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内
 

存
 

管
 

理

5.1 例
 

题
 

解
 

析

例题1 根据作业在本次分配到的内存起始地址将目标代码装到指定内存地址中,并
修改所有有关地址部分的值的方法称为 方式。

 

                           A.
 

固定定位 B.
 

静态重定位 C.
 

动态重定位 D.
 

单一连续重定位

分析:
 

答案B。在可重定位装入方式中,如果逻辑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的过程发生在

程序装入到内存时进行,在程序装入时一次完成地址转换称为静态重定位,如果地址转换过

程是在指令运行过程中进行的称为动态重定位。单一连续分配是内存分配的一种管理方

式,跟程序重定位无关。
例题2 在 下 列 存 储 管 理 算 法 中,内 存 的 分 配 和 释 放 平 均 时 间 之 和 为 最 大 的

是 。
 

A.
 

首次适应法 B.
 

循环首次适应法

C.
 

最佳适应法 D.
 

最差适应法

分析:
 

答案C。最佳适应算法要找到一块既满足程序需要又是空闲区域中最小的空闲

块,因此最佳适应算法的分配算法速度比首次适应法、循环首次适应法和最差适应法差得

多,如用链表实现,释放算法要在链表中找上、下邻空闲区,修改过或新加入的空闲区还要有

序地插入到链表中。
例题3 以下分配方案中, 不适于多道系统。

A.
 

单一连续区管理 B.
 

固定分区管理

C.
 

可变分区管理 D.
 

页式存储管理

分析:
 

答案A。采用单一连续分配管理方式时,内存的用户区一次只能分配给一个用

户程序使用,因此无法满足多道程序同时运行。
例题4 可变式分区又称为动态分区,它是在系统运行过程中 时动态建立的。

A.
 

在作业未装入 B.
 

在作业装入 C.
 

在作业创建 D.
 

在作业完成

分析:
 

答案B。在存储器管理技术中引入多道程序系统后,多个作业可以同时放在内

存中,这就需要把存储器分成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分配给一道程序,这就是分区分配,分区管

理分为固定式分区和可变式分区两种。在可变式分区管理中,当装入作业时从空闲区中划

出一个与作业需求量相适应的分区分配给该作业,在作业运行完毕后,收回释放的分区。
例题5 采用可重入程序是通过使用 的方法来改善响应时间的。

A.
 

减少用户数目 B.
 

减少对换信息量

C.
 

改变时间片长短 D.
 

加快对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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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答案B。所谓可重入程序,是指当多个用户共享程序时,在内存中仅保存一份副

本。而在没有采用可重入代码的系统中,每个用户都必须各备一套程序。由于可重入代码的

采用减少了内外存的对换信息量,这也就为采用更短的时间片来缩短响应时间创造了条件。
例题6 下面内存管理方法中有利于程序动态链接的是 。

A.
 

分段存储管理 B.
 

分页存储管理

C.
 

可变分区分配 D.
 

固定分区分配

分析:
 

答案A。引入分段存储管理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用户和程序员的下述一系列

需要:
 

①方便编程;
 

②信息共享;
 

③信息保护;
 

④动态增长;
 

⑤动态链接。动态链接是指在

作业运行之前,并不把几个目标程序段链接起来。要运行时,先将主程序所对应的目标程序

装入内存并启动运行,当运行过程中又需要调用某段时,才将该段(目标程序)调入内存并进

行链接。可见,以段作为管理单位有利于动态链接。
例题7 什么是动态重定位? 它有什么特点?
答:

 

动态重定位是指在程序执行期间,由系统硬件完成从逻辑地址到物理地址的转换。
动态重定位的特点:

 

具有给用户程序任意分配内存区的能力;
 

可以将程序分配到不连

续的存储区中;
 

在程序运行之前可以只装入它的部分代码即可投入运行,不执行的代码就

不做地址映射的工作,这样节省了CPU的时间;
 

可实现虚拟存储,向用户提供一个比主存

的存储空间大得多的地址空间;
 

重定位寄存器的内容由操作系统用特权指令来设置,比较

灵活;
 

实现动态重定位必须有硬件支持,并有一定的执行时间延迟,且实现存储管理的软件

算法比较复杂。现代计算机系统中都采用动态地址映射技术。
例题8 某操作系统采用分区存储管理技术。操作系统在低地址占用了100KB

 

的空

间,用户区主存从100KB处开始占用512KB。开始时,用户区全部空闲,分配时截取空闲分

区的低地址部分作为已分配区。在执行申请、释放操作序列后,请求300KB、请求100KB、
释放300KB、请求150KB、请求50KB、请求90KB,请回答以下问题。

(1)
 

若采用首次适应分配算法,此时主存中有哪些空闲分区?
(2)

 

若采用最佳适应分配算法,此时主存中有哪些空闲分区?
(3)

 

若随后又要请求80KB,采用以上两种方法分别会产生什么情况?
答:

 

(1)
 

采用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请求300KB;

 

地址块100~399被占用;
 

地址块400~612空闲。
请求100KB;

 

地址块100~399、400~499被占用;
 

地址块500~612空闲。
释放300KB;

 

地址块400~499被占用;
 

地址块100~399、500~612空闲。
请求150KB;

 

地址块100~249、400~499被占用;
 

地址块250~399、500~612空闲。
请求50KB;

 

地址块100~249、250~299、400~499被占用;
 

地址块300~399、500~
612空闲。

请求90KB;
 

地址块100~249、250~300、300~389、400~499被占用;
 

地址块390~
399、500~612空闲。

产生空闲块两个:
 

块1,首地址390,块大小为10KB;
 

块2,首 地 址500,块 大 小

为112KB。
(2)

 

采用最佳适应分配算法。
请求300KB;

 

地址100~399被占用;
 

地址400~612空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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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100KB;
 

地址100~399、400~499被占用;
 

地址500~612空闲。
释放300KB;

 

地址400~499被占用;
 

地址100~399、500~612空闲。
请求150KB;

 

地址100~249、400~499;
 

地址250~399、500~612空闲。
请求50KB;

 

地址100~249、400~499、500~549被占用;
 

地址250~399、550~612
空闲。

请求90KB;
 

地址100~249、250~339、400~499、500~549被占用;
 

地址340~399、

550~612空闲。
产生空闲块两个:

 

块1,首地址340,块大小为60KB;
 

块2,首地址550,块大小为62KB。
(3)

 

若随后又要请求80KB,则采用首次适应分配算法可以分配,因为块2空闲空间为

112KB,大于80KB;
 

采用最佳适应分配算法不可分配,因为块1和块2空闲空间均小

于80KB。
例题9 比较分别采用数组和链表两种数据结构实现最佳适应算法和最差适应算法的

优缺点(要考虑分配和释放两个过程)。
答:

 

实现最佳适应算法时,空闲存储区管理表的组织方法可以采用顺序结构,也可采用

链接结构。如采用顺序结构,空闲分区按地址由小到大的顺序登记在表中,分配时需要搜索

所有的空闲分区,在其中挑出一个满足分配大小的最小分区,其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

O(N)。此种管理结构的释放算法可用顺序结构的首次适应法,不需要插入或删除一个空

闲分区表项时,其时间复杂度为O(1),否则其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N)。
当采用链接结构时,空闲区也可按由小到大的非递减次序排列。分配时总是从最小的

第一项开始,这样第一次找到的满足条件的空闲区必定是最合适的。平均而言,只要搜索一

半数目的空闲区表项就能找到最佳配合的空闲区,但寻找较大空闲区比较费时,其算法的时

间复杂度为O(N)。采用按存储区大小排序的链接表会降低释放算法的效率。由于空闲区

是按大小而不是按地址序号排序的,因此释放回收空闲区时要在整个链表上寻找地址相邻

的前、后空闲区,合并后又要插入合适的位置,因此释放算法比首次适应法和循环首次适应

法耗时得多,尽管其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也为O(N),但其常数C 要大得多。
实现最差适应算法时的空闲存储区表的组织方法一般都是采用按空闲块由大到小排序

的链接表,因为如果采用按地址大小的顺序结构,那么该算法与首次适应法和最佳适应法比

较起来就没有什么优点可言了。采用按存储区大小顺序排列的链表形式,虽然释放一个空

闲块时速度较慢,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也为O(N),但分配时一次查找就行,成功不成功在此

一举,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O(1),其效率是一切算法中最高的一种,很适合实时系统。
例题10 用可变分区分配的存储管理方案中,基于链表的存储分配算法有哪几种? 它

们的思想是什么?
答:

 

可变分区分配的存储管理方案中,基于链表的存储分配算法主要有三种:
 

首次适

应分配算法、循环首次适应分配算法和最佳适应分配算法。
(1)

 

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在首次适应算法中,每个空白区按其位置的顺序链接在一起,即每个后继的空白区其起

始地址总是比前者的大。当系统要分配一个存储块时,就按照空白块链的顺序,依次查询,
直到找到第一个满足要求的空白块为止。由这种算法确定的空白块,其大小不一定刚好满

足要求。如果找到的这个空白区比要求的大,则把它分成两个分区,一个为已分配分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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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刚好等于所要求的,另一个仍然为空白块,且留在链中原来的位置上。如果在空白链中

从头到尾找了一遍,找不到满足要求的空白块,则返回“暂不能分配”。系统回收一个分区,
首先检查该分区是否有邻接的空白块,如果有,则应将这个分区与之合并,并将该空白块保

留在链中原来的位置;
 

如果回收的分区不和空白块邻接,则应根据其起始地址大小,把它插

在链中的相应位置上。
首次适应分配算法的实质是,尽可能地利用存储器低地址部分的空白块,尽量保存在高

地址部分的大空白块。其优点在于:
 

当需要一个较大的分区时,便有希望找到足够大的空

白块以满足要求。其缺点是:
 

在回收一个分区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去查找链表,确定它

的位置。
(2)

 

循环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循环首次适应分配算法与首次适应分配算法类似,只是在每次分配分区时,系统不是从

第一个空白块开始查找,而是从上次分配的空白块处查找。当查找至链尾时,便从链首继续

查找,直到查找完整个链表。在系统回收一个分区时,为了减少在插入一个空白区时花在查

寻链表的时间,如果这个分区不和空白块邻接,则把它插入到前向指针链的最后一个空白块

后;
 

如果和空白块相邻,则根据情况做相应处理。由此可见,这些空白块在链中的位置没有

一定的规则。
这种循环首次适应分配算法的实质是,使得小的空白块均匀地分布在可用存储空间内。

这样,当回收一个分区时,它和一个较大空白块相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而合并后可得到更

大的空白块。与首次适应算法相比,它产生过小空白块现象的可能性比较小。
(3)

 

最佳适应分配算法。
在最佳适应分配算法中,空白块按大小顺序链接在一起。系统在寻找空白块时,总是从

最小的一个开始。这样,第一次找到的满足要求的空白块必然是最适合的,因为它最接近于

要求的大小。这种算法的优点是:
 

如果存储空间中具有正好是所要求大小的空白块,则必

然被选中;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空白块,也只对比要求稍大的空白块划分,而绝不会去划分一

个更大的空白块。此后,遇到大的存储要求时,就比较容易满足了。最佳适应算法的缺点在

于:
 

寻找一个较大空白块时花费的时间较长;
 

回收一个分区时,把它插入到空白块链中合

适的位置上也较为费时;
 

此外,由于每次都划分一个与要求大小最接近的空白块,系统中小

的空白块较多。这种算法的实质是,在系统中寻找与要求的空间大小最接近的一个空白块。

5.2 课后自测题

一、
 

选择题

1.
 

对内存的访问是以 为单位。

                           A.
 

字节或字 B.
 

页 C.
 

段 D.
 

内存块

2.
 

将逻辑地址转变为内存的物理地址的过程称为 。

A.
 

编译 B.
 

连接 C.
 

运行 D.
 

重定位

3.
 

如果一个程序为多个进程所共享,那么该程序的代码在执行过程中不能被修改,即
程序应该是 。

A.
 

可执行码 B.
 

可重入码 C.
 

可改变码 D.
 

可再现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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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源程序经过编译或者汇编生成的机器指令集合,称为 。
 

A.
 

源程序 B.
 

目标程序 C.
 

可执行程序 D.
 

非执行程序

5.
 

装入到地址寄存器的地址为 。
 

A.
 

符号名地址 B.
 

虚拟地址 C.
 

相对地址 D.
 

物理地址

6.
 

动态重定位是在程序的 中进行的。
 

A.
 

编译过程 B.
 

连接过程 C.
 

装入过程 D.
 

执行过程

7.
 

静态地址重定位的结果是得到 。
 

A.
 

源程序 B.
 

静态代码 C.
 

目标代码 D.
 

执行代码

8.
 

静态地址重定位的对象是 。

A.
 

源程序 B.
 

编译程序 C.
 

目标程序 D.
 

执行程序

9.
 

下面几条中, 是动态重定位的特点。
 

A.
 

需要一个复杂的重定位装入程序 B.
 

存储管理算法比较简单

C.
 

不需地址变换硬件机构的支持 D.
 

在执行时将逻辑地址变换成内存地址

10.
 

采用动态重定位技术优点之一是 。
 

                           A.
 

在程序执行期间可动态地变换映像在内存空间的地址

B.
 

程序在执行前就可决定装入内存的地址

C.
 

能用软件实现地址变换

D.
 

动态重定位的程序占用的内存资源较少

11.
 

使用 ,目标程序可以不经过任何改动而装入主存直接执行。
 

A.
 

静态重定位 B.
 

动态重定位 C.
 

编译或汇编 D.
 

连接程序

12.
 

固定分区存储管理一般采用 进行主存空间的分配。
 

A.
 

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B.
 

循环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C.
 

最佳适应分配算法 D.
 

顺序分配算法

13.
 

在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回收一个空闲区后,空闲区管理表中不可能 。
 

A.
 

增加一个表项 B.
 

减少一个表项

C.
 

表项数不变 D.
 

表项内容不变

14.
 

在可变式分区存储管理中,当释放和回收一个空闲区时,造成空闲表项区数减1的

情况是 。

A.
 

无上邻空闲区,也无下邻空闲区 B.
 

有上邻空闲区,但无下邻空闲区

C.
 

无上邻空闲区,但有下邻空闲区 D.
 

有上邻空闲区,也有下邻空闲区

15.
 

在可变分区式存储管理中,倾向于优先使用低地址部分空闲区的算法是 。
 

A.
 

首次适应法 B.
 

循环首次适应法

C.
 

最佳适应法 D.
 

最差适应法

16.
 

在以下存储管理方案中,不适用于多道程序设计系统的是 。

A.
 

单一连续区分配 B.
 

固定式分区分配

C.
 

可变式分区分配 D.
 

页式存储管理

17.
 

在固定分区分配中,每个分区的大小可以 。

A.
 

相同 B.
 

随作业长度变化

C.
 

不同但预先固定 D.
 

不同但根据作业长度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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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以下分配方案中, 不适于多道系统。

A.
 

单一连续区管理 B.
 

固定分区管理

C.
 

可变分区管理 D.
 

页式存储管理

19.
 

最佳适应分配算法的空白区一般是 。

A.
 

按大小递减顺序连在一起 B.
 

按大小递增顺序连在一起

C.
 

按地址由小到大排列 D.
 

按地址由大到小排列

20.
 

首次适应分配算法的空闲区一般是 。

A.
 

按地址递增顺序连在一起 B.
 

始端指针表指向最大空闲区

C.
 

按大小递增顺序连在一起 D.
 

寻找从最大空闲区开始

21.
 

在可变分区管理方式下,在释放和回收空闲区时,若已判定“空闲区表第j栏中的

始址=释放的分区始址+长度”,则表示 。

A.
 

归还区有上邻空闲区 B.
 

归还区有下邻空闲区

C.
 

归还区有上下邻空闲区 D.
 

归还区无相邻空闲区

22.
 

方案要求程序在主存必须连续存放。

A.
 

可变分区存储管理 B.
 

页式存储管理

C.
 

段式存储管理 D.
 

段页式存储管理

二、
 

填空题

1.
 

存储管理的主要功能是:
 

主存空间的分配与回收, ,主存空间的共享和

,以及 。

2.
 

程序员编写程序时所使用地址称为 或称为 。

3.
 

内存分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分别是 和 。

4.
 

将逻辑地址转换成物理地址的工作称为 。

5.
 

源程序的名地址与目标程序的逻辑地址的转换是在 过程中实施的。
 

6.
 

由装入程序实施的程序逻辑地址与物理地址转换的地址重定位方式称为 。
 

7.
 

在执行时要靠硬件机构实现地址变换的方法是 。
 

8.
 

系统初始化时就把存储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分区的存储管理系统称为 管理

系统。
 

9.
 

在采用首次适用策略的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某作业完成后要收回其主存空间并修

改空闲区表。使空闲区始址不改变,空闲区数也不变的情况是 。

10.
 

将内存中可分配的用户区预先划分为数量固定并且大小固定的分区,这种存储管

理方案称为 。

11.
 

在 方式中,内存不预先划分,而是按照作业大小来划分分区,但分区的大

小、位置和划分时间都是动态的,当作业装入时,根据作业的需求和内存空间的使用情况来

决定是否分配。

12.
 

推迟到进程执行时才进行的地址重定位,称为 。

13.
 

固定分区存储管理中的地址重定位方式主要采用 。

14.
 

在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主要采用 重定位方式。

15.
 

存储保护主要包括防止 和防止 两方面的内容。

16.
 

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的地址转换需要硬件地址映射机制的支持,主要采用一对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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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器, 和 。其中,前者用来存放作业或进程所占分区的起始地址;
 

后者用

来存放作业或进程所占连续存储空间的长度。

17.
 

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的地址转换采用的机制是:
 

用户程序运行时,每访问一次

,该机制就将逻辑地址与 中的值进行比较,如果越界,则终止该进程;
 

否

则,与 中的值相加得到物理地址。

18.
 

常用的可变分区分配算法中, 算法有利于大作业的装入,但会使主存低地

址和高地址两端的分区利用不均衡;
 

算法会使分割后的空闲区不会太小,有利于

中小型作业的装入。

19.
 

固定分区管理中,分区中未被利用的一部分区域称为 ;
 

可变分区管理中,
因为分割太小而无法利用的空闲分区称为 。

三、
 

问答题

1.
 

什么是符号名地址、相对地址和绝对地址? 什么是地址重定位?

2.
 

地址重定位方式分为哪几种? 各具有什么特点?

3.
 

简述固定分区存储管理的基本思想。

4.
 

简述可变分区存储管理算法中首次适应法的释放算法,其空闲存储区表是用连续线

性结构实现的。

5.
 

简述可变分区存储管理中最佳适应算法的分配算法和释放算法。

6.
 

什么是内部碎片和外部碎片? 各种主要的存储管理方法可能产生何种碎片?

7.
 

用户程序的地址结构只能是一维的吗?

5.3 自测题答案及分析

一、
 

选择题

1.
 

A 2.
 

D 3.
 

B 4.
 

B 5.
 

D 6.
 

D 7.
 

D 8.
 

C 9.
 

D 10.
 

A
11.

 

B 12.
 

D 13.
 

D 14.
 

D 15.
 

A 16.
 

A 17.
 

C 18.
 

A 19.
 

B 20.
 

A
21.

 

B分析:
 

“空闲区表第j栏中的始址=释放的分区始址+长度”,
 

释放的分区始址

作为起始地址说明释放区在前面,释放区与它后面的空闲块合并。

22.
 

A分析:
 

可变分区存储管理每次按程序需要的内存大小为其分配一片连续的存储

空间。
二、

 

填空题

1.
 

地址重定位 保护 内存空间的扩充  2.
 

逻辑地址 相对地址

3.
 

静态分配 动态分配 4.
 

地址重定位(或地址转换、地址映射)

5.
 

编译 6.
 

静态重定位

7.
 

动态重定位 8.
 

固定分区

9.
 

释放区与前空闲区相邻 10.
 

固定分区存储管理

11.
 

可变分区存储管理 12.
 

动态重定位

13.
 

静态重定位 14.
 

动态

15.
 

地址越界 非法操作(或操作越权) 16.
 

基址寄存器 限长(长度)寄存器

17.
 

内存 限长(长度)寄存器 基址寄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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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首次适应分配算法 最坏适应分配算法

19.
 

内部碎片 外部碎片

三、
 

问答题

1.
 

答:
  

对程序员来说,数据的存放地址是由变量符号决定的,因此称符号名地址或简

称名地址,源程序的地址空间称为符号名空间或简称名空间。源程序经汇编或编译后得到

的是目标代码程序,由于编译程序无法确定目标代码在执行时所驻留的实际内存地址,因此

一般总是从零号单元开始为其编址,并顺序分配所有的符号名所对应的地址单元。由于目

标代码中所有的地址值都相对于以“0”为起始的地址,而不是真实的内存地址,因此称这类

地址为相对地址、逻辑地址或虚拟地址。
当装入程序将可执行代码装入内存时,程序的逻辑地址与程序在内存的物理地址是不

相同的,必须通过地址转换将逻辑地址转换成内存地址,该地址称为绝对地址、物理地址或

实地址,这个地址转换过程称为地址重定位。

2.
 

答:
  

地址重定位有静态重定位方式和动态重定位方式。当需要执行时,由装入程序

运行重定位程序模块,根据作业在本次分配到的内存起始地址,将可执行目标代码装到指定

内存地址中,并修改所有有关地址值的方式称为静态地址重定位。修改的方式是对每一个

逻辑地址的值加上内存区首地址(或称基地址)值。静态重定位方式的主要优点是无须硬件

地址变换机构支持,因此可以在一般的计算机上实现。其主要缺点是必须给作业分配一个

连续的存储区域,在作业的执行期间不能扩充存储空间,也不能在内存中移动,多个作业也

难以共享内存中同一程序副本和数据。
采用动态重定位方式,将程序装入内存时,不必修改程序的逻辑地址值,程序执行期间

在访问内存之前,再实时地将逻辑地址变换成物理地址。动态重定位要靠硬件地址变换机

构实现:
 

当程序开始执行时,系统将程序在内存的起始地址送入地址变换机构中的基地址

寄存器(BR)中。在执行指令时,若涉及逻辑地址,则先将该地址送入虚地址寄存器(VR),
再将BR和VR中的值相加后送入地址寄存器(MR),并按 MR中的值访问内存。

动态重定位方式的优点是程序在运行期间可以换出和换进内存,以便缓和内存紧张状

态;
 

也可在内存中移动,把内存中的碎片集中起来,以充分利用内存空间,这也便于进行多

道程序设计。采用动态重定位方式,系统不必给程序分配连续的内存空间,这样就可将程序

分成较小的部分,能充分利用内存中的较小片段。动态重定位方式又为信息共享和虚拟存

储器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3.
 

答:
  

固定分区管理系统在系统初始化时就把存储空间划分成若干个分区,这些分区

的大小可以不同,以支持不同的作业对内存大小需求的不同。系统要建立一个分区说明表,
 

用以记录每个分区的大小
 

、起始地址和状态等信息。当一个作业需要装入内存运行时,系
统就从分区表中找出一个最合适的分区分配给该作业。

4.
 

答:
  

根据释放区与原空闲区相邻情况可归纳为4种情况。
(1)

 

仅与前空闲区相连:
 

合并前空闲区和释放区,该空闲区的m_addr仍为前空闲区的

首地址,修改表项的长度域m_size为前空闲区与释放区长度之和。
(2)

 

与前空闲区和后空闲区都相连:
 

将三块空闲区合并成一块空闲区。修改空闲区表

中前空闲区表项,其始地址为前空闲区始址,其大小m_size等于三个空闲区长度之和,这块

大的空闲区由前空闲区表项登记。接下来还要在空闲区表中删除后项。



53   

第
5
章

内存管理

(3)
 

仅与后空闲区相连:
 

与后空闲区合并,使后空闲区表项的 m_addr为释放区的始

址,m_size为释放区与后空闲区的长度之和。
(4)

 

与前、后空闲区皆不相连:
 

在前、后空闲区表项中间插入一个新的表项,其 m_addr
为释放区的始址,m_size为释放区的长度。

5.
 

答:
  

采用最佳适应算法,空闲存储区管理表的组织方法可以采用顺序结构,也可采

用链表结构。如采用顺序结构,空闲分区按地址由小到大的顺序登记在表中,分配时需要搜

索所有的空闲分区,以在其中挑出一个满足分配需求的最小分区。此种管理结构的释放算

法可采用顺序结构的首次适应法。
当采用链表结构时,空闲区可按由小到大的非递减次序排列。分配时总是从最小的第

一项开始,这样第一次找到满足条件的空闲区必定是最合适的。采用按存储区大小排序的

链表会降低释放算法的效率。由于空闲区是按空间大小而不是按地址排序的,因此释放回

收空闲区时要在整个链表上寻找地址相邻的前、后空闲区,合并后又要插入到合适的位置,
因此释放算法比首次适应法和循环首次适应法耗时得多。

6.
 

答:
  

当一个程序分配到比它所要求的更大的内存块时,剩余的空间没有利用,而其

他程序也不能使用该内存空间,这就是内部碎片。
另一方面,在各个被分配出去的分区之间也会存在很多小的空闲区,其他程序很难利用

该小内存空间,这就是“外部碎片”。
固定分区存储管理会产生内部的剩余碎片。在可变分区管理算法中,系统按照程序的

申请大小分配内存,不会产生内部碎片,但在各个已分配出去的内存分区之间会留下一些小

的分区,由于作业在主存要占用一个连续的存储区,当一个作业的程序空间大于主存中这些

小的空闲存储区时,就不能装入运行,会产生外部碎片。
在分页存储管理中,内存划分为与程序虚页相同大小的块,程序的虚页可以占用主存中

任意的内存块,故不会产生外部碎片,但程序所要求的内存不一定是整数块,最后一块可能

没有全部利用,就会产生内部碎片,但内部碎片较小,平均来说只有半块大小。在纯段式管

理系统中,作业需要分配一块连续的内存,与可变分区管理算法一样,会产生外部碎片。
在段页式存储管理系统中,由于段内再分为页,故与页式存储管理系统类似,但每一个

段内都会产生一个页内碎片。

7.
 

答:
 

用户程序的结构可以是一维空间(一个用户程序就是一个程序,并且程序和数

据是不分离的),也可以是二维空间(程序由主程序和若干个子程序或函数组成,并且程序与

数据是分离的),还可以是N 维空间(一个大型程序,由一个主模块和多个子模块组成,其中

的各子模块又由主程序和子程序或函数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