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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ndroid驱动开发权威指南》根据作者（杨柳）多年的从业经验，从开发实战出发，全面深入地讲解
了Android驱动开发。全书以Android驱动本质为源，深入浅出地剖析了Android驱动程序开发要用到
的DMA、中断、同步、等待队列与signal等多项技术。还从系统的角度描述了Android驱动与Android其
他部分的有机结合，为Android用户提供各类智能输入/输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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