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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章 行 程 
 

一個行程就是一個程式正在執行。當我們在終端機下達指令時，Linux 就會建立
一個行程，而當我們的程式執行完時，這個行程就被終止了。在一個分時系統的 Linux
作業系統，允許多個使用者使用電腦系統，而許多行程也同步的被執行。像我們的個

人電腦，一般只有一顆 CPU 中央處理器，但卻同時的處理多個行程，而這就分是分
時系統。 

當我們執行程式時，電腦作業系統就會使用 new幫我們產生新的行程，而當我們
的行程就緒(ready)時，而核心又排班分配 CPU中央處理器給他時，他就會開始執行
running，直到執行結束 terminated(或 Zombie)。當然在過程中也有可能發生像系統
呼叫的 System call而發生中斷，或者改成其它行程執行(被 preempt)，這時我們的行
程就會回到就緒 ready的狀態。當然在過程中也可能發生像輸入/輸出 I/O或事件等待
(sleep)，此時，CPU是在閒置 waiting的狀態，而當我們的輸入/輸出或事件完成時(被
wake up)，才會到就緒 ready，等待下一次排班分配 CPU 中央處理器，直到結束
(zombie或 ter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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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就緒
ready

執行
running

結束
terminated

等待
waiting

進入admitted 中斷
interrupt

離開exit

排班分配
scheduler dispatch

輸入/輸出或事件完成
I/O or event completion

輸入/輸出或事件等待
I/O or event wait

行程狀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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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這是分時系統當行程 P1和行程 P2作執行上的內容轉換 Content switch。當行程
P1在執行時，因為作業系統的中斷或系統呼叫，這時行程 P1就要先將它的 Proccess 
Control Block(行程控制表 PCB1)給除儲起來。而這時後 CPU中央處理器會載入所呼
叫的行程 P2，這時會載入行程 P2的 Proccess Control Block(行程控制表 PCB2)，這
時 CPU中央處理器就會執行行程 P2，而當執行行程 P2一定的時間，又會將行程 P2
的 Proccess Control Block(行程控制表 PCB2)給儲存起來。而此時 CPU中央處理器
就會載入行程 P1，而執行行程 P1。 

 

行程P1                                作業系統                                   行程P2

儲存狀態至PCB1
save state into PCB1

從PCB2取回狀態
reload state from PCB2

儲存狀態至PCB2
save state into PCB2

從PCB1取回狀態
reload state from PCB1

執行
excuting

執行
excuting

執行
excuting

中斷或系統呼叫
interrupt or system call

暫停
idle

暫停
idle

中斷或系統呼叫
interrupt or system call

CPU在行程P1和行程P2間轉換執行

暫停
i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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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行程狀態控制表。PCB(Proccess Control Block)含有行程的許多下列的內
部資訊。 

行程狀態﹕可以是 new、ready、running、waiting或 halted。 

程式計數器﹕指明該行程下次要執行的指令位置。 

CPU 暫存器﹕其數量和類別依不同形式 CPU 而有不同。有累加器

(accumulators)、索引暫存器(index register)、堆疊指標(stack pointer)、位址暫存器
(address register)….。 

記憶體管理資訊﹕這包括存取記憶體的基底暫存器(base register)和限制暫存器
(limit register)、分頁表(page table)或記憶體系統的分段表(segment table)的資訊。 

CPU排班法則和相關資訊﹕包括行程的優先順序、排班法則。 

CPU會計資訊﹕CPU的使用時間、帳號、工作和行程的編號。 

輸入/輸出狀態資訊﹕這包括了行程的輸入/輸出裝置、開啟檔案的串列。 

指標pointer 行程狀態process state

行程號碼process number

程式計數器program counter

暫存器registers

記憶體限制memory limits

已開啟檔案表list of open files
.
.
.
.
.

.

行程控制表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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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系統的目地是將 CPU 中央處理器在不同的行程之間不斷的轉換，以便讓使
用者可以在自己的行程執行時與它交談。我們個人電腦的單一 CPU 處理器，不可能
多個行程同時執行，而它們必需在一旁的佇列中等待，一直到 CPU 有空時，才可能
排到它們執行。當我們新增 new一個新的行程時，它最初是置於就緒佇列中。每一個
長方形就是一個佇列，圓圈代表執行行程的資源，箭頭代表執行的方向。當我們所執

行的程式或行程在進行時，它會先配置 CPU，然後有可能發出輸入/輸出的要求，然
後置於一個 I/O 佇列中。程式也可能 fork 產生新的行程。行程也可強行的離開 CPU
然後就回到就緒佇列中。 

就緒佇列
ready queue

輸入/輸出  佇列
I/O   queue

輸入/輸出   要求
I/O  request

時段終止
time slice expire

產生一個子行程
fork  a  child

等待中斷
wait for an interrupt中斷發生

interrupt occurs

子行程執行
child  executes

中央處理器
CPU

輸入/輸出
Input/Output

行程排班佇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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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時系統中一個行程在它整個生命期，將在各種不同的排班佇列中，這當然要

看我們的需要設計，以及作業系統的設計。因此作業系統需按排班方式從佇列中選出

行程，讓所選出的行程讓中央處理器 CPU 來執行。而我們所執行的程式也可能只執
行一下子，然後就等待輸入/輸出 I/O的要求，但 I/O的時間，比 CPU 所需執行的時
間大上很多。在整批作業系統中，大部份的行程都會以 spooling儲存池的方式存到硬
碟或大型儲存裝置，等待一個一個的執行。 

分時系統的中程排班程式是將行程從記憶體中移開，因此而降低多元程式規化的

程度，然後再將行程放回記憶體中，並且放在它移開前的位置繼續執行，這種方法稱

為 swapping，如下圖所示。 

 

部份已執行置換出來的行程
partially excuted swapped-out processes

就緒佇列
ready queue

輸入/輸出等代佇列
I/O waiting queues

中央處理器
CPU

輸入/輸出
I/O

加入中程排班的佇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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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CPU排班是多元程式規畫作業系統的基礎，藉由不同的行程在 CPU執行中作轉
換，讓我們電腦的輸出產量提高。我們在分時系統的作業系統 Linux中，CPU一般都
是可搶先排班(Preemptive Scheduling)，也就是當某個程式 P1在執行時(某個行程在
使用 CPU資源)，此時，另外一個程式 P2可以強奪 P1程式 CPU的資源，而此時則
是 P2程式在執行。我們有多種 CPU排班法可以來決定是否使用這些排班，而它們評
估的標準有 CPU的使用率、CPU的產量、每一個行程回復時間、行程提出要求到第
一個反應出現所需的時間。 

CPU排班是決定將 CPU分配給就緒佇列中的那一個行程，我們將介紹先來先做
的排班方法、最短的工作先作的排班方法、優先順序的排班方法和依序循環的排班方

法。 

這是先來先作的排班法則，也就是 FCFS的演算法，行程 P1第一個到，因此先
將 CPU分配給它，等到 P1行程執行完再執行行程 P2。P3則是最後執行。當 P1行
成執行完 18 個單位時間，P2 才開始執行，此時 P2 已經等待了 18 個單位時間。同
理，P3等待了 24個單位時間。因此平均等待時間為(18+24)/3=14秒。這個圖又稱為
甘特圖。 

P1 P2 P3

行程 分割時間

P1

P2

P3

18 24 30

18

6

6

先來先作排班法First  Come  , First   Served  Scheduling

行程P1 的等待時間是0  ,  行程P2的等待時間是18 ,   行
程P3的等待時間是24 .  因此平均等待時間是

(0+18+24) /  3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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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最短的工作(行程 Process)先作的排班法。因為行程 P2和行程 P3所需
分割時間同為 6，因此可以作為先分配 CPU。而行程 P1所需分割的時間最長，所以
最後才分配 CPU 給行程 P1，此時 P1 已經等待了 12 個單位的時間。因此平均行程
所等待的時間 P1為 12、P2為 0、P3為 6，所以平均等待的時間為(12+0+6)/3=6。 

P2 P3 P1

行程 分割時間

P1

P2

P3

18

6

6

最短的工作先作排班法Shortest  Job  First   Scheduling

這是我們最短的工作(行程Process)先作的排班法。因
為行程P2和行程P3所需分割時間同為6，因此可以作為
先分配CPU。而行程P1所需分割的時間最長，所以最
後才分配CPU給行程P1，此時P1已經等待了12個單位
的時間。因此平均行程所等待的時間P1為12、P2為0、
P3為6，所以平均等待的時間為(12+0+6)/3=6。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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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先權的排班法則中行程 P1的優先權第 2，而它的等待時間是 3。行程 P2的
優先權是第 3，因此在甘特圖中它的等待時間是 13。行程 P3的優先權是第 5，因此
在甘特圖中，它的等待時間是 19。行程 P4的優先權是第 1，因此等待時間是 0。行
程 P5的優先權是第 4，等待時間是 18。 因此平均等待時間是(3+13+19+0+18) /  5 
= 10.6  . 

P4 P1 P2

行程 分割時間

P1

P2

P3

10

5

6

優先權的排班法Priority   Scheduling

行程P1 的等待時間是3  ,  行程P2的等待時間是13 ,   行
程P3的等待時間是19 . 行程P4的等待時間是0 ,   行程

P5的等待時間是18 因此平均等待時間是
(3+13+19+0+18) /  5 = 10.6  .

3 13

P4 3

P5 1

優先順序

2

3

5

1

4

P5 P3

18 190 25

 
 

 

 

 

18-8



 

這是我們 Round-Robin依序循環的工作排班法，我們假設每次分配 CPU給行程
3個單位的時間。P2在作完行程前總共等待 12秒，P3在作完行程前總共等待 15秒，
而 P1在行程作完前總共等待 18秒。因此平均等待時間是(12+15+18)/3=15秒。 

P1 P2 P1

行程 分割時間

P1

P2

P3

18

6

6

依序循環排班法Round-Robin Scheduling

這是我們RR的工作排班法，我們假設每次分配CPU給
行程3個單位的時間。P2在作完行程前總共等待12秒，
P3在作完行程前總共等待15秒，而P1在行程作完前總

共等待18秒。因此平均等待時間是
(12+15+18)/3=15秒。

6 12

P3 P1 P2 P3

18150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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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佇列之排班法則Multilevel Queue Scheduling，是根據行程的性質將它們分
成幾個不同的小組，最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區分為 foreground”前景執行”或background”
背景執行”。前景 foreground 代表交談式的行程，而背景 Background 代表的是整批
作業的行程。一般來說前景行程的優先權高於背景執行。多層佇列排班法則將就緒佇

列區分為五種獨立的佇列，行程一般都是按照行程得性質決定，例如行程的優先權、

記憶體的大小、作業系統設計的目地等。在我們的例子中，前景的行程使用

Round-Robin 依序循序排班的排班法則，而背景的行程使用 FCFS 先來先作排班法
則。因此，前景行程的優先權大於背景行程。Linux 作業系統使用多層佇列之排班法
則。 

系統行程
System Processes

交談式行程
Interactive processes

交談式編輯行程
Interactive editing processes

整批式行程
Batch processes

學生行程
Student processes

多層佇列之排班法則
Multilevel Queue Sche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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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Shell指令的執行過程 
 

當我們在終端機上下達指令，這時預設的 bash(Bourne shell為父行程)，就會使
用 fork產生子行程，然後子行程會使用 Exec去執行我們所下達的指令，當指令完成
時，而 Bash父行程又回到 exec等待我們下達新的指令。 

 

我們在終端機上，下達 ps。 

 
 

這時 bash行程 1545就會使用 fork產生 1637編號的子行程，然後執行 ps。 

 
 

執行完 ps後又回到了指令直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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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h

Bash
子行程Child

父行程
Parent

fork

Bash

ps
執行exec ps

父行程
Parent

Bash

父行程
parent

當我們在終端機上下達ps指令，這時預設的Bash(Bourne shell為
父行程)，就會使用fork產生子行程，然後子行程會使用Exec去
執行我們所下達的指令ps，當指令完成時，而Bash父行程又回

到exec等待我們下達新的指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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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行程的屬性 
 
我們可以使用 ps 來觀看目前行程的狀態。我們加入一些參數，就可以看到我們

所要指定的情況。 

指令﹕ps 

參數: 
-a﹕顯示所有在終端機執行的行程資訊，包括其它使用者的行程。 

-e或 -A﹕顯示所有在系統執行的行程資訊。 

-j﹕顯示工作的資訊(包含 Parent PID、group ID,session ID)。 

-l﹕顯示行程的狀態。 

-r﹕顯示狀態正在執行的行程。 

-u﹕顯示使用者行程的資訊。 

-x﹕顯示行程的所有資訊，而沒有包含 TTYs。 

-f﹕顯示行程間的階層與關係。 

我們使用 ps a顯示所有在終端機執行的行程資訊，包括其它使用者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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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狀態 state 說明 

D 非中斷式 sleep(通常為 I/O 輸入/輸出) 

N 低優先權行程(被 Nice 過的行程) 

R 被排在執行佇列中，隨時會被執行的行程 

S Sleeping ，正在睡眠中 

T Traced 或 stopped 追蹤或停止 

Z Zombie，已經被停止的行程 

W 被 swapped 到硬碟的行程 

 

行程符號 說明 

PID 
為行程的編號，每一個行程都有它自己唯一

的行程編號。 

TTY 行程執行時的終端機。 

STAT 行程的狀態 

TIME 行程已經執行的時間。 

CMD 行程被執行的指令名稱 

 

我們使用 ps -j顯示工作的資訊(包含 Parent PID、group ID,session ID)。 

 
我們使用 ps -r顯示狀態正在執行的行程。 

 
我們使用 ps -l顯示行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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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ps -u顯示使用者行程的資訊。 

 
 

我們使用 ps -e顯示所有在系統執行的行程資訊。 

 



 18 行 程 

我們使用 ps -x顯示行程的所有資訊，而沒有包含 TTYs。More是分段的意義。 

 
我們使用 ps -aux顯示行程的所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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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ps –e f就可以看到行程的階層父子關係。 

 
我們可以看到行程編號為 2633的是行程編號為 2634的父行程。 

 

 

18-17 



 18 行 程 

 

欄位 說明 

PID 為行程的編號，每一個行程都有它自己唯一的行程編號。 

TTY 行程執行時的終端機。 

STAT 行程的狀態 

TIME 行程已經執行的時間。 

CMD 行程被執行的指令名稱 

USER 行程的執行用者 

%CPU 所用 CPU 與所花費的時間的比率 

%MEM 記憶體的使用率 

VSZ VIRTUAL SIZE，行程在記憶體映像中的大小。 

RSS 行程在實體記憶體中所佔的大小，單位KBYTES 

START 開使執行行程的時間 

F 旗標。指出行程是屬於使用者 USER 或核心 Kernel。 

UID 行程執行者的使用者 ID 

PRI 行程被排班的優先權 

PPID 父行程的行程 ID 

NI Nice 的值，Nice 為降低優先權 

WCHAN 
等待頻道，當為 Null 空時，表示行程正在執行，當行程在就緒時

為Waiting for 

 

當我們要殺掉指定的程式或行程時，我們可以使用 Kill指令將該行程的編號殺掉
及可。我們使用 kill 2643 將編號為 2643的行程給終止。 

語法： 
指令﹕kill 

 
如果我們想顯示 CPU即時的資訊，我們可以使用 top指令。 

每格數秒就會更新最新的行程資訊。我們按下 q就可以離開 to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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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顯示 CPU使用情形時，按下 h就可以看到 top的功能鍵功能。 

 
當我們按下 u，再輸入使用者，則可以顯示該使用者的情況。 



 18 行 程 

 
 

當我們按下 P時，就可以依照 CPU的使用率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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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行程和工作控制 
 
我們可以在 Linux 上作行程和工作的管理，這包含了新建立(new)行程、行程的

終止(zombie)、和正在背景或前景執行的行程、暫停行程、或將行程將背景執行或前
景執行作轉換。 

 

18-3-1 前景和背景行程 
 
當我們在終端機上打上指令，然後按下<Enter>，shell就會執行我們的指令，而

且回傳和顯示 shell提示。當我們的指令在執行時，我們無法再下達新的指令給 shell，
直到我們先前的工作已經作完時，而且 shell 回傳時，我們才可以再度下達。當我們
的指令以這種方式執行，我們稱為在『前景』foreground執行。當前景在執行時，它
會保留鍵盤和顯示器的控制權。 

當有些時後，我們需要在 Linux上執行一些需要很久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而當
這些工作執行時，我們又希望作一些其它的工作。這時我們就需要將指令下到『背景』

background 去。當我們下達在『背景』執行的命令時，只要在指令後面加上&(and
的符號)。 

背景行程在高 nice的情況下，也就是低優先權。因此當其它高優先權的行程執行
完，才會輪到它使用 CPU。 

前景執行 
指令﹕ 

command 

 

背景執行 
指令﹕ 

comm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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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執行 find的指令來尋找和 mail有關的檔案，再將檔案輸入到 foo.txt的檔
案中，這是會花費很多的時間。而我們要等待它執行完才能執行下一個動作或指令。 

 
這是我們編輯 foo.txt的情況。 

 
這是我們使用 find指令找到有關mail檔案的情況並將它輸入到 foo.txt。 

 
當我們執行 find 的指令來尋找和 mail 有關的檔案並且讓它在背景執行，再將檔

案輸入到 foo.txt的檔案中，這是會花費很多的時間，但它是在背景執行。因此我們不
需等待它執行完才能下下一個動作或指令。 

我們在背景執行 find 指令，我們輸入 jobs 就可以看到正在執行的工作了。而這
就是在背景執行的 find。 

 
 

 

 

 
這是工作編號 這是狀態欄位 這是指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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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工作都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來執行，因此放到背景是很好的。例如﹕sort
排列指令、編譯 cc 或 make指令、find尋找檔案指令。我們使用 fg指令就可以將背
景的行程帶到前景來執行。 

指令﹕ 
fg [%jobid] 

參數﹕ 
%或%+﹕目前的工作。 

%-﹕前一個工作。 

%N﹕工作編號 N。 

%Name﹕工作開始的名稱。 

%?Name﹕指令包含名稱。 

我們使用 vi 來編輯 foo.txt檔。 

 
我們使用<Ctrl-z>來暫停使用 vi編輯 foo.txt檔。 

我們可以使用 jobs 來觀看目前的工作情況，可以看到我們的 vim foo.txt 的狀態
是暫停 Stopped。 

 
我們現在要再次的編輯它，只要使用 fg %1，就可以將第一個工作給移到前景，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始編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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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我們也可以將被暫停的工作丟到背景去，我們可以使用下列的指令 bg。當在編
譯 compile檔案時，我們就可以使用 bg，將它丟到背景去執行。 

指令﹕ 
bg [%jobid] 

參數﹕ 
%或%+﹕目前的工作。 

%-﹕前一個工作。 

%N﹕工作編號 N。 

%Name﹕工作開始的名稱。 

%?Name﹕指令包含名稱。 

當我們要了解有哪一些工作時，可以使用指令 jobs。 

指令﹕ 
jobs 

參數﹕ 
-l﹕顯示該工作的行程編號。 

我們使用 jobs –l就可以顯示所有的工作，和該工作的行程編號。 

 
vim的行程編號 PID為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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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Linux背景行程 Daemons 
 
任何在背景執行的程式都可以叫作 Daemon。Daemons 背景行程提供各式各樣

的服務給我們的使用者，和系統管理的工作，例如﹕列印、e-mail都是經過背景行程
的服務。列印服務是由列印背景行程 Daemon 所提供，而 e-mail 服務是由 smtpd 
daemon所提供，而網路瀏覽服務是由 httpd 背景行程所提供。 

 

18-3-3 指令平行和循序的執行 
 
我們可以在一行命令區輸入多個指令當作是平行或是循序的執行。 

這是我們在一行命令區輸入多個指令當作是循序的執行。 

語法﹕ 
指令 1﹔指令 2﹔指令 3﹔….﹔指令 N 

我們使用分號當作是循序指令的分別。我們第一個是輸入 date 指令，第二個是
輸入 echo 指令，我們第三個是輸入 who 指令，它們會循序的先從 date 執行，執行
完再執行 echo指令，最後才會執行 who指令。 

 
 

這是我們在一行命令區輸入多個指令當作是平行的執行(parallel execution)。 

語法﹕ 
指令 1&指令 2&指令 3&….&指令 N& 

我們使用&當作是平行指令的執行。我們第一個是輸入 date指令，第二個是輸入
echo指令，我們第三個是輸入 who指令。它們會平行的執行。我們 date的行程編號
是 2303，然後我們 echo的行程編號是 2304。 

 

18-25 



 18 行 程 

 
我們在最後也加入&符號，表示 date、echo、who 是平行的執行，因此 date 的

行程編號為 2312、ehco的行程編號為 2313、who的行程編號為 2314。 

 
 

Linux提供我們在 shell中執行它的子行程 child process，而我們將一群命令使用
括號將它們包起來，這就稱為群組指令command grouping。因為這些指令都是由shell
的子行程逐一循序執行。 

我們使用括號將指令給括號起來，當群組指令。 

 
我們可以輸入(date;echo “大家好”)&在背景執行。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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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 指令和行程不正常的中斷 
 
當我們執行指令時，它會執行到結束，最後才中斷。當我們想中斷正在執行的指

令，我們可以使用<Ctrl+c>來將前景目前的行程來中斷。我們常用 kill 指令作軟體中
斷，並將中斷的信號 siganl送給行程。Signal信號可分為內部信號 internal signal和
外部信號 external signal。內部信號 internal siganl是由行程內部自己發出，而外部
信號 external signal則是像<Ctrl+c>是由外部所產生。 

 

18-4 在 Linux上的行程階層(Process Hierarchy in Linux) 
 

當我們開啟 Linux 作業系統，LILO(Linux Loader)就會從硬碟載入 Linux 的核心
到記憶體。它初始化我們的硬體元件，像是硬碟控制器(Disk Controller)，然後 Linux
進入保護模式(protected mode)載入作業系統，然後初始化各種核心資料結構，像
I-node和檔案表(file tables)。這個行程的 PID為 0。它開啟這 init行程(此行程 PID為
1)，而 init行程則執行其它行程的啟動 starts。這個 init行程啟動 daemons背景行程
kflushd、kupdated、kpiod、kswapd….(這是在Mandrake上的行程，在 Redhat上則
可由底下的階層可知，但皆大同小異，只是名稱的不同，內容其實還是相同的)。Init
行程然後會初始化檔案系統，然後掛載到根 root目錄上，然後它會執行/sbin/init的程
式，然後在每個終端機上執行 getty行程。Getty行程會設定終端機的屬性，然後它會
顯示 login的畫面，讓我們登錄系統。當我們登錄系統時，getty行程就會 fork子行程，
然後它就會執行 login的行程這個行程會找尋在/etc/passwd檔案上的名稱和密碼是否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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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我們使用 pstree看看行程間的階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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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ps –aux|more顯示行程的 PID順序。 

 
 

我們使用 ps –e f|more指令，觀看整個 Linux行程的階層。行程編號 994為啟動
xinetd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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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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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上的行程階層，我們可以看到最上層的為 init行程，而這個行程顯示我
們有個使用者正在使用 Bash shell當作是 login shell來執行 find指令和 ps指令。因
此當我們登錄 Linux時，系統會為我們建立 login行程，然後建立 login shell，然後這
個 shell執行或直譯我們的指令。 

init

httpdmingettymingettymingettykswapdxinetd inetdcrond

bash

find

login

ps

在Linux上的行程階層

 

18-5 開機程序 
 
開機時第一個動作就是由 LILO將作業系統的核心載入。 

我們可以使用 locate lilo.conf來找尋 lilo的設定檔，它一般是放在/etc的目錄下。 

 
我們使用 vi 來編輯 lilo的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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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行 程 

 
第一行的 prompt為設定對話模式。 

第二行的 timeout是設定等候使用者的時間，單位是 0.1秒，因此 50代表等候 5
秒。第四行的 boot 為指定 lilo 的啟動磁區在哪一個分割區。第十行的 image 為放置
Linux核心的地方，我們預設是放在/boot目錄下。 

 
當載入核心後，系統會進入執行/sbin/init執行作業系統上的各個行程，然後再設

定作業系統的環境變數(系統設定檔/etc/rc.d/rc.sysinit)，最後執行開機模式(開機模式
在/etc/inittab)。 

這是我們在/etc/inittab所設定開機的模式。 

Run level 說明 

0 關機 

1 單人使用模式 

2 多人使用模式(無支援 NFS) 

3 完整多人使用模式 

4 未使用模式 

5 X 視窗模式 

6 重新開機模式 

 

我們使用 vi /etc/inittab編輯設定開機模式檔，我們第 18行 id:5設定為 X11開機。
(開機時顯示 X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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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 shutdown或 halt指令就可以關機。這是指定在早上 8:00關機。 

 
這是指定電腦在三分鐘後關機。 

 
這是指定電腦立刻關機。 

 
這是指定電腦重新開機。 

 
 

將電腦關機。語法﹕ 
指令﹕shutdown 

將電腦關機。語法﹕ 
指令﹕halt 

將電腦重新開機。語法﹕ 
指令﹕re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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