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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观点来看，操作系统的管理对象是计算机系统的资源，

操作系统则是管理系统资源的程序集合。 (1).试问操作系统

所管理的资源有哪些？（4分) (2).操作系统从哪几个方面对资

源进行管理？主要完成什么工作？（12分） (3).以存储管理中

的段式存储管理为例，请叙述操作系统对内存的具体管理方

案（包括功能、数据结构和算法）。（14分) 答案: (1).操作系

统所管理的资源分为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硬件资源包括

：CPU、内存、各种外部设备，软件资源主要是信息（程序

和数据）。（4分） (2).操作系统在共享的前题下，以资源分

配、使用和回收为出发点，考虑操作系统各部分程序的功能

和算法，解决并发环境中的资源管理问题。 虽然操作系统所

管理的各类资源的性质各不相同，但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

资源管理的策略又都具有类似之处。因此，每种资源管理模

块都要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记住资源的使用状态，即

记住哪些资源处于空闲，哪些资源已被使用和被谁使用等； 

②确定资源的分配策略，即根据各类资源的不同特点确定一

组原则，以决定如何进行资源的分配和调度； ③执行资源的

分配，即根据用户的要求和资源分配策略，具体执行资源的

分配工作； ④回收资源，即当某些用户作业已不再需要某种

资源时，系统及时地回收资源，以便重新分配给其它的作业

使用。 (答出一项给3分。) (3).首先从内存划分、程序逻辑地

址划分、内存分配几方面考虑段式存储管理方案的工作原理



： ①内存划分：内存空间被动态地划分为若干个长度不相同

的区域，每个区域称作一个物理段、每个物理段在内存中有

一个起始地址，称作段首址。将物理段中的所有单元从0开始

依次编址，称为段内地址。（2分） ②逻辑地址空间划分：

用户程序按逻辑上有完整意义的段来划分。称为逻辑段。例

如主程序、子程序、数据等都可各成一段，每段对应于一个

过程，一个程序模块或一个数据集合。将一个用户程序的所

有逻辑段从0开始编号，称为段号。将一个逻辑段中的所有单

元从0开始编址，称为段内地址。(2分) 用户程序的逻辑地址

由段号和段内地址两部分组成：段号，段内地址 ③内存分配

：系统以段为单位进行内存分配，为每一个逻辑段分配一个

连续的内存区 (物理段)。逻辑上连续的段在内存不一定连续

存放。（2分) 然后，从实现方法上考虑： ④建立段表（2分

） 系统为每个用户程序建立一张段表，用于记录用户程序的

逻辑段与内存物理段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逻辑段号，物理

段首地址和物理段长度三项内容。用户程序有多少逻辑段，

该段表里就登记多少行，且按逻辑段的顺序排列。段表存放

在内存系统区里。 ⑤建立空闲区表（6分） 系统中设立一张

内存空闲区表，记录内存中空闲区域情况，用于为段分配和

回收内存。系统在寻找空闲区时可采用以下三种分配算法。 

①首先适应算法 根据申请，在空闲区表中选取第一个满足申

请长度的空闲区。此算法简单，可以快速做出分配决定。 ②

最佳适应算法 根据申请，在空闲区表中选择能满足申请长度

的最小空闲区。此算法最节约空间，因为 它尽量不分割大的

空闲区。其缺点是可能会形成很多很小的空闲区域，称作碎

片。 ③最坏适应算法 根据申请，在空闲区表中选择能满足申



请要求的最大的空闲区。该算法的出发点是：在大空头区中

装人信息后，分割剩下的空闲区相对也大，还能用于装入新

的信息。该算法的优点是可以避免形成碎片；缺点是分割大

的空闲区后，再遇到较大的申请时，无法满足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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