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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原理与最佳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的原理、设计和实现。首先通过大量图表详细介绍了嵌入式操
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然后通过对各个内核功能的分析、设计和实现来加深读者对相关知识的理
解。最后通过实际的应用程序来演示如何使用这些功能。从原理、设计、实现和使用的角度来阐明嵌
入式操作系统的功能。本书可以作为高校本科生或非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教材，也
可作为从事嵌入式系统开发工作的研究生、科研人员和企业开发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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