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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植的多用途小型操作系统

—
朗讯公司的 In fe 『n o

郎讯公司 (I
, u e e n t B e ll I

J a b
.

)在 1 9 9 6 年 5 月初首次

公布的 In fel n o 软件组合包是可移植的多用途小型操作

系统
。

据介绍
,

这个只占用 1 M b yt e 的 Inf er n o 能够在各

类不 同的通信网上实现交互通信 (如交互型电视节 目信

道 )
,

它支持各种类型 的连网终端 (客户机 )
,

包括 PC
,

In -

tc m e t 终端
、

电视机顶盒 (se 卜toP bo x )
、

电子游戏控制器
、

高级 (可视 )电话和个人数据助手(P D A )等
。

它也适用做

In t e r n e t 网络计算机 (N C )
。

In fe r
no 既可用作独立的操作系统运行

,

也能作为辅

助手段与别的操作系统结合使用
。

In fer n 。 本身只 占 l

M b yt e
存储容量

,

但它能够把散布在网上的资源
“

胶合
”

起来配合工作
。

In fer n 。允许同一应用程序运行在多个不

同平台上和网络上
,

而且可 以在运行时间
、

装人时间或编

译时间实现动态配置
。

Inf e r n 。 的力量在于其可移植性和多用途能力
,

这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¹ 处理机可移植性
:
现在运行 于 Int e l

,

M IP S 和

A M D 29 K 上并可 以方便地移植到别的机型结构上
。

º环境可移植性
:
作为独立操作系统运行于 JB M 兼

容的 PC 和 29 K 型手掌机上 ; 也可作为用户应用运行于

U n ix ,

W in d o w s N T ,

W in d o w s 9 5 和 Pla n g 上
。

所有这

些环境对 I nf e r n 。 应用都是同样的接 口
。

» 分布型设计
:
在机顶盒和服务器上建立同样的环

境
,

每个单元可以输入另一单元的资源 ;借助于运行期间

系统的通信手段
,

在客户机和服务器间可 以容易地 (甚至

2 6

动态地 )划分应用程序的运行
。

¼ 最小量的硬件要求
:
在机上独立运行应用 只需 1

M byt e 存储器
,

无需内存映射硬件
。

½ 可移植的应用
:
In 化rn o 应用程序用安全型 语言

I-i m bo 编写
,

它的二进制表示在所有平台上都相同
。

¾ 动态适配能力
:
根据硬件和可用资源

,

应用程序可

以装人不同程序模块执行特定的功能
。

例如录像放送应

用程序可以使用若干种不同解码器模块中的任何一个模

块
。

I n fe r n 。 有多种连接提供多种用途
:
普通的电话调制

解调器
、

IS D N
、 Int e r ne t 、模拟广播或电缆电视

、

电缆调制

解调器
、

数字视频点播 (V O D ) 以及其它交互 型电视 系统

和 P C 等个人或家用设备
,

所以说 I nf er n 。 可用于各种机

顶盒
、

各种业务以及各种连接网络
。

I n fe r n o 用 L im b o 语言编写应用程序
, I才 im b o 的句

法受 C 和 Pas c al 语言影响
,

它支持 C 和 P as ca l共有的标

准数据类型
,

以及一些较高级的数据类型如列表
、

元组
、

字符串
、

运态数组以及简单的抽象数据类型
。

此外
, L im b o

有一些综合在 I nf er n 。 虚拟机内的高级结构
,

特别是被称

为通道 (c h a n n el )的通信机制
,

用来连接同一机或不同机

上的各个 I.i m b 。 任务
。

通道以独立于机器的方式传送一

定形式的数据
。

I.i m b 。支持多任务 (独立控制的多线 )工作
,

用 al t 语

句选择通信通道
,

以协调任务之间的通道通信
。

由于在语

言和虚拟机中建立了通道和任务
,

达到了方便安全的通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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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m b 。 程序用 自含式单元模块(有明确定义功能的

接 口 )构成
,

各模块间可以互相动态访问
。

在编译和运行

时要对 I-i m b 。 的数据类型进行严格校核
,

因此 I-i m b o 程

序在机上安全运行而无需硬件存储保护
。

I-i m b o 程序用字节代码表示的指令编译构成称为

DI S 的虚拟机
。

当装入存储器执行时
,

这些字节代码被扩

展为便于执行的格式
,

具备硬件条件时也可 以选用
“

飞

行
”
(o n-- th o

fls )编译器把 Di
s 指令流转换成为本机指令

。

D IS 的基础是 Inf e r n 。 内核
。

内核包含解释程序和存

储管理
、

调度
、

设备驱动器及协议栈等
。

内核还含有文件

系统的核心
,

即名称解释程序和在通信链路上执行文件

操作的代码
。

大多数 Inf e r n 。 应用的 目的是要对用户呈现信息或

媒体
,

所以应用程序必须定位和访问信息源并将它在使

用的设备上表示出来
,

为此 Inf er n o 的设计要使应用程序

找得到资源
。

Inf er n 。 针对这个问题的设计有 3 条原则
,

一是所有资源均被命名并可按分层次文件系统访问 ; 二

是把由不同服务提供的各不相关层次序列联在一起成为

单一专用的分层次的命名空间 ; 三是用一致性的通信协

议 S ty x 本地或远地访问这些资源
。

所以 S ty x 协议起着胶合体的作用
。

在通信连接的另

一侧
,

服务器
“

解开
”

这些 S ty x 报文
,

并用本地的资源还

原信息
。

St y x 协议位于通信运输层之上并独立于运输层
,

它

在 IP
,

A T M 或各种调制解调器运输协议上都很容易实施
。

In fe r n 。为应用创建了一个标准环境
,

在这个标准环

境的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运行同一应用程序
。

不过根据 In
-

fe r n o 自身实施的环境
,

有不同版本的 In fe r n o 内核
、

D is /

I-i m b。 解释程序和设备驱动程序组
。

作独立系统运行时
,

内核包括所有实施应用抽象的

低 级
“

胶合体
”
(中断处理程序

,

图象和其它设备驱动程

序)
。

在连到主机系统 (为 U n ix
,

W in d o w s N T 或 9 5 )时
,

In fe r n 。 如同一组普通进程运行
。

它不是把设备控制功能

映射到硬件实体上
,

而是适配到它从属运行的操作系统

所提供的资源
。

例如
,

在 U ni x 下运行时
,

图象可以用 X 窗

口 系统来做
,

而连网则用套接(so c k e t )接 口 ; 在 W in d o w s

下运行时
,

它用 W in s o c k 和本机 W in d o w S 图象呼叫
。

In fe r n o 设计成具有抗错误或恶意应用的安全措施
,

它的指令级内部安全用 L im b。 型校验和 Di s 机制相结合

而得到加强
。

在较高级
,

所有可用于应用的资源都用应用

的命名空间表示
。

对于安全敏感的资源
,

只有调用提供该

资源的模块才能访问 ; 而对命名空间添加新文件和服务

器则是有控制的鉴别操作
。

In fe r
no 还提供通信安全和密钥管理

。

通信一建立
,

加密对于应用是透明的
。

用公共密钥机制提供密钥交换
,

在密钥交换后
,

报文摘要和线路加密都用标准的对称密

钥机制
。

概括起来
,

Inf er n 。 的特点有
:

¹ 独立于机型 (硬件 )结构和网络
,

º小系统多用途
,

» 支持开放型接口标准
,

¼ 有安全机制
,

½ 能运行于现有的任何通信环境并能适应未来网络

发展
。

据报道
, I nf e rn 。 的正式版本将在近期公布

。

匹{i亘{
(张有材编译 自 L u e e n t T e e hn o lo 只ie s

关于 I n fe r n o
资料 )

下期要 目预告

FT T R 与 V S 接 口

SD H 光缆通信 系统的自动保护转换

光纤放大器在干线工程中的应用

S D H 的 ST M
一1 结构设计 (二 )

G ll 标准化工作渐入轨道

个人通信的现状及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