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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Turbolinux 

1.1. Linux 简介 

Linux 操作系统 1991 年诞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发起人是一位名为 Linus Torvalds 的大

学生。但是养育她的却是全球数不胜数的通过国际互联网络相互协作的计算机高手, 继承的是

Unix 系统将近 30 年技术精华。 

从 1991 年 10 月的 0.02 版至今, Linux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免费软件

包。Linux 凭借高效率的核心, 加上不计其数的应用程序, 成为当前众多操作系统中的佼佼者.

同时, Linux 具有强大的网络功能, 能很好地支持 Internet / Intranet。 在相同硬件环境下, Linux

能提供更好的性能。 

Linux 是目前唯一可免费获得的, 为 PC 机提供多用户, 多任务, 多进程功能的操作系统。

安装使用 Linux, 可以亲身体验成为系统管理员的个中滋味; 可以有机会了解世界上流行的

UNIX 操作系统; 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开放一些服务而建立自己的网站。 

Linux 全面支持 32 位和 64 位多任务处理, 完全符合 X/Open 标准, 具有完全自由的 X 

Window 实现。现有的大部分基于 X 的程序不需要任何修改就能在 Linux 上运行。 

如同所有 Unix 产品一样, Linux 拥有先进的网络特性。因为 Linux 的开发是通过 Internet

进行的, 所以 Linux 对网络的支持更出色。 Linux 是网络服务器系统的良好选择, 现在, 占很

大比例的 ISP, 大学实验室和商业公司都把 Linux 作为网络服务器的首选, 因为他们都希望拥

有很可靠, 安全的服务器和网络。 Linux 对其他操作系统可以做到无缝支持, 简单, 紧密地融

合到用户的网络环境中。 

Linux 不断发展壮大, 现在已经能够良好的运行在 PowerPC, Macintosh, Amiga, S390, 

Sun , DEC 等多种体系结构的计算机上。 

1.2. Turbolinux 简介 

本公司从 1997 年夏天开始开发 Linux 操作系统, 同年 12 月发售 Turbolinux 1.0 版本。当

初的设计就是一种国际化版本, 在本地化上没有任何问题, 当时是唯一很好的支持多国语言的

Linux 版本。所以, Turbolinux 在日本, 中国, 韩国等双字节语言圈内颇受好评, 在亚洲地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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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最高。现在的产品阵容也增加了很多, 主要产品有:  

n Turbolinux Workstation (工作站, 开发专用) 

n Turbolinux Server     (服务器, 网络服务专用) 

n Turbolinux Cluster Server   (集群服务器) 

n Turbolinux DataServer  (数据库服务器) 

n Turbolinux TurboHA   (高可靠性集群服务器) 

n EnFuzion             (并行计算集群服务器) 

n Turbolinux PowerSolutions  (中小企业总体解决方案) 

这是 Turbolinux 除 “国际化” 外的另一显著特点 “高性能” 。 

Turbolinux 以 GPL为宗旨, 同时在发布版本中增加了许多必须的商业软件, 安装支持, 手

册。最基本的 Turbolinux 软件部分是免费的。 

Turbolinux 公司以 FTP 方式广泛公开了 “Turbolinux FTP 版本” , 包括所有不受商业限制

的软件和源码, 因此除商用软件外, 全部都可以自由下载, 最大程度的推进自由软件。 

今后 Turbolinux 仍将根据 Linux 的信念, 为提供更好的计算环境而努力。  

 

2.  准备安装 

2.1. 安装流程 

Turbolinux 7 DataServer 的安装既可以以图形方式进行也可以以文本方式进行。 

如果安装程序能够识别您的显示卡, 那么您可以以图形方式进行系统安装。如果安装程序

不能自动识别您的显示卡，如果您的显示卡支持 VESA，仍然可以以以图形方式进行系统安装。

如果您的显示卡太老，连 VESA也不支持，那么只好以文本方式进行系统安装。 

图形方式, 文本方式的安装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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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图形方式 

启动安装程序 

选择 GUI 安装 

启动 GUI 安装 

选择安装方式  

设置键盘 

设置鼠标 

磁盘分区 

引导装入程序 

确认设置 

系统安装 

安装完成 

引导盘制作 

设置网络 

设置时区 

设置账号 

选择安装类型 

X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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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文本方式 

 

 
 
 
 
 
 
 
 
 
 
 
 
 
 
 
 
 

启动安装程序 

选择语言 

设置键盘 

安装类型 

磁盘分区 

设置 LILO 

设置网络 

选择时区 

设置 Root 密码 

安装类型 

安装开始 

安装完成 

创建引导盘 

系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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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统升级 

    最新的 Turbolinux 7 DataServer 版本可以对现有的 Turbolinux 系统进行升级。升级安装一

方面可以继承原有的系统环境, 另一方面对各种应用程序进行升级。升级安装的方法请参照后

面章节的 “升级安装” 部分。 
升级安装仅适用以下版本, 不能从其他版本的系统进行升级。 

n Turbolinux DataServer 6 Maint.release 
 

注意事项 

您必须对现有系统进行数据备份之后才能进行升级, 在升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外有可

能造成数据永久不可恢复的破坏! 

在对使用 LVM (逻辑卷管理程序) 的系统进行升级时,  

请注意以下问题: 

    安装程序不能识别LVM, 因此, 在由LVM实现的虚拟盘上有以下目录 (directory) 时不能

正常升级。为正常进行升级, 必须把这些目录从 LVM 移动到正常的分区上, 然后进行升级, 如

果没有这些目录可以直接升级。在 LVM 上影响升级的这些目录是: 

n / 
n /bin 
n /dev 
n /etc 
n /home 
n /lib 
n /lost+found 
n /misc 
n /mnt 
n /root 
n /sbin 
n /tmp 
n /usr 
n /v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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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确认硬件配置 

在安装之前请确认您的计算机硬件配置, 需要确认的项目如下:  

n CPU 
n 存储器容量 

n 硬盘构成, 容量 

n 磁盘控制器 

n CD-ROM 驱动器 

n BIOS (能否从 CD-ROM 驱动器启动)  

n 键盘种类 

n 鼠标种类 

n 显示卡种类 (厂家名称, 产品名称, RAM 容量)  

n 显示器 (厂家名称, 产品名称, 最高分辨率, 同步频率)  

n 网卡种类 

n 有无 PC 卡 (PCMCIA)  

    对这些设备要确认其生产厂家名称, 产品名称, 连接方法等。通常 Turbolinux 的安装程序

能自动识别这些设备。但有时也可能无法正确检测。这些信息的获得通常是您购买计算机时所

附带的手册。如果您对这些硬件信息不甚了解, 您也可以试着直接安装, 对于大多数硬件来说

linux 的兼容性还是比较好, 绝大多数可以自动检测。 

2.4. 确认网络环境 

如果需要连接网络, 必须确认以下项目。如果您不了解, 请向网络管理人员进行咨询。 

n 主机名 

n IP 地址 

n 子网掩码 

n 网关 IP 地址 

n 有无 DHCP 服务器, 如果有, 其 IP 地址 

n DNS 服务器 IP 地址 

n 连接的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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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确认磁盘空间 (分区)  

安装时所选择的安装类型决定了安装 Turbolinux 所需要的存储空间, 最大安装大约需要 

2G 的容量。 

分区就是指把一个物理硬盘分成多个逻辑部分, 这样, 在一个硬盘上可以有多个操作系

统同时存在。硬盘也只有在分区之后才能安装操作系统。 

如果您的计算机已经安装了其他操作系统, 请删除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分区, 为 Linux 的

安装预留足够的空间, 完全安装大约需要 2G 的空间。 

2.6. 安装程序的启动方法 

安装 Turbolinux 有两种方法:  

1. 用光盘启动, 然后进行安装, 这是最简单, 直接的安装方法。 

2. 用软盘启动, 然后进行安装, 采用这种方法必须制作“安装软盘”。 

3. 用硬盘安装，拷贝光盘上的内容到硬盘，用 loadlin 开始安装。  

 

2.6.1. 用光盘启动 

    如果您的计算机支持光盘启动, 我们就可以使用光盘安装, 如果要使用这种安装方式请调

整您的 BIOS 为光盘优先启动。 如为 IDE 光驱, 应设置让 BIOS 自动检测该设备。 

2.6.2. 从软盘安装 

如果需要从软盘安装系统需要制作安装软盘。 

“安装软盘” 根据用途不同分为几种, 在”安装光盘” 内分别有不同的映像文件。 “安装软

盘” 即由该映像文件制作。 

盘的种类 映像文件 用途 

引导盘 boot.img 用 该 软 盘 启 动 , 然 后 用 安 装 光 盘 安 装

Turbolinux 
网络引导盘 network.img 通过网络安装 Turbolinux 

PCMCIA-NET 引

导盘 

pcmcian.img 支持 pcmcia 的网卡，通过网络安装 Turbo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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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CIA-SCSI 引

导盘 

pcmcias.img  使用 pcmcia 卡的 SCSI 接口光驱, 通过光盘安

装 Turbolinux 

无论是 Linux 系统, 还是 Windows 或 MS—DOS 系统均能制作”安装软盘”。    

制作方法如下: 

1. 在 Windows (MS-DOS) 系统上的制作方法 

把 “安装光盘” 插入光驱, 假定光驱为 D.双击 “我的电脑”, 双击 D 盘, 双击 \dosutils 目

录。 

把已经格式化的 1.44MB软盘插入到软驱内 (A 盘) 。 

制作 “引导盘” , 双击文件 boot.bat。 

制作 “网络引导盘” , 双击文件 network.bat。 

    制作 “PCMICA-NET 引导盘” , 双击文件 pcmcia-n.bat。 

制作 “PCMCIA-SCSI 引导盘” , 双击文件 pcmcia-s.bat。 

若对上述各文件进行双击, 出现 DOS 窗口, 显示如下信息: 

Please insert a formatted diskette into drive A:and press-ENTER-: 
如果您已经插入软盘, 请按下[Enter]键。 

2. 在 Linux 上制作安装软盘 

    首先把 Turbolinux “安装光盘” 插入到光驱, 然后加载光盘: mount /mnt/cdrom(如果您不能

加载成功, 请查阅 mount 的 man page)。 然后, 改变当前目录到 “安装光盘” 内的 image 目

录: cd /mnt/cdrom 

把 1.44MB软盘插入到软驱。 

制作 “引导盘” 的命令:  

dd  if=boot.img of=/dev/fd0 bs=1k 。 

制作 “网络引导盘” 的命令: 

dd  if=network.img of=/dev/fd0 bs=1k 。 

制作 “PCMCIA-NET 引导盘” 的命令: 

dd  if=pcmcia-n.img of=/dev/fd0 bs=1k 。 

制作 “PCMCIA-SCSI 引导盘” 的命令:   

dd  if=pcmcia-s.img of=/dev/fd0 bs=1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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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安装 

3.1. 启动安装程序 

把 “安装光盘” 插入光驱, 或者把 “安装软盘” 插入软驱, 重新启动计算机, 稍过一会儿

显示出 boot:  

您可以按照画面提示选择文本或图形模式的安装,也可以手工输入特殊的安装模式.(这些
模式可以同时使用,例如 install noprobe nousb vga16) 
1. install noprobe 安装时不检测硬件，手工选择硬件驱动。 

2. install nousb   检测某些usb设备会造成死机,选择此参数忽略usb设备检测 

3. install vga16   图形安装时采用VGA16图形模式 

4. install lowres  图形安装采用640*480的分辨率而不是默认的800x600 

5. install driverdisk  安装时提示插入新的设备驱动的驱动软盘,软盘可由我们提供,或

自己编译内核得到新的硬件驱动模块. 
如果您过一会儿仍未进行选择的话, 系统自动选择图形模式的安装 

3-1-1 选择安装方式 

您可以按照画面提示选择文本或图形模式的安装。如果, 您过一会儿仍未进行选择的话,  

系统自动选择图形模式的安装。 

n 图形模式 

这是一种很友好的安装界面, 建议用户采用, 这是系统默认的系统安装模式。 

n 文本方式 

如果您的硬件不支持图形或者有特殊需要您也可以选择文本模式安装。进入文本方式的步

骤是:系统启动, 出现 boot 提示符后, 请输入 text, 然后按下[Enter] 键。如果您的硬件不

支持图形, 系统也会自动进入文本模式的安装。 

n 键盘操作方法 

项目间的光标移动 [Tab] 或 [Alt] + [Tab] 

项目内的光标移动 [ á ]或 [ â ] 

复选框的选择 [ Space ] 

选择项目的确定 [ 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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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方式 

根据启动方式的不同您可以选择不同的安装方式。安装方法有以下 3 种。 

n CDROM (光盘) 

n Hard drive (硬盘) 

n NFS image (NFS 方式) 

启动工具 安装方式 

安装光盘 光盘 硬盘 

软盘引导盘 光盘 硬盘 NFS 方式 

网络引导盘 NFS 方式 

PCMCIA-NET 引导盘 NFS 方式 

PCMCIA-SCSI 引 导

盘 

Local CD-ROM, Hard drive 

3.2.1. 光盘安装 

这是一种最为方便, 快速的安装方式, 如果您的计算机支持这种方式建议采用 

3.2.2. 硬盘 

如果您需要采用这种方式, 请预先把 turbo 目录下所有文件拷贝到您的本机硬盘上。从列

表中选择包括 turbo 目录在内的分区的设备 (device) 名称。请输入 turbo 所在的目录路径。 

3.2.3. NFS 方式 

如果您需要这种方式的安装, 请确认在您的网络上已经有一台 NFS 服务器输出

Turbolinux 安装盘及其所有的文件和目录。 

选择 “NFS 方式” , 按下[确认], 显示出[设置 TCP/IP]画面。 

n [设置 TCP/IP] 

如果对您的网络有不明之处请咨询您的网络管理员, 下面是对网络设置的详细说明 

1. 使用动态 IP 地址(BOOTP/DHCP)  

如果您的网络上有 BOOTP 服务器或 DHCP 服务器时, 您可以选择这种设置, 采用这种方

式的设置网络地址会自动获得。当您使用这种方式时您可以不用考虑下面的设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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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静态 IP 地址 

如果您的网络上没有 BOOTP 服务器或 DHCP 服务器, 或者您的网络服务器需要静态 IP

地址时, 您需要设置如下项目。 

IP 地址 输入主机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输入所用网络的子网掩码 

缺省网关 (IP)  输入缺省网关的 IP 地址 

域名服务器 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输入结束后, 按下[确认], 显示出 “NFS 安装设置” 画面。 

n  “NFS 安装设置”  

采用 NFS 方式安装必须设置如下从参数:  

NFS 服务器名称 NFS 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安装目录 用全路径指定输出 turbo 所有文件的目录。 

输入结束后, 按下[确认]。稍等一会儿, 自动检测完鼠标和显示卡后, 会使用 X Window 

的图形界面进行系统安装。如果您的鼠标或显示卡很特殊, 不能自动识别, 系统会自动进入文

本界面的安装程序。 

3.3. 安装方法 

最新版本的 Turbolinux 7 DataServer 支持以下安装方法: 

n 标准安装 

n 升级安装 

3.3.1. 标准安装 

    如果您需要新安装一份 Turbolinux 7 DataServer 或者需要重新安装您的系统请选择这种

方法。 

3.3.2. 升级安装 

如果您已经安装了 Turbolinux DataServer , 您需要升级您的应用程序, 同时还要保留原有

的系统环境, 请您选择这种安装方法。 

升级安装仅适用以下版本: 

n Turbolinux DataServer 6 Maint.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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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升级之前, 请做好您的数据备份, 升级过程中的各种意外都可能造成您的数据不

可恢复的破坏。 

您可以用[安装信息] 来确认设置内容, 选择[详细信息]显示详细说明。 

3.4. 设置键盘 

     请选择您所用的键盘的种类, 中文用户一般选择[普通101键]就可以了, 当使用日语键盘

时, 选择[日语 106/109 键盘]。当使用 PC98XX 系列和 101 英语键盘时, 请从下拉菜单中进行

选择。可以在画面下方的文本输入区对已选键盘进行测试确认。建议特别检查 “*∣~^&+;[`=$” 

这些特殊符号能否正确输入。 

     请注意, 画面中的键盘图像会根据您选择的不同键盘自动变化, 但这仅仅是一个参考, 

请测试您的键盘。 

     如果您的键盘很特殊, 这里已有的键盘类型没有包括, 请选择[高级]进行设置。 

3.5. 设置鼠标 

       通常情况下, 请选择自动检测出的鼠标类型。当未自动检测或检测错误时, 请手动选择, 

如果鼠标中键没有反应, 请选中[模拟三键鼠标]。 

手动选择时, 首先选择鼠标的连接类型。 

n PS/2 (圆口鼠标) 

n 串口连接 (方口鼠标) 

n USB连接 

     选择串口鼠标时, 还需要选择连接鼠标用的端口。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鼠标类型。当采用

[模拟 3 键鼠标]时, 同时按压鼠标的左右键, 这时进行的就是 3 键鼠标中键的动作。X Window 

设计的是使用 3 键鼠标, 所以, 当使用两键鼠标时, 请您选择[模拟 3 键鼠标]。 

     鼠标的设置可以在鼠标测试区进行测试, 把光标移动到鼠标测试区, 请单击确认右键, 

左键, 中键 (在 2 键的情况下同时按下左右键) 。 

     如果单击的相应键变化, 则说明鼠标设置正确。如果有错误, 请重新设置您的鼠标。 

     如果您需要精细设置, 请选择[高级], 如果您选择鼠标类型错误, 很可能不能完成系统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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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磁盘分区 

     安装 Linux 必须要有适合 Linux 使用的分区, Turbolinux DataServer 的分区方法有如下三

种: 

n 自动磁盘分区 

n TFDisk 
n fdisk/parted 

     如果您是新装系统或者您对分区很不熟悉, 请使用[自动磁盘分区], 注意, 这种方式的分

区方式将破坏您硬盘上所有的已有数据! 

      fdisk 或 parted 为手动分区工具。TFDisk 是图形界面的分区工具, 方便直观, 用鼠标就

可以完成分区工作。 fdisk 是广泛流传的文本界面的 Linux 的分区工具, 通过键盘输入命令行

进行分区设置。 

      下面是关于磁盘分区的详细讲解。 

3.6.1. 自动磁盘分区 

这种磁盘分区方式是是把原有的分区全部删除, 然后重新建立 linux 所需要的分区, 所以

这种方式会删除所有原有系统的数据。 

如果您的系统有不想删除的分区和数据时, 请采用其他两种方式进行手动分区。 

3.6.2. TFDisk 

这是一个图形界面的分区工具, 您可以使用鼠标对各个分区进行调整。由 TFDisk 进行的

磁盘分区在进入下一步之前可以用[读取]功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如果您的计算机连接了多块硬盘, 则硬盘设备分别用设备/dev/hda, /dev/hdb 等表示。 通过

对不同硬盘设备的选择可以对不同的硬盘进行分区。 

    通常, IDE 硬盘(IDE0, IDE1… ) 用/dev/had, /dev/hdb… 等表示, scsi 硬盘采用 /dev/sda 等表

示。 

最上面的蓝条表示硬盘设备, 若点击该蓝条, 则显示出该硬盘驱动器的信息。 

蓝条上方的不同分页表示不同的硬盘, 单击可以选择。 

    蓝条下方的灰色或褐色条是硬盘设备的各个分区, 点击各个分区则显示该分区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通过选择[修改]或[删除]按钮修改或删除该分区。注意, 对扩展分区的修改或删除

只能在删除其所拥有的逻辑分区之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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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条表示未分区的空白磁盘空间, 褐色条表示原有的磁盘空间, 浅蓝色条表示修改过

的磁盘空间。      

     下面是对分区, 类型, 使用方法等的详细描述。 

n 分区 

分区就是指把一个物理硬盘分成多个逻辑部分, 对硬盘进行分区的目的主要有三个:    

1. 使硬盘初始化, 以便使硬盘可以格式化和存储数据。 

2. 用来分隔不同的操作系统, 以保证多个操作系统在同一硬盘上正常运行, 硬盘也只有

在分区之后才能安装操作系统。 

3. 便于管理, 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数据进行分类存储, 另外也可以更好的利用磁盘空间。 

新的分区只有在空白分区内才能建立, 安装 Turbolinux 最少需要 2 个分区,  1 个是/  (root) 

分区, 另一个是交换分区。 

Turbolinux 全部安装大约需要 2G 的磁盘空间, 如果您的硬盘设备没有足够的空白分区, 

请重新划分或修改您的分区, 但这样会破坏掉原有数据; 或者您也可以安装一块新的物理硬

盘。 

建立新分区时, 如果您有多个硬盘, 请首先选择您需要分区的物理设备。如果您需要分区

的数目包含原有分区大于四个, 请您建立扩展分区。 

建立新分区的方法是 :点击选择灰色条表示的空白分区, 选择[新建], 从弹出对话框的下

拉菜单中选择分区类型, 以 M 为单位的磁盘空间大小和磁盘加载点, 最后确认。 

修改原有分区的方法是:点击灰色或褐色条表示的已分区的磁盘空间, 然后选择修改。您

修改的只能是磁盘类型和加载点。如果您需要改变磁盘空间的大小, 只能是删除原有的分区及

其分区上的数据后, 重新建立该分区。 

建议您建立一个小的 /boot 分区, 系统启动和其它核心程序就安装在该分区, 单独建立

的 /boot 分区可以更好的保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通常该分区有 64M 就足够了。 

n 分区类型 

下表是您可以选择的分区类型及其详细说明。 

Linux ext2 默认的 Linux 分区类型。 

Linux swap 交换分区, 推荐 128M 

DOS extend 扩展分区 

Linux ext3 新的 Linux 分区类型 

Reiser FS Linux 日志文件系统 

Linux RAID 建立 RAID 用的分区 



 17

Raw I/O 裸设备分区, 主要应用于使用数据库 

MSDOS FAT  DOS 兼容分区 

n 容量 (MB)  

    分区的大小, 单位为 MB。 

n 加载点 (mount point)  

下表是加载点的详细描述: 

/ / (root)分区是安装 / 目录的分区, 必须建立 

/boot / (boot)分区是安装各种启动文件区, 推荐建立 

/home 建立普通用户目录和数据, 推荐建立, 这样可以分隔系统和用户数据 

/usr 在/usr 分区中存放 RPM 软件包和其他软件, 推荐建立 

/opt /opt 分区通常不需要建立, 但有一部分应用软件等可能用到 

/tmp 临时存放文件的分区, 其占用空间动态变化, 推荐建立 

/var 在存放各种日志邮件, 伪脱机打印文件。其占用空间是动态变化, 推荐建立 

上述各个分区中, 您必须建立的分区是 / (root) 分区, 其他分区您也可以不建立, 系统安

装过程中会自动建立相应的目录, 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也不会出错。 

上述各个分区如果您建立的话, 系统安装和启动过程中是通过加载该分区到对应目录下

使用的, linux 和 unix 系统一样都使用先进的树状目录结构。 

n 现有分区的设置      

假定您已经有一个 Windows 用的 FAT 分区, 您可以设置在 Linux 下访问该分区, 请在分

区设置过程中不要修改或使用该分区, 待系统安装完成后, 修改/dev/fstab 或使用 fscfg 命令进

行增加或修改。 

n RAID 
    RAID 是英文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的缩写, 翻译成中文即为独立磁盘冗余

阵列, 或简称磁盘阵列。简单的说, RAID 是一种把多块独立的硬盘 (物理硬盘) 按不同方式组

合起来形成一个硬盘组 (逻辑硬盘) , 从而提供比单个硬盘更高的存储性能和提供数据冗余的

技术。组成磁盘阵列的不同方式就是 RAID 级别 (RAID Level) 。 

    数据冗余就是用户数据一旦损坏后, 利用冗余信息可以使损坏数据加以恢复, 从而保障用

户数据安全的特性。 

在用户看起来, 组成的磁盘阵列就像是一个硬盘, 用户可以对它进行分区, 格式化等操作, 

这些操作与对单个硬盘的操作一模一样。 

    RAID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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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 技术经过不断的发展, 现在已拥有了从 RAID 0 到 6 七种基本的 RAID 级别。另

外, 还有一些基本 RAID 级别的组合形式, 如 RAID 10 (RAID 0与 RAID 1的组合) , RAID 50 

(RAID 0 与 RAID 5 的组合) 等。 

    不同 RAID 级别代表着不同的存储性能, 数据安全性和存储成本。下面是一些最为常用

RAID 的级别做简单介绍。   

    RAID 0 :  
    RAID 0 又称为 Stripe 或 Striping, 中文名称是:条带。它代表了所有 RAID 级别中最高的存

储性能。RAID 0 提高存储性能的原理是把连续数据分散到多个磁盘上同时存取, 这样, 系统的

数据请求就被多个磁盘并行执行, 每个磁盘执行的仅仅是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数据请求, 这样数

据的操作可以充分利用系统总线带宽, 显著提高磁盘整体存取性能。  

     RAID 0的缺点是不仅不能提供数据冗余, 并且一旦其中的一块硬盘损坏, 其它硬盘上的

数据也无法使用, 整个损坏的数据无法得到恢复, 所以数据损坏的可能性要比使用单独硬盘更

高。所以, RAID 0 特别适用于对性能要求较高, 而对数据安全不太在乎的领域, 如图形工作站

等。对于这些用户, RAID 0 也是提高硬盘存储性能的绝佳选择。   

    RAID 1:   
    RAID 1 又称为 Mirror 或 Mirroring, 中文名称是:镜像。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保证用户数

据的可用性和可修复性即安全性。 RAID 1 的操作方式是把用户写入硬盘的数据百分之百地自

动复制到另外一个硬盘上。  

    当读取数据时, 系统先从 RAID 0 的源盘读取数据, 如果读取数据成功, 则系统不去管备

份盘上的数据;  如果读取源盘数据失败, 则系统自动转而读取备份盘上的数据, 不会造成用

户工作任务的中断。当然, 在源盘损坏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及时地更换损坏的硬盘并利用备份数

据重新建立 Mirror, 避免备份盘也损坏时, 造成不可挽回的数据损失。 

    由于对存储的数据进行百分之百的备份, 在所有 RAID 级别中, RAID 1提供最高的数据安

全保障。同样, 由于数据的百分之百备份, 备份数据占了总存储空间的一半, 因而, Mirror 的磁

盘空间利用率低, 存储成本高。 

    Mirror 降低了数据存储性能, 但具有的最高的数据安全性, 特别适用于存放重要数据, 如

服务器和数据仓库等领域。   

    RAID 0+1:   
    正如其名字一样 RAID 0+1 是 RAID 0 和 RAID 1 的组合形式, 也称为 RAID 10。  

    RAID 0+1 是存储性能和数据安全兼顾的方案。它在提供与 RAID 1一样的数据安全保障

的同时, 也提供了与 RAID 0 近似的存储性能。  

    由于 RAID 0+1 也通过数据的 100%备份提供数据安全保障, 因此 RAID 0+1 的磁盘空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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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与 RAID 1 相同, 存储成本高。  

    RAID 0+1 的特点使其特别适用于既有大量数据需要存取, 同时又对数据安全性要求严格

的领域, 如银行, 金融, 商业超市, 仓储库房, 各种档案管理等。   

    RAID 5:  
    RAID 5 是一种存储性能, 数据安全和存储成本兼顾的存储解决方案。 RAID 5不对存储

的数据进行备份, 而是把数据和相对应的奇偶校验信息存储到组成 RAID5 的各个磁盘上, 并

且奇偶校验信息和相对应的数据分别存储于不同的磁盘上。当 RAID5 的一个磁盘数据发生损

坏后, 利用剩下的数据和相应的奇偶校验信息去恢复被损坏的数据。  

    RAID 5可以理解为是 RAID 0和 RAID 1的折衷方案。RAID 5可以为系统提供数据安全

保障, 但保障程度要比 Mirror 低, 而磁盘空间利用率要比 Mirror 高。RAID 5 具有和 RAID 0

相近似的数据读取速度, 只是多了一个奇偶校验信息, 写入数据的速度比对单个磁盘进行写入

操作稍慢。同时由于多个数据对应一个奇偶校验信息, RAID 5 的磁盘空间利用率要比 RAID 1

高, 存储成本相对较低。   

    IDE RAID 与 SCSI RAID  

    IDE 和 SCSI 是计算机的两种不同的接口, 前者主要用于普通 PC, 而后者一般用于高性能

PC 和工作站等高性能系统。 

    RAID 技术问世时是基于 SCSI 接口的, 成本很高, 主要用于服务器等高端领域, 普通用户

根本无缘 RAID。 

    随着计算机的大众化, 在市场的带动下, PC计算机的 IDE 设备价格大幅降低, 同时性能大

幅提高。以 45G 容量硬盘为例, IDE 接口的硬盘现在只需 1100 元左右, 而 SCSI 接口的硬盘则

需 5000 到 6000 元, 而它们的性能也不再有太大的差距。  

    近来一些厂商看到了 RAID 在低端用户中的巨大市场, 开始把 RAID 技术移植到 IDE 接

口上, 推出了基于 IDE 接口的 RAID 应用, 称为 IDE RAID。而基于 SCSI 接口的 RAID 应用则

相应称为 SCSI RAID。  

与 SCSI RAID 相比, IDE RAID 具有极低的价格和不错的性能。 

Linux 在支持这些硬件 RAID 功能的同时也支持不用 RAID 卡的软 RAID 功能。甚至, 在

一块硬盘上的不同分区也能建立 RAID。但, 我们建议您采用多块硬盘, 单块硬盘的软 RAID

会极大降低磁盘的性能。 

通常我们以两块硬盘建立 Linux 软 RAID, 最好这两块硬盘连接在不同的 IDE 通道上。 

    为了构成软 RAID, 必须把多台盘设备汇总起来。把这些设备建立成所谓 md 的虚拟设备。

所谓 md 设备是指和其他设备 (/dev/hdal 和 dev/sda1) 一样建立成/dev/md0, /dev/md1 设备, 若

建立该设备, 则和其他设备一样, 能作为文件系统进行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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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TFDisk 能建立 md 设备。下面我们举例说明, 用户可以根据这个例子, 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建立您自己的 linux soft raid。 

例如使用两块硬盘, 其中一块 15G, 连接在/dev/hdd 上; 另一块硬盘 10G, 连接在/dev/hdc

上。 

1。 选择较大的硬盘  /dev/hdd, 删除现有所有分区, 然后点击空白分区(标志为 DOS 

FREE), 选择 ‘添加分区’ , 添加一个/boot/ 分区。注意:目前软 RAID 不支持/BOOT 分区, 所以

必须有一个非RAID的独立/BOOT 分区。例如选择/boot分区为64M, 分区类型 ext2(默认选择)。 

点击空白分区, 选择 ‘添加分区’, 分区类型:’Linux raid’, 大小:5000。 

2.选择另一块硬盘 /dev/hdc, 删除现有所有分区, 然后点击空白分区(标志为 DOS FREE), 

选择 ‘添加分区’, 分区类型:’Linux raid’, 大小:5000。(不再需要也不能再添加/boot 分区) 

3.点击’创建 multiple 设备’, 选择您需要的 raid 类型, 例如 raid0; 选择块设备:/dev/hdc 和

/dev/hdd; 选择文件系统类型例如 ext2。 

4. 安装点选择 / . (手动输入) 

5. 点击 ‘确定’, 点击 ‘下一步’, 并格式化所有分区。 

3.6.3. fdisk 

    单击选择要执行 FDISK 的硬盘设备, 进入 FDISK 分区的字符界面, 这种分区方式适合专

业人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详细讨论。 

3.6.4. 格式化分区 

    即将格式化的分区上有对勾表示, 如果您不需要格式该分区, 可以点击去掉, 如果再次点

击在又为选中。注意:如果对某些分区不格式化, 会妨碍系统安装, 如果您不太清除这样作的后

果, 建议不要调整。 

3.7. 设置 Linux 引导装入程序(lilo) 

为了启动 Turbolinux, 必须安装 LILO (Linux Loader) 。LILO 可以建立对多种操作系统的

引导, 例如 linux, Windows 等。 

下面是设置 lilo 的各个从技术上的详细描述: 

n 容易设置 

创建引导盘 建立可引导系统的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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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O 的安装 如果有特殊需要也可以不安装 lilo, 一般情况下需要, 否则系统可能

不能重新启动 

LILO 安装位置 n 主引导记录 (MBR)  

这是硬盘的主引导记录区, 系统启动后, 硬件负责从本分区读取

信息, 然后有这些信息引导操作系统。如果没有特许需要建议您

选择这个位置。 

n 引导分区的最起始扇区 

在利用其它引导装入程序引导 Turbolinux 时, 应选择这种安装方

式, 注意该分区必须为激活的可引导分区 

n 高级设置 

LBA32 模式 大 IDE 硬盘模式, 如果您的硬盘大于 8G, 请选中 

线性模式 某些 SCSI 硬盘需要该参数 

内核参数 启动时向核心程序传递的参数, 一般不用 

缺省引导 如果需要改变 , 请从画面下方选择您需要默认启动的操作系统, 

然后单击 

引导标志 系统初始启动时, 所引导系统的标志 

3.8. 设置网络 

    如果您的系统上没有网卡或者不支持您的网卡, 这一步骤会自动略过, 如果您需要配置拨

号网络, 请在系统安装完成后进行, 这里不进行拨号网络的配置。 

如果您的系统具有多个网卡, 会显示出 eth0, eth1 等, 通过鼠标点击不同的网卡设备完成

各个网卡的网络配置。 

如果您的网络上有 DHCP 服务器, 您可以使用 DHCP 设置, 使用 DHCP 您不需要在下面

的输入框中输入任何参数, 这是一种快速安装 Linux 的方法。 

如果您的网络上没有 DHCP 服务器或者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 请您填写网络的各个参

数。 

    启动时生效这个选择是使您在系统启动后可以直接使用网络, 如果没有特殊需要, 请选用

(默认选用)。 

在输入网络参数时, 如果您对某些参数不太清除, 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下面的这个表

格是关于各个参数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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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  本机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本网络子网掩码 

网络:  本网网络地址 (自动计算和显示)  

广播:  广播地址 (进行计算和显示)  

主机名:  本机主机名。 

缺省网关:  默认网关 IP 地址。 

主 DNS:  主域名服务器地址 

次 DNS:  备份域名服务器地址 

第三 DNS:  备份域名服务器地址 

3.9. 设置时区 

n 时区 

    PRC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内用户一般选用。在选择其他地区时, 您可以直接从世界地图

中选择, 也可以先选择地区, 然后从放大的地区地图中选择。把鼠标移动到要设置的都市附近, 

绿色箭头指向最近的都市。此时点击鼠标, 时区选择框中自动变为当前选择的城市。 

    您也可以直接从时区选择框中选择您需要的城市时区。 

n 系统时钟使用 UTC 

    把计算机的系统硬件时钟对准到标准时间。 请注意, 如果选用, 有可能破坏与其他系统的

时间匹配性。 
n 时间服务器 

    
    如果在您的网络上有时间服务器, 就可以使用这个选项。如果需要使用时间服务器, 请选

中[使用时间服务器]。如果您不太明白, 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下面是关于时间服务器各个参数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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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使用 NTP 协议同步时间 

RDATE 使用 RDATE协议同步时间 

同步时间 进行本地时间同步的时间间隔 

时间服务器的名字或 IP

地址 

时间服务器主机名或 IP 地址 

3.10. 设置帐号 

n root 账号 
    如果您不需要特别的设置, 您输入 root 口令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 

Root 是 Linux 系统具有绝对权限的帐号, 如果您的 Linux 系统比较重要, 不要设置那种容

易被猜测出来的密码。 

口令至少需要 6 个字符, 并且字母大小写也是有区别的, 为防止输入的密码被偷看, 输入

的密码用”*”来表示。 

为防止输入密码时发生打字错误, 只有两个输入框中的密码完全一致, 该密码才能被接

受。 

n 创建账号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中, root 帐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限, 什么都可以作, 没有任何限制。因

此意外的操作失误有可能造成系统的破坏, 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建议您

建立一个普通账号, 您登录使用系统时大都使用此账号, 如果不是十分必要, 尽量不使用 root

账号。 

普通账号也可以在系统安装完成之后建立。下面是需要您输入的必要的账号信息: 

帐号名: 输入要建立的账号名, 不能和原有账号重复 
口令:  输入口令 

口令(确认)  确保无打字错误, 再输入一次相同的密码 

全称:  输入登录用户全名 
添加 添加当前正在建立的账户到系统, 完成用户账号的建立 

编辑 编辑原有的账号 

删除 删除原有账号 

新建 建立新的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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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验证 

    这些参数是用来设置口令的加密和密码管理方式的, 如果您对这些参数不太清除, 请不要

调节。 

使用 MD5 口令 加强密码安全, 可以使用 256 字符以内的密码, 建议采用 

使用 shadow 口

令 

提高密码安全的功能, 口令加密文件单独存放, 建议采用 

NIS 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 多台计算机共用密码信息, 如果您

需要这项功能请仔细设置, 如果您不太明白请向系统管理员咨

询 

LDAP 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LDAP 服务器进行用户认证请选用, 如果您

不太明白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3.11. 选择安装类型 

选择要安装的软件包。 

利用[标准选择]可以选择出预先准备的数种安装类型。为了更详细地选择软件包, 对[定制选择]

进行点击。利用[各种设置]可以设置其他任选内容。 

n 标准选择 

标准选择是 Turbolinux 已经预先准备好的几种安装方式, 详细描述如下 

Oracle 数据库 安装系统及相关的支持 Oracle 数据库的软件包。 

DB2 数据库 安装系统及相关的支持 DB2 数据库的软件包。 

Sybase 数据库 安装系统及相关的支持 Sybase 数据库的软件包。 

全部 安装全部软件包。 

n 定制 

    这种安装方式适合某些特殊需要, 在这种方式下, 用户可以逐个选择所需要的软件包。建

议一般用户没有特殊需要不要使用此功能。 

 
n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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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软件包列表    在安装多台相同计算机的情况下, 如果您需要对软件包进

行特殊设置, 您可以在软件包设置完成后, 把软件包保存到软

盘。然后再安装新计算机时您可以直接在这里读入该软件清单

列表。 

   制作软件包清单的方法之一是在原有的 Turbolinux 系统中

使用 “gencustomlist” 命令。 

版本语言 选择您需要安装的 Turbolinux 的语言版本。(一般使用默认设置

即可) 

Kernel 选择 安装程序通常会按照您的机器中 CPU 和内存的多少自动选择

要安装的 kernel，您也可以自己选择。有三种选项： 

1. 单 CPU 类型的 kernel 

2. 多 CPU 类型的 kernel 

3. 多 CPU 并且内存大于 4G 类型的 kernel 

选项 n 忽略软件包的依存关系。 

许多软件包的正确地工作, 要依赖其他软件包, Turbolinux

在每次安装和删除这些软件包时要检查这些软件包的依

赖关系。 

n 允许降级。 (仅维护模式)  

即将安装的软件包比已安装的软件包旧或发生冲突时使

用该选项。 

   如果您不是有特殊需要, 不要改变当前这两个值的默认值。 

3.12.  X Window设置 

如果您选择的软件包中不包 X Window, 本步骤自动跳过。  

3.12.1. 显示器设置 

    通常情况下, 显示器可以被自动检测到, 您只需要选中自动检测到的显示器就可以了。如

果您的显示器太老, 未能检测出显示器型号, 请选择与您所用的显示器最接近的显示器, 注意:

如果您选择的显示器要比您实际使用的显示器要好的话, 很可能超频您的显示器并对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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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不可恢复的伤害!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 请您选择您知道的最差的显示器, 这样才能保证

您的显示器的安全。 

    同理, 当您输入的显示器水平/垂直同步频率过高时, 同样会损毁您的显示器, 这是不可

恢复的永久性物理损伤! 

3.12.2. X 的设置 

系统会自动检测您的显示卡类型和显存大小, 同时根据显示器自动推算出最适合您桌面, 

一般直接选用即可。 

建议您在进入下一步之前, 测试一下您的显示。 

    X设置结束后, 按下[测试此配置], 如果设置正常, 稍等一会儿, 就会出现X Window画面; 

如果 X 设置错误, 您将看不到 X Window 画面, 10 秒后自动返回, 请您重新配置。 

    如果您喜欢系统启动后自动进入图形界面, 请选择图形;  如果您喜欢系统启动后进入传

统的控制台模式, 请您选择文本。 从文本模式进入图形模式您可使用命令:startx。 

    如果您喜欢 KDE, 请您选择 KDE 窗口管理器, 这是一般中国用户常用的窗口管理器。 

如果您的 X Window 不正常, 请选择跳过 X 设置。 

你也可跳过 X 设置, 在安装完成后同用 xconfig 工具来配置 X Window。  

3.13. 确认设置 

这是改变系统安装设置的最后的机会, 一旦开始安装, 这个过程将不能停顿。请在这里确

认您的设置是否正确。 

点击详细, 会有一个极其详细的配置树显示所有的安装信息。 

如要修改您的配置, 可按上一步回退。 

3.14. 系统安装 

如果您需要查看详细的安装过程请点击<显示详细信息>。 详细安装信息包括: 总软件包

个数, 完成数, 当前安装包信息大小及其安装时间等。 

3.15. 安装 Companion CD 

软件包安装结束后显示出  “跳过附加软件包的安装”, 如果您购买的软件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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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on CD, 那么您需要点击此选项, 把 “跳过附加软件包的安装” 参数去掉, 这样就可以

安装附加软件包了。 

    如果您不需要安装附加软件包, 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 

3.16. 设置安全级 

根据您安装系统的目的和需要,您可以设置不同的安全级别. 
n 高级: 

关闭所有的网络服务,设置最安全的模式,适合直接和互联网连接的主机. 
n 中级: 

打开最常用的网络服务,但设置一定的安全措施,防止未授权的访问,适合内部网主机. 
n 开放: 

这种方式将打开所有的服务,这些服务会消耗掉系统的一些资源,同时这也是最容易
受到网络攻击的方式. 
 

    如果需要特定的安全特性,选择 “高级” 后逐项设置需要启动的服务。 

3.17. 引导盘制作 

引导盘的作用是在您的系统出现故障不能正常启动时, 用这张引导盘可以正常引导您的

系统, 建议制作引导盘。 

    把格式化好的 1.44MB 软盘插入到软盘驱动器内, 如果您插入的软盘中含有数据, 这些数

据将会被完全不可恢复的清除掉. 

如果您不需要制作引导盘, 选择 “跳过创建引导盘” 进入下一步。 

3.18. 安装完成 

系统安装成功, Turbolinux 全体员工向您表示感谢, 感谢您选用我们的产品; 感谢您对我

们的支持; 感谢您对 linux 源码公开自由世界的支持。 

如果您的 Turbolinux 软件是下载或者从他人那里拷贝得到, 只要该版本不含有我们捆绑

销售的商用软件, 那么您得到的软件也是正版软件。(只是我们不提供技术支持) 

我们也同时提醒您, 如果您的 CD 是购买的, 为保证您的利益, 请尽快注册, 我们出售的

产品捆绑了部分商用软件并且包含一定的技术支持。 

    最后, 不要忘记从光驱或软器中取出 “安装光盘” 或 “安装软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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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关于文本界面的安装 

    文本界面的安装过程和图形界面的安装很类似。这种安装方式一般在图形界面安装程序不

能使用或者有特殊需要时采用。 

    在安装光盘启动后用键盘输入:text, 然后回车, 就进入了文本界面的安装程序。 

菜单选择可以使用 TAB 键或上下左右箭头移动, 有些位置必须使用 TAB 键。不同参数的选择

可以使用上下左右箭头移动, 然后回车确认。 

键盘种类选择 “us” 键盘, 这是最通用的一种。 

磁盘分区时, 添加新的分区的方法是:选择空白分区, 然后直接回车。修改分区的方法是:

选择要修改的分区, 然后直接回车。 

 

4. TDS7 注册 

在安装完成后, 你必须到http://www.turbolinux.com.cn/register/ 网页上注册, 才能正常使

用 TDS7。 如不注册， 系统会每隔一天在终端上提示你应注册。如你使用的不是购买的产品, 
你仍可在注册后，得到有 180 天时间限制的“评估版”使用许可证。 

如你购买的是正式产品， 在包装盒中有一个 15 位的产品序列号(如:G591-F312-801N)。

在安装完成后， 你可运行/sbin/checklic 程序, 产生一个 12 位的机器硬件号。注册时，请先准

备好这两者。  
在你的浏览器中打开http://www.turbolinux.com.cn/register/页。 如你是第一次注册，请首

先选择“新用户”, 加入你的个人信息， 请注意设置正确的邮件地址和密码。 你必须以此登

录后， 才能进一步完成注册。如你已是注册用户，则可用上次注册时的邮件地址和密码来直

接登录。 
登录后，先选择增加新的序列号。然后选择“许可证”， 先增加你的硬件号。之后，你

可选择保存这一“许可证”文件到你本地，或是邮寄到你的电子邮件信箱。将这一文件保存到

系统的/etc/lic/目录下，注册完成。注意请不要更改文件名称, 并保证这一目录下只有一个的最

新的“许可证”文件。 
你每次重装系统或更换新的硬件，你均要新运行/sbin/checklic 程序得到新的硬件号。并

到 http://www.turbolinux.com.cn/register/ 上更改你的所使用的硬件号, 取得新的“使用许可证”

文件。 
如你要得到“评估版”使用许可证。在登录后，选择“评估版使用证”按扭。 
在注册的每一步，均可按“帮助”按钮取得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