ 1;　　[x]  0;　　V(S);　　;

说明：

表示该变量为多个进程共享。

S为信号量，初值为1。

其他变量初值为：

[i] = 0 〔0≤i≤4〕　　 = 5　　 =  　　问：

①上述程序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②改正它。

【分析】此题考察了临界资源的属性。临界资源可以为多个进程共享、访问

，必需是全部变量。

【解答】

程序的问题有：

〔1〕全部的共享变量应是全局变量，而非部分变量。



〔2〕也应互斥共享，但在题中并未实现这一点。

改后的程序如下：

　　  ;　　:  [0..4]  ;　　 ;　　S: ;

 ( );　　 i: ;　　P(S);　　 ;　　( = ) 　　  > 0 

　　   - 1;　　i = 0;　　(i <= 4) 　　x  i;　　[i]  1;　　;　　i  i + 1;　　;　　  
;　　;　　;　　V(S);　　;

　　 ();　　P(S);　　   + 1;　　[x]  0;　　V(S);　　;

●进程A和B利用公共缓冲池交换数据。设缓冲池有N个缓冲块，进程A每次生

成一个数据块存入一空缓冲区，进程B每次从缓冲池中取出一个满的缓冲块。试

用信号量及P、V操作实现进程A和B的同步。〔中山高校1996试题〕

【分析】

此题是标准的消费者－消费者问题。与上题相比，运用了多缓冲区，需要增

加一个信号量。另外，环形缓冲池和环形队列管理也是考点之一。

【解答】

 ，，:1，n，0;　　 : [01]  ;　　，   0，0;　　:　　A: 　　L1:　　…　　 a  
;　　…　　P();　　P();　　[]  ;　　 : = ( + 1)  n　　V();　　V();　　 L1;　　;　　
B: 　　L2:　　P();　　P();　　  [];　　 : = ( + 1)  n　　V();　　V();　　 L2;　　
;

 L2; ;

【扩展】

此题应留意以下几点：

〔1〕在全部的程序中P()和V()应成对出现。

〔2〕对资源信号量和的P、V操作也必需成对出现，但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程

序中，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互斥共享。

〔3〕在每个程序中的P操作依次不能颠倒，应先执行对资源信号量的操作，

再执行对互斥信号量的操作，否则可能引起进程死锁。

●设有一个具有N个信息元素的环形缓冲区，A进程依次地把信息写入缓冲区

，B进程依次地从缓冲区读出信息。答复以下问题：〔中国科学院软件探讨所199
6试题〕

①表达A、B两进程的互相制约关系；②判别以下用P、V操作表示的同步算

法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试说明理由，并修改成正确算法。

 :  01  T;　　，: 01 S1，S2: ;　　S1  0; S2      0;　　 A:消费数据m;　　

P(S2);　　()  m;　　  ( + 1)  N;　　V(S1);　　;　　 B:　　V(S2);　　m  ();　　
消费m;　　  ( + 1)  N;　　P(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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