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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性能和选择是大多数嵌入式系统开发都要面临的问题
.

比较 3种开源嵌入式操作系统嵌入式 L i un :
、

QNX和 Ce o s
,

分析 3种开源操作系

统的主要性能
,

并根据分析结果指出各自的适用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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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三种开月E O S介门

(一 ) 嵌入式 L inu
x

.

L i nu
x 是一个类似于 un i : 的操作系统

,

它 己经是

最为流行的一款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
。

嵌入式L i nu x 由于其源代码公开
,

人们可以任愈修改来满足自己的应用
.

像大多数自由软件一样
,

L i nu x
遵从

GP L
,

因此使用它无须为每例应用交纳许可证费
。

L i nu
: 下的应用软件大量

可用
,

其中大部分都遵从GLP
,

是开放源代码和免费的
。

稳定是 L i nu
x
本身

具备的一个很大优点
.

内核精悍
,

运行所需资源少
,

支持的硬件数量庞大

等都是L i nu
x
所具备的

.

(二 ) 喇沉 0S
。

QNX 0 5是由OXN 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开发的一套实时操

作系统
,

它是一个实时的
、

可扩展的操作系统
,

部分遵循了 P o s lx (

po r t a b l e
饰

e r a t i n g S y s t e o I n t e r f a e e o f u n i x
) 相关标准

,

可以提供一

个很小的徽内核及一些可选择的配合进程
。

其内核仅提供4种服务
:

进程调

度
、

进程间通信
、

底层 网络通信和中断处理
。

(三 )
e
oo

s
。

e C o s (胭b e d d e d Con f i gu r a b l e o p e r a t i n g s y s t朗 )
,

即

嵌入式可配 t 操作系统
。

它是一个源代码开放的可配置
、

可移植
、

面向深

度嵌入式应用的实时操作系统
.

其最大特点是配置灵活
,

采用模块化设

计
,

包括内核
、

C语言库和底层运行包在内的核心部分由不同的组件构成
。

每个组件可提供大量的配里选项 (实时内核也可作为可选配置 )
,

使用
e CO s
提供的配置工具可以很方便地配置

,

并通过不同的配置使得
e
co

s能够

满足不同的嵌入式应用要求
.

二
、

三种开 . 徽入式级作. 艘的比桩

(一 ) 进程润度
。

操作系统的核心是调度器
.

当系统包含多个任务或

多个线程时
,

必须使用调度器来决定当前执行哪一个任务或线程
.

调度器

对线程的运行进行控制
,

并为线程提供一种同步机制
。

, cl in ux 的进程调度沿用了 L i un
:
的传统

,

系统每隔一定时间后自动

挂起进程
,

同时系统产生快速和周期性的时钟计时中断
,

并通过调度函数

(定时器处理函数 )决定进程什么时候拥有它的时间片
,

然后进行相关进程

切换
.

进程切换通过父进程调用of rk 函数生成子进程实现
。

p C l i nu
x
系统

中f o r k调用完成后
.

或者子进程代替父进程执行 (此时父进程己经
s l ee p )

,

直到子进程调用 xe it 退出 ; 或者调用xe ce 执行一个新的进程
,

这时产生可

执行文件的加载
。

即使这个进程只是父进程的拷贝
,

此过程也不可避免
.

当子进程执行
e x

it 或ex ec 后
,

子进程使用
份日k e叩将父进程唤醒

,

使父进程

继续往下执行
。

p lC i n u x没有保留通用 L i nu
x的翔 U管理功能

,

其对内存的访问是直接

的
,

所有程序中访问的地址都是实际的物理地址
.

操作系统对内存空间没

有保护
,

各个进程实际上共享一个运 行空间
,

这就需要实现多进程时进行

数据保护
,

同时也导致了用户程序使用的空间可能占用到系统内核空间
.

这些问题在编程时都需要多加注意
,

否则容易导致系统崩溃
。

虽然没有使

用川U功能
,

但 , C l i nu x
在结构上继承了标准 L i nu

x
的多任务实现方式

。

其

要实现实时性效果则需要使系统在实时内核的控制下运行
。

洲 提供 P os lx
.

lb 标准进程调度
,

它拥有32 个进程优先级
; 具有抢占

式的
、

基于优先级的正文切换功能
: 具有可 选调度策略

:
F IF O

、

轮转策

略
、

适应性策略
.

设备管理
.

在进程和终端设备间提供大吞吐量
、

低开销

接 口服务
。

(二 ) 文件系统
.

文件系统是指负责存取和管理文件信息的机构
,

也

可以说是负责文件的建立
、

撤销
、

组织
、

读写
、

修改
、

复制及对文件管理

所需要的资源`如目录表
、

存储介质等 )实施管理的软件部分
,

p Cl i n u x继承了L i n u x
完善的文件系统性能

,

它支持 [ 2 ] RO姗S
、

盯S
、

xe tZ
、

MS
一
00 5

、

JFP S等文件系统
。

但一般采用Ro MFs文件系统
,

这种文件系

统和一一般的文件系统相 比 (如xe t 2) 占用更少的空间
.

但是ROMF S文件系统

不支持动态擦写保存
,

对于系统需要动态保存的数据须采用虚拟 RAM盘 /

J F FS的方法进行处理
.

Ro
mf

s文件系统不支持动态擦写保存
,

对于系统需要

动态保存的数据采用虚拟
r
aln 盘的方法进行处理 ( r

aln 盘采用
e x tZ 文件系

统 )
. “ cl i nu x还继承了 L in ux 网络操作系统的优势

,

可以很方便地支持网

络文件系统且内嵌T CP / IP 协议
,

这为 p C l in 以开发网络接入设备提供了便

利
。

由操作系统对文件系统的支持可知
,

在复杂的
、

需要较多文件处理的

嵌入式系统中
, p C l i nu

x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ONX 0 5包括多种资源管理器
,

各种文件系统和设备管理
,

支持多个文

件系统同时运行
,

包括提供完全 POS I X
.

1及NU I X语法的 POS xI 文件系统
,

支

持多种闪存设备的嵌入式文件系统
,

支持对多种文件服务器 (如 w in d。 、

NT 9/ 5
、

LNA Ma n a ge r
等 )的透明访问的 SMB 文件系统

、

00 5文件系统
、

CD 一

ROM文件系统等
。

e C o s
操作系统的可配置性非常强大

,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加入所

需的文件系统
。

ce os 由于本身内核就很小
,

经过裁剪后的代码最小可以分

别为Z BK和 10 BK
,

所需的最小数据 R胡空间分别为4 BK 和 10 BK
。

( 三 ) 对硬件的支持
.

“ C l in xu 支持大多数 16位
、

32 位和64 位等不同

体系结构CP U
。

QNX支持的16
、

6 4位CPU非常多
.

它支持所有X86 平台
,

也支持

大量的CP 周边设备
,

如
:

QNX 6
.

3支持音频
、

视频等设备
,

也支持鼠标等设

备的操作
。

e Co s
的另一个优点是他支持非常多的平台和 CP U

,

尤其是比较新

的CPU比如A明的各个系列
,

DS P ( Bl a e k F i n
) 等

。

也支持很多硬件平台
。

目

前支持的CP U包括
:

AMR
,

C a 一祖 I S e
.

F R一 v
:

Hs
,

I A3 2
,

M6 s K
,

Ma t s u s h i t a

MA 3x ,

MI P S
,

NE C v s x x ,

Po , e r P C
,

SP ARC
,

S u p e r H
.

支持的硬件平台设备

包括
: F l a s h

,

E t h e r n e t ,

串口
,

u s B
,

时钟等
。

其己直接支持了时下绝大

部分的硬件
,

可在 e
oC

s
官方网站〔4〕

。

三
、

结论

M cl in ux 最大特点在于针对无朋U处理器设计
,

可以利用功能强大的

iL n u x
资源

,

因此适合开发对事件要求不高的小容虽
、

低成本的各类产品
,

特别适用于开发与网络应用密切相关的嵌入式设备或者 P队设备
。

朋 X的 POS I X兼容性 和其提供的恻 I X特 色的编译 器
、

调 试 器
、

姗 i n d o w和 TCP / IP 都是NU I x程序员所熟悉的
,

并且本身就内嵌很多的设备驱

动程序
.

所以
,

对于想专注于上次界面开发的项 目
,

是个不错的选择
。

ECo s的最大特点是配置灵活
,

而越是面向深度嵌入式应用的
,

很适合

用于一些商业级或工业级对成本敏感的嵌入式系统
,

例如消费电子类领域中

的一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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