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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記憶體管理



本章概要

• 單一分割區的配置

• 重定址暫存器(Relocation Reg.)
• 多個行程時的記憶體配置-固定長度

• 變動長度的多重分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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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分割區的配置

• 將記憶體空間分成兩塊﹐一塊給作業系
統使用﹐另一塊則給行程使用

• 可以利用硬體的基底暫存器來避免行程
存取到作業系統的記憶體位址

• 如果程式所產生的位址小於基底暫存器
中的位址﹐則會產生定址錯誤的例外中
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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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a 合法的邏輯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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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b 存取到作業系統的記憶體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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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 假設作業系統是位於實體記憶體由0開

始的連續區段之中，且長度為256KB
– 請問基底暫存器的值至少應該設為多少？

– 請問下列位址何者為合法的行程位址？

1. 300K
2. 25K
3.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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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解答
• 基底暫存器的值：大於等於256K
• 行程：

1. 300K-合法

2. 25K-不合法

3. 600-不合法



8

重定址暫存器(Relocation Reg.)

• 另一種保護的方式是使用重定址暫存器，
用來存放行程的起始位址

• 在編譯的時候﹐將程式從0開始配置

• 邏輯位址：程式好像是運作在一個從0開始的
一大片連續的邏輯位址空間中

• 在執行的時候

• 實體位址：由記憶體管理硬體負責將邏輯位址
轉換為在實體記憶體中的真正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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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利用重定址暫存器的記憶體位址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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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的載入
• 絕對程式碼：在程式編譯時預先決定這支程式
要放在實體記憶體的哪個位置執行﹐則編譯出
來的程式碼邏輯位址會等於實體位址

• 缺點在於程式碼只能放在記憶體的固定位置﹐當多
個行程要共享記憶體時﹐就可能彼此產生干擾

• 可重定址程式碼：在編譯時是從0開始配置位
址，然後在載入時才決定要放在哪個位置

• 必須透過邏輯位址加上重定址暫存器的內容，才能
取得行程的實體位址

• 如果需要改變行程在實體記憶體中的位置時﹐只要
在搬移行程之後改變重定址暫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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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行程時的記憶體配置-固定長度
• 將記憶體切割為相同大小的分割區﹐作業系統只需要

記住每個行程分配到哪個分割區就可以了--最簡單的多
行程配置方式

• 因為分割區的長度都相同﹐所以在開機的時候就可以
設定長度暫存器的值

• 然後在某個行程取得CPU控制權的時候﹐作業系統就
將重定址暫存器的內容重新設定到該行程所在的分割
區

• 如果將記憶體分割成相同大小的分割區﹐有些區域內
就會剩下很多空間，稱為內部碎片

• 可以將記憶體分割為大小不等的數個固定長度分割區，
並且將不同大小的行程配置到不同長度的分割區中

• 當輪到某個行程使用CPU時﹐除了要設定重定址暫存
器之外﹐作業系統還必須將長度暫存器的值設定為該
行程所在分割區的長度



內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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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長度的多重分割區

• 另一種減少內部碎片的方法﹐就是不要事先分割
記憶體﹐而是根據目前的記憶體使用情況﹐與即
將要載入的行程長度﹐來動態分割記憶體

• 可以將內部碎片降至最低﹐但是卻可能造成外部
碎片

• 如果分割區配置的選擇不當，就可能會加重外部
碎片的問題

• 可利用聚集法重新搬移各個行程﹐將這些碎片聚
集成為完整的一大塊連續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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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外部碎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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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區的選擇演算法

• 先適法：從記憶體的開頭開始搜尋閒置的記憶體
空洞﹐然後將行程放入第一個可以容納的洞中

• 次適法：從上次搜尋結束的位置往下繼續搜尋﹐
以改善搜尋的時間

• 最適法：從所有的閒置區域中找出長度大於這個
行程﹐而且最接近這個行程的洞

• 最不適法：將最大的洞分配給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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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分割區的選擇演算法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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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

A (500K)

B (200K)

E (330K)

D (700K)

上次配置結束位置

300K

新行程

C (400K)

Q：假設記憶體目前的
配置狀況如圖，白
色區域為尚未使用
的部份。請分別指
出使用先適法、次
適法、最適法、與
最不適法時：

1. 新行程會被分配到
哪個區域？

2. 所產生的內部碎片
大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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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演算法 選擇區域 內部碎片

先適法 A 200K

次適法 C 100K

最適法 E 30K

最不適法 D 4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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