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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软件《百宝箱》 3.3作业管理 考点14操作系统与用户之间的

接口 操作系统向用户提供了两类接口：一类是程序级接口，

另一类是作业级接口。 1.程序级接口 程序级接口是由一组系

统调用命令组成的。系统调用命令可以看成是机器指令的扩

充，用户通过在程序中使用这些系统调用命令来请求操作系

统提供服务。 2.作业级接口 作业级接日是为用户在作业一级

请求操作系统为其服务而设置的，用户可通过这类接口组织

控制作业的工作流程。作业级接1-1可分为联机接口和脱机接

口两类。 考点15作业管理 作业就是用户在一次事务处理过程

中，要求计算机系统所做工作的总称。一个作业分为几个步

骤，每个步骤称为作业步。在批处理系统中将作业安排在输

人设备上，然后依次读人系统进行处理，从而形成了 作业流

作业管理分为作业调度和作业控制两部分。 1.作业调度 作业

调度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各种调度算法，从后备作业队列中

挑选一批合理搭配的作业。进人运行状态，同时，为选中的

作业分配内存和外部设备等资源，为其建立有关的进程，当

作业执行结束进人完成状态时，做好释放资源等善后处理工

作。 (1)作业的状态：一个作业进入系统到运行结束，要经

过4种状态的变迁，即提交状态、后备状态、执行状态和完成

状态 (2)作业调度算法：常用的作业调度算法有以下几种 先来

光服务算法 短作业优先算法 最高响应比作业优先算法 优光数

算法 2.作业控制 作业控制是指用户或系统操作员对作业运行



的全过程控制。作业控制可以分为联机作业控制和脱机作业

控制两种方式。 3.4存储管理 考点16基本概念 1.存储器 存储器

是计算机系统中的重要资源，必须重点管理的资源。存储器

可分为3类：主存储器、外存储器和高速缓存 2.存储管理的主

要目的和功能 (1)内存空间的分配和回收。操作系统为每个进

程分配一定的内存空间，进程结束时要收回内存空间。 (2)内

存空间的共享。内存共享是指两个或多个进程共用内存中相

同的区域，其目的是节省内存空间，实现进程间通信，提高

内存空间的利用效率。存储共享的内容可以是程序的代码，

也可以是数据。 (3)存储保护。在多道程序并发运行的环境下

，内存中系统程序和数据段可供不同的用户进程共享。为了

保护存储区内各类程序和信息不被破坏和干扰，保证系统正

常运行，需要对内存中的程序和数据段采取保护措施。内存

保护一般有防止地址越界和防止操作越权两种方式。 (4)地址

映射。地址映射又称为地址的重定位。地址有物理地址和逻

辑地址(又称相对地址)两个概念。 程序被调入主存时，首先

要将程序的逻辑地址变换为物理地址，包括相应地调整程序

中有关地址的指令，这个过程称为地址重定位。重定位的方

法有两种：静态地址重定位和动态地址重定位 (5)内存扩充。

系统中内存容量是有限的，操作系统为了满足用户的作业对

内存空间的需要，以某种方式将内、外存联合起来，向用户

提供一个虚拟存储器，其容量比实际内存要大得多。 3.碎片

管理 碎片是指内存中出现的一些零散的小空闲区域＿解决碎

片的方法是紧凑(拼接)技术. 考点17分区存储管理 分区式存储

管理是满足多道程序运行的一种存储管理技术，其基本思想

是将内存划分为若十连续区域，称为分区，每个分区装入一



个运行作业。按分区的方式，又可分为同定分区和可变分区

。 1.固定介区 固定分区是指在处理作业前将内存划分为若十

个固定大小的存储区，每个分区装人一个作业，到该作业完

成后收回该区。固定分区会浪费一些存储空间。 2.可变介区 

可变分区是指在作业装人内存时进行分区，分区的大小正好

与作业要求的存储空间相等，分区的个数与大小都是不确定

的。这种分区方式的缺点就是会引起碎片的产生。 系统利用

空闲区表来管理内存中的空闲分区，常用的分配策略有：最

先适应算法、最佳适应算法和最坏适应算法。系统为正在运

行的进程提供一对硬件寄存器，可采用两种方式： (1)基址寄

存器和限长寄存器。 (2)上界寄存器和下界寄存器。 考点18页

式存储管理 1.基本概念 (1)内存分配。页式存储管理把内存空

间分为相同大小的存储区称为“块”，用户的作业地址空间

也分成与“块”同样大小的若干个片段，称之为“页”。页

和块从零开始按顺序编号，分别称为“页号”和“块号”。 

分配内存时，每一个页对应一个块，这些块在物理上可以是

连续的，也可以是不连续的； (2)页表。在内存中的固定区域

，系统为每个作业建立了一个页面映像表，简称“页表”。

页表的作用是实现从页号到物理块号的地址映射，页表中有

页号、块号和状态。页表状态是表示该页是否已经调人内存

，1为已经调入，0为尚未调入。 (3)快表。快表是存放在一个

具有并行查询能力的特殊高速缓存中的活动页。 (4)页面大小

。页面大小直接影响到地址转换和页式存储管理的性能，一

般取2的整数次幂。页面太大则与分区存储相差不大，页面太

小则会增加系统的开销。 2.含实现方法 系统为用户程序建立

一张页表，用于记录用户程序逻辑负面与内存物理页面之间



的对应关系。并且设立一张内存空闲页面表，来记录内存物

理页面情况，用于内存分配和回收。为了实现页式存储，要

有一对硬件寄存器，即页表始址寄存器和页表长度寄存器。 

考点19段式存储管理 1.基本原理 (1)内存划分在段式管理中，

作业的地址空间分成若干段，每段都是一个连续的地址空间

，每个段中有一个起始地址即段首址段中所有单元从零开始

依次编址，得到段内地址。 (2)逻辑地址用户程序按逻辑上有

完整意义的段来划分的存储空间称为逻辑段。用户程序的逻

辑地址由段号和段内地址两部分组成。 (3)内存分配系统为每

个逻辑段分配一个连续的内存区域，但逻辑上连续的段在内

存中不一定连续存放 2.实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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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段表包括逻辑段号、物理段首址和物理段长度

。同时系统还产生一张内存空闲区表，记录内存中空闲区域

情况，便于分配和回收内存实现段式存储的硬件是需要段表

始址寄存器和段表长度寄存器。 3.段的保护 为保证段的共享

并使程序顺利运行，一般对段采取的保护措施有：利用段表

及段长来保护段，防止程序运行时地址越界；存取权限保护

；存储保护键保护。 考点20段页式存储管理 1.基本思想 用页

式存储管理方法来分配和管理内存，用段式方法对用户程序

按照其内存的逻辑关系分成若干段，每一段划分成若干个大

小相等的页面． 2.实现方法 (1)系统为用户建立一张段表来记

录页表始址和页表长度。 (2)建立一张页表来记录该段中的逻

辑页号与物理页号之间的对应关系。 (3)建立张内存空闲页面

表来记录内存空闲页面。 (4)硬件支持 (5)地址映射过程 考

点21虚拟存储管理 虚拟存储得以实现是由程序的局部性原理



来决定的。程序的局部性原理包括时间局部性和空间局部性

。虚拟存储管理技术是指在一个进程运行时，进程的程序不

是一次全部装入内存，而是可多次分别装入，暂时不用的部

分可退出内存，将需要用到的部分装人。 系统分配给每个程

序的页面数是有限的，若缺页而内存中又无空白区时，就要

对内存中的页面及时更换，称为“页面淘汰”。若页面淘汰

处理不当，则会出现被淘汰的页面又需要访问而再次调人的

现象，出现反反复复的频繁调度，降低系统的效率。常用的

页面淘汰算法有：先进先出法(F1FO)、最近最久未使用淘汰

算法(1RU)、最佳淘汰算法(OPT)及最近最少使用淘汰算

法(1FU)。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