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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安装 Linux 系统 

 

2.1.1  安装 RHEL 4 系统的软硬件要求 

1．安装 RHEL 4的硬件要求 

安装 RHEL 4，需要计算机硬件配置达到以下要求，目前主流的计算机都能达到该要求。 

　 CPU：Pentium III 1GHz 以上。 

　 内存：安装 Linux 系统需要 256MB 内存（建议使用 512MB 内存）。 

　 硬盘空间：安装 Linux 服务器需要至少 2GB 硬盘空间，若要安装所有软件包至少需要 5GB 硬盘

空间。 

　 显示器和显卡。 

　 光驱。 

2．硬件兼容性 

硬件兼容性在老式电脑和组装电脑上显得特别重要。RHEL 4 与 近两年厂家生产的系统内的多数硬

件兼容，然而，硬件的技术规范几乎每天都在改变，很难保证计算机的硬件会百分之百地兼容。 

Redhat Linux 系统 新的硬件支持列表可以在网址 http://hardware.redhat.com/hcl/中查到。 

3．系统需求表 

在安装Linux 系统之前需要了解计算机硬件的基本信息，典型的Linux 系统需求如表 2.1 所示。 

表 2.1 系统需求表 

硬 件 设 备 需 求 配 置 

CPU 厂商和主频，如：Intel1.7GHz 

硬盘驱动器 接口类型和容量，如：IDE had，40GB 

分区 分区和挂载点图，如：/dev/hda1=/home，/dev/hda2=/ 

内存 内存类型和容量，如：DDR 256MB 

CDROM 接口类型和速度，如：IDE 52X 

网卡 厂商和型号，如：3COM 3C590  

鼠标 接口类型和键数，如：通用三键 PS/2 

显示器 厂商、型号和出厂规格，如：ViewSonic G733 

显卡 厂商、型号以及 VRAM 的大小，如：Creative Labs Graphics Blaster 3D，8MB 

声卡 厂商、芯片集和型号，如：S3 SonicVibes，Sound Blaster 32/64 AWE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 4 个用点分开的数字，如：10.0.2.15 

网关 IP 地址 4 个用点分开的数字，如：10.0.2.245 

DNS 服务器地址 一组或多组用点分开的数字，如：10.0.2.1 

域名 被定给用户组织的名称，如：ex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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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名 计算机的名称，如：cook 

2.1.2  Linux 系统下硬盘的基本知识 

硬盘被用来可靠地储存和检索数据，在硬盘分区之前用户需要了解 Linux 系统下硬盘的相关知识。 

1．分区命名方案 

Linux 系统使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来指代磁盘分区，这与 Windows 系统不同，Windows 系统分区的命

名方法如下。  

　 每个分区都被检查过，以便判定它是否可被 DOS/Windows 系统读取。  

　 如果分区类型是兼容的，它会被指派给一个驱动器字母。驱动器字母从“C”开始，然后依据分

区数量按字母顺序排列。  

　 驱动器字母可以用来指代那个分区，也可以用来指代分区所含的文件系统。  

Linux 系统使用一种更加灵活的命名方案，该命名方案是基于文件的，文件名的格式为/dev/xxyN，下

面详细讲解 Linux 系统分区的命名方法。 

/dev/：这个字符串是所有设备文件所在的目录名。因为分区位于硬盘上，而硬盘是设备，所以这些文

件代表了在/dev/上所有可能的分区。 

xx：分区名的前两个字母标明分区所在设备的类型，通常是 hd（IDE 磁盘）或 sd（SCSI 磁盘）。 

y：这个字母标明分区所在的设备。例如，/dev/hda（第 1 个 IDE 磁盘）或/dev/sdb（第 2 个 SCSI 磁盘） 

N： 后的数字 N 代表分区。前 4 个分区（主分区或扩展分区）用数字 1～4 表示，逻辑分区从 5 开

始。例如，/dev/hda3 是第 1 个 IDE 硬盘上的第 3 个主分区或扩展分区；/dev/sdb6 是在第 2 个 SCSI 硬盘上

的第 2 个逻辑分区。 

2．磁盘分区和挂载点 

令许多 Linux 的新用户感到困惑的是各分区是如何被 Linux 系统使用和访问的。在 Windows 系统中相

对来说较为简单，每个分区有一个驱动器字母，用户用驱动器字母来指代相应分区上的文件和目录。  

Linux 系统处理分区及磁盘存储的方法截然不同，Linux 系统中的每一个分区都是构成支持一组文件和

目录所必需的存储区的一部分。它是通过挂载来实现的，挂载是将分区关联到某一目录的过程，挂载分区

使起始于这个指定目录（通称为挂载点）的存储区能够被使用。 

例如，如果分区/dev/hda5/被挂载在/usr/上，这意味着所有在/usr/之下的文件和目录在物理上位于

/dev/hda5/。因此文件 /usr/share/doc/FAQ/txt/Linux-FAQ 被保存在 /dev/hda5/上，而文件 /etc/X11/gdm/ 

Sessions/Gnome 却不是。 

/usr/下的一个或多个目录还有可能是其他分区的挂载点。例如，某个分区（如/dev/hda7/）可以被挂载

到/usr/local/下，这意味着/usr/local/man/whatis 将位于/dev/hda7 上而不是/dev/hda5 上。 

3．硬盘分区方案 

在计算机上安装 Linux 系统，对硬盘进行分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下面介绍常见的分区方案。 

（1）（1） 简单的分区方案。 

SWAP 分区：即交换分区，建议大小是物理内存的 1～2 倍。 

/分区：建议大小在 5GB 以上。 

使用以上的分区方案，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分区，对于系统来说不安全，数据不容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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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合理的分区方案。 

/boot 分区：用来存放与 Linux 系统启动有关的程序，比如启动引导装载程序等，建议大小为 100MB。 

/usr 分区：用来存放 Linux 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其相关数据较多，建议大于 3GB。 

/var 分区：用来存放 Linux 系统中经常变化的数据以及日志文件，建议大小为 1GB。 

/home 分区：存放普通用户的数据，是普通用户的宿主目录，建议大小为剩下的空间。 

SWAP 分区：实现虚拟内存，建议大小是物理内存的 1～2 倍。 

/分区：Linux 系统的根目录，所有的目录都挂在这个目录下面，建议大小为 1GB。 
 

 

SWAP 分区在 Linux 系统中用来实现虚拟内存的交换，当计算机上的物理内存不够

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虚拟内存来执行相关的操作。建议 SWAP 分区大小为物理内存的

1～2 倍，这和 Windows 系统中的虚拟内存是同一个概念。 
 
 

 安装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4 系统 

 

2.2.1  安装 Linux 的步骤 

1．安装引导 

首先要设置计算机的 BIOS 启动顺序为光驱启动，保存设置后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4 安装光

盘放入光驱，重新启动计算机，计算机启动以后会出现如图 2.1 所示的界面，这时直接按回车键就可以从

光驱开始图形界面安装 Linux 系统了。 

 
图 2.1  安装引导界面 

2．检测光盘介质 

在图 2.2 所示的界面中，要求检查光盘介质 MD5SUM 信息，如果希望进行检验，单击“OK”按钮，

否则用“TAB”键移动到“Skip”按钮上按回车键。在此安装过程阶段，用户可以选择单击“Skip”按钮

略过检测光盘介质。 

3．检测硬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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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系统会检测用户电脑硬件的相关信息，如硬盘、声卡、显示器、键盘等，如图 2.3 所示。 

   
              图 2.2  检测光盘介质界面                             图 2.3  检测硬件信息 

4．安装欢迎界面 

当检测完电脑硬件信息后，进入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安装欢迎界面，如图 2.4 所示。 

5．选择安装过程中的语言 

单击“Next”按钮进入如图 2.5 所示的界面，选择安装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此处选择“Chinese（Simplified）

（简体中文）”。 

   
                图 2.4  安装欢迎界面                             图 2.5  选择安装过程中的语言 

6．选择键盘类型 

选择完安装过程中的语言后，单击“next”按钮进入如图 2.6 所示的界面，选择键盘类型，一般默认

会选择“U.S.English”，即美式键盘，在此使用默认的选择。 

7．磁盘分区配置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7 所示的磁盘分区配置界面。Linux 系统安装过程中有两种磁盘分区

的方式：自动分区和用 Disk Druid 手工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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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6  键盘配置界面                                图 2.7  磁盘分区设置界面 

（1）自动分区。 

自动分区界面如图 2.8 所示，可以允许用户选择在系统内删除某些分区，并自动对硬盘进行分区，可

供选择的选项如下。 

 删除系统内所有的 Linux 分区：选择该选项将只删除 Linux 分区（以前安装 Linux 时创建的分区），

而不会影响用户硬盘驱动器上的其他分区（例如 VFAT 或 FAT32 分区）。 

 删除系统内的所有分区：选择该选项将删除硬盘驱动器上的所有分区，包括由其他操作系统创建

的分区，如 Windows 系统所创建的分区。  

 保存所有分区，使用现有的空闲空间：选择该选项系统将保留用户当前的数据和分区（假设用户

的硬盘驱动器上有足够的可用空闲空间）。  

（2）用 Disk Druid 手工分区。 

用Disk Druid 手工分区的界面如图 2.9 所示，在这里可以按用户预先设计的分区方案来分区。 

   
                 图 2.8  自动分区界面                                 图 2.9  手动分区界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按钮，这些按钮控制着 Disk Druid 分区的行为，它们用来改变一个分区的属

性（例如文件系统类型和挂载点），还可用来创建 RAID 设备。 

 新建：创建一个新分区，单击“新建”按钮后，将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包括的字段（如挂载点

和大小）都必须被填充。  

 编辑：修改目前在分区部分选定分区的属性。单击“编辑”按钮打开一个对话框。部分或全

部字段可被编辑，这要依据分区信息是否已被写入磁盘而定。用户还可以编辑图形化显示所

表示的空闲空间，从而在空闲空间内创建一个新分区。用户可以先选中显示的空闲空间，然

后单击“编辑”按钮，也可以双击空闲空间来编辑它。 

 删除：删除目前在“当前磁盘分区”部分中突出显示的分区。用户会被要求确认对任何分区的删

除。 

 重设：用来把 Disk Druid 恢复到 初的状态。如果用户重设分区，那么所做的所有改变将会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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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给部分或全部磁盘分区提供冗余性，需谨慎使用。若要制作一个 RAID 设备，用户必须首

先创建软 RAID 分区。如果用户已创建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软 RAID 分区，选择“RAID”来把软

RAID 分区连接为一个 RAID 设备。 

接下来开始进行手工分区，分区方案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分区方案表 

分  区  名 大    小 

根分区 7000MB 

/boot 分区 100MB 

swap 分区 400MB（一般为物理内存的 1～2 倍） 
 
开始新建分区，分别创建 swap 分区、/根分区和/boot 分区，如图 2.10、图 2.11、图 2.12 所示。 

   
               图 2.10  创建 swap 分区                                图 2.11  创建根分区 

 
图 2.12  创建/boot 分区 

下面详细介绍各分区字段的含义及其使用方法。 

 挂载点：输入分区的挂载点。如果这个分区是根分区，输入“/”；如果是/boot 分区，输入“/boot”。还

可以使用下拉菜单为计算机硬盘分区选择正确的挂载点。 

 文件系统类型：使用下拉菜单，选择用于该分区的合适的文件系统，如 SWAP 或 ext3。 

 允许的驱动器：这个字段包括用户系统上安装的硬盘列表。如果一个硬盘的列表突出显示，那么

在该硬盘上可以创建分区。 

 大小（MB）：输入分区的大小（MB）。注意，该字段从 100MB 开始；若不改变，创建的分区将

只有 100MB。 

 其他大小选项：选择是否要将分区保留为固定大小，允许它扩大（使用硬盘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

到某一程度，或允许它扩大到使用全部硬盘驱动器上可用的剩余空间。如果用户选择“指定空间

大小（MB）”，必须在这个选项右侧的字段内给出大小限制。这会允许用户在硬盘驱动器上保留

一定的空间为将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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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为主分区：选择所创建的分区是否为硬盘上的 4 个主分区之一。如果没有选择，所创建的分

区将作为逻辑分区。  

分区效果如图 2.13 所示。 

8．引导装载程序设置 

分区设置完毕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14 所示的引导装载程序设置界面。引导装载程

序是计算机启动时所运行的第一个软件，它的责任是载入操作系统内核软件，并把控制转交给内核软件，

然后，内核软件再初始化剩余的操作系统。 

   
              图 2.13  终分区效果界面                            图 2.14  引导装载程序配置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AS 4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 GRUB 引导装载程序，GRUB 能够通过连锁载入另一

个引导装载程序来载入多种免费和专有的操作系统。 

（1）（1）改变引导装载程序。 

单击“改变引导装载程序”按钮，弹出如图 2.15 所示界面，选择 Linux 系统所使用的引导装载程序，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4 中默认用的装载程序是 GRUB，在这里用户可以选择安装引导装载程序或者不安

装，笔者在此选择默认设置。 

 
图 2.15  设置 GRUB 为引导装载程序 

（2）（2）引导装载程序口令。 

安装引导装载程序时用户应该创建一个口令来保护系统的安全。若使用了引导装载程序口令，用户必

须先输入口令才能选择非标准的引导选项。如果选择使用引导装载程序口令来增进系统安全性，需选中“使

用引导装载程序口令”的复选框。选择完毕后，输入口令并确认。如图 2.16 所示。 

（3）（3）高级引导装载程序配置。 

在如图 2.14 所示界面中选择“配置高级引导装载程序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17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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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16  设置引导装载程序口令                        图 2.17  安装引导装载程序的路径 

在下面两个位置之一安装引导装载程序。 

　 主引导记录（MBR）：这是引导装载程序推荐安装的地方，除非 MBR 已经是启动另一个操作系

统的引导装载程序。MBR 是硬盘驱动器上的一个特殊区域，它会被 BIOS 自动载入，并且是引

导装载程序控制引导进程的 初位置。如果用户在 MBR 上安装引导装载程序，当用户的计算机

引导时，GRUB 会显示一个引导提示，然后便可以引导 RHEL 4 或其他任何用户配置要引导的操

作系统。 

　 引导分区的第一个扇区：如果已在系统上使用另一个引导装载系统，则推荐使用这个位置。在这

种情况下，用户的另外的引导装载系统会首先取得控制权。然后可以配置它来启动 GRUB，继而

引导 RHEL 4。 

9．网络配置 

设置完引导装载程序后，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18 所示的界面，安装程序会自动检测系统

中的网络设备，并把它们显示在“网络设备”列表中。用户需要设置 Linux 系统的 TCP/IP 属性和主机名，

可以使用以下两种设置方法。 

（1）使用 DHCP 进行配置，由 DHCP 服务器给每一台计算机分配 TCP/IP 属性值，如果用户使用这种

方式设置系统的 TCP/IP 属性值，那么只需要按默认选择就可以了。 

（2）给用户计算机配置静态的 TCP/IP 属性值。这时需要单击“编辑”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取消选

中“使用 DHCP 进行配置”，并填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笔者在这里设置 IP 地址为“192.168.10.5”，子网

掩码为“255.255.255.0”，也默认设置了该网卡在系统引导时能激活，配置后单击“确认”按钮。 

接下来继续设置计算机的主机名为“it”，网关为“192.168.10.1”，DNS 服务器地址为“192.168.10.5”

和“202.96.209.5”，如图 2.19 所示。 

   
                  图 2.18  网络配置                             图 2.19  主机名、网关、DN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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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防火墙配置 

网络配置完毕，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20 所示界面，Red Hat Enterprise LinuxAS 4 为增加

系统安全性提供了防火墙保护。防火墙存在于计算机和网络之间，用来判定网络中的远程用户的访问权限。

Red Hat 的防火墙配置有两种方式：无防火墙和启用防火墙。如果要启用防火墙，就需要选择允许访问的

特定服务，如 SSH、FTP、SMTP 等，在这里选择无防火墙。 

11．附加语言支持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如图 2.21 所示的界面中选择在该系统上安装的其他语言，必须选择一种语言

作为系统的默认语言。当安装结束后，系统将会使用默认语言。如果用户在安装中还选择安装了其他语言，

则可以在安装后改变系统的默认语言。  

12．时区选择 

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如图 2.22 所示的界面中选择计算机所在的时区，这里选择“亚洲/上海”。 

13．设置根口令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23 所示的界面，输入两次根口令，即该 Linux 系统超级用户 root

的口令。根口令必须至少包含 6 个字符，输入的口令不会在屏幕上显示，而且口令是区分大小写的。  

   
                图 2.20  防火墙配置                                 图 2.21  附加语言支持 

   
               图 2.22  时区选择界面                                图 2.23  设置 root 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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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软件包安装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24 所示的软件包的安装默认设置界面，在默认安装环境下的软件包

组主要有 GNOME、管理工具、服务器配置工具、万维网服务和 SMB 服务。 

建议读者将所有的软件包选中进行安装，在如图 2.24 的界面下单击“定制要安装的软件包”，并单击

“下一步”按钮，在出现的界面中选择要安装的软件包，如图 2.25 所示。 

   
          图 2.24  软件包安装默认设置界面                            图 2.25  选择软件包 

15．即将安装 

确认了所选择的软件包后，进入如图 2.26 所示界面，开始安装 Linux 系统，当安装完毕以后，用户可

以查看/root/install.log 安装日志文件获取安装信息，也可以查看/root/ anaconda-ks.cfg 文件获取安装过程中

的设置信息。 

16．开始安装 Linux系统 

接下来系统会提示用户需要 5 张 Linux 安装光盘，经过格式化创建文件系统、进行安装筹备、开始

安装，并在安装过程中更换光盘， 后安装完成，并重新引导系统，如图 2.27 所示。 

   
              图 2.26  即将安装界面                               图 2.27  安装 Linux 系统过程 

 

2.2.2  安装后的初始化配置 

1．重新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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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Linux 系统安装完毕以后，重新引导系统会出现如图 2.28 所示界面。 

2．进入欢迎界面 

首次启动 Linux 系统时，系统会出现如图 2.29 所示的欢迎界面，开始进入安装后的配置过程，单击“下

一步”按钮。 

   
             图 2.28  重新引导系统界面                               图 2.29  欢迎配置界面 

3．确认许可协议 

进入如图 2.30 所示界面，在此选择“Yes,I agree to the License Agreement”单选框，单击“下一步”按

钮。 

4．配置日期和时间 

在如图 2.31 所示界面上，用户可以手工配置计算机系统的日期和时间，也可以通过连接在互联网上的

网络时间服务器（NTP 服务器）为本机传输日期和时间信息，并且可以和 NTP 服务器的时间同步。要启

用时间同步的功能，需选中“启用网络时间协议”复选框，并使用下拉菜单来选择要使用的时间服务器，

配置完毕单击“下一步”按钮。 

   
             图 2.30  选择许可协议界面                              图 2.31  日期和时间配置 

5．配置显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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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图 2.32 所示界面上，用户可以配置分辨率和色彩深度。这里设置分辨率为 800×600，色彩深度

为“上百万颜色”。 

6．Red Hat网络登录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33 所示界面。当购买了 Red Hat 的盒装产品后，用户可以到 Red Hat

网站注册并使用该功能。假如用户希望以后再注册信息，选择“告诉我为什么需要注册并提供一个 Red Hat

登录账户。”选项并单击“下一步”按钮，接着选择“我现在还不能完成注册。请在以后提醒我。”即可。 

   
               图 2.32  配置显示属性                             图 2.33  Red Hat 网络登录界面 

7．创建系统用户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34 所示界面，在这里用户可以通过输入用户名、全称和口令

创建一个普通用户的账号。假如不需要创建新的用户，直接单击“下一步”按钮。 

8．检测声卡 

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35 所示界面，可以看到该声卡的生产厂商和型号。单击“播放测试

声音”按钮，检测计算机上的声卡，如果能听到 3 种声音，就代表该声卡的驱动已被正确安装。 

   
             图 2.34  创建系统用户界面                                图 2.35  检测声卡界面 

9．安装额外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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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如图 2.36 所示界面，在这里用户可以选择安装 Red Hat Linux 的额外软件

包，如第三方插件、应用程序、文档资料及额外软件。 

10．结束设置 

单击“下一步”按钮，出现结束 Linux 系统的设置界面，如图 2.37 所示。 

   
               图 2.36  额外光盘安装                                图 2.37  结束设置界面 

11．登录界面 

后出现登录界面，如图 2.38 所示，安装后的初始化过程到此结束。 

 
图 2.38  登录 Linux 系统界面 

 

 升级和删除 RHEL 4 

 

2.3.1  升级 RHEL 4 

如果需要 RHEL 4版本升级，那么需要将 RHEL 4的第一张安装光盘放入光驱中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在配置了安装过程中的语言、键盘和鼠标后，系统会自动检测到以前安装过的 Linux 系统，并显示如

图 2.39 所示的界面，用户可以选择重新安装或者升级 Linux 系统。 

选择了“升级现有安装”并单击“下一步”按钮，出现“更新引导装载程序”配置界面，如图 2.40 所

示，选择“跳过引导装载程序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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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9  升级检查界面                               图 2.40  更新引导装载程序 

在引导装载程序配置屏幕上，有以下选项。 

（1）更新引导装载程序配置：保留目前的引导装载程序配置（GRUB），然后应用更新。 

（2）跳过引导装载程序更新：如果不想改变目前使用的引导装载程序配置，可以选择这个选项。如

果使用的是第三方引导装载程序，则不需要更新引导装载程序。 

（3）创建新的引导装载程序配置：如果想为系统创建一个新的引导装载程序，可以选择这个选项。 

配置完引导装载程序的更新以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开始更新系统，更新日志文件在/root/upgrade.log

中。 

2.3.2  删除安装的 RHEL 4 

1．删除安装在 MBR中的 GRUB引导程序 

（1）使用能进入 DOS 界面的引导盘进入 DOS 界面。 

（2）执行如下命令删除写在 MBR 中的 GRUB 引导程序。 

fdisk /mbr 

2．在Windows系统上删除 Linux分区 

（1）在 Windows 操作系统界面下，进入“计算机管理”管理控制台，使用“磁盘管理”工具删除计

算机硬盘上的所有 Linux 分区。 

（2）也可以使用 PQMagic 软件或是其他的磁盘分区软件删除 Linux 分区。 

 

 RHEL 4 安装过程中的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 RHEL 4 安装过程中的常见安装问题和解决办法。 

2.4.1  无法引导 RHEL 4  

1．无法从光盘引导 RH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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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无法从光盘中引导 RHEL 4 的问题。  

（1）修改计算机 BIOS 设置，设置从光驱引导。 

（2）使用已制作的引导盘来引导。 

要用引导盘引导 RHEL 4，用户可以把软盘插入软盘驱动器，然后重新引导计算机。请确认 BIOS 被

设置为使用软盘来引导。 

2．无法从引导盘引导 RHEL 4 

用户可用以下两种方法解决无法从引导盘引导 RHEL 4 的问题。 

（1）修改计算机 BIOS 设置，设置从引导盘引导。 

（2）使用更新的引导盘映像来引导。 

要找到更新的引导盘映像，可以查看网址 http://www.redhat.com/support/errata/，并为计算机系统制作

一张更新的引导盘。 

3．3．系统显示了信号 11错误 

信号 11 错误又称分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意思是程序进入了没有被分配给它的内存位置。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致命的信号 11 错误，可能是由于系统中存在内存的硬件错误。内存硬件错误可能

由可执行文件中的问题导致，或是由系统的硬件问题导致。RHEL 4 对系统硬件有特定的要求，某些硬件

无法满足 Linux 系统的要求，从而导致上述错误。 

计算机硬件问题导致的错误通常是在内存或 CPU 缓存中，用户可用以下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关闭计算机 BIOS 中的 CPU 缓存；还可以更换主板插槽中的内存来查看这个问题是和插槽有关

的还是和内存有关的；还可以尝试只使用 256MB 内存来运行安装程序。可以通过使用 mem=256M 引导选

项引导安装程序来实现，要试验这个选项，在安装程序的引导提示后键入“mem=xxxM”（xxx 应该用以

MB 为单位的内存数量替换）即可。 

（2）在 Linux 安装光盘上执行介质检查。要测试 ISO 映像的校验和的完好性，可以在安装程序的引

导提示下键入“linux mediacheck”，该命令可在 CD、DVD、硬盘 ISO 和 NFS ISO 安装方法中使用。 

2.4.2  安装起始部分的问题 

1．安装过程没有检测到鼠标 

如果屏幕出现“没有检测到鼠标”，如图 2.41 所示，则说明 Linux 安装程序无法正确地识别鼠标。可

以继续 GUI 安装，或者使用不需鼠标的文本模式安装。如果选择要继续 GUI 安装，则必须向安装程序提

供鼠标类型的详细信息。 

 
图 2.41  没有检测到鼠标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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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导入图形化安装遇到问题 

某些显卡无法在安装程序中正常工作，如果安装程序无法使用显卡的默认设置来运行，它将会在

较低分辨率模式中运行。如果这还不行，安装程序将会试图在文本模式中运行。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是

使用“resolution=引导选项”。 

2.4.3  安装过程中的问题 

1．出现“No devices found to install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错误消息 

如果计算机系统收到“No devices found to install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错误消息，则表明某个 SCSI 

控制器没有被安装程序识别。首先，通过查看计算机硬件厂商的网站来确定是否有可用的能够修正这个问

题的驱动程序映像。驱动程序的常规信息可以参考 Red Hat 网站硬件兼容列表，其网址为：

http://hardware.redhat. com/hcl/。 

2．分区表问题 

在安装 Linux 系统的“磁盘分区设置”过程中，可能出现“设备 hda 上的分区表无法被读取，创建新

分区时必须对其执行初始化，从而会导致该驱动器中的所有数据丢失”的错误信息。这说明该驱动器上可

能没有分区表，或者该驱动器上的分区表无法被安装程序中使用的分区软件识别。这将导致无法被恢复的

数据丢失，作为管理员，应该为系统上的现存数据进行备份。 

3．3．使用剩余空间问题 

当用户创建了一个 swap 分区和一个/分区，而且选择了要让根分区使用剩余空间，/分区并不一定会使

用整个硬盘驱动器。如果硬盘大于 1024 个柱面，必须创建一个/boot 分区才能使/分区使用硬盘上的所有剩

余空间。 

2.4.4  安装后的问题 

1．引导图形环境 

如果安装了 X Window 窗口系统，但是在登录 RHEL 4 系统后却看不到图形化桌面环境，可以使用 startx

命令来启动 X Windows。不过这只在这一次中有效，并不会改变未来的登录进程。 

要使用户能够使用图形化方式登录，必须编辑/etc/inittab 文件，只需修改运行级别部分中的一个数字

即可。编辑完毕后，重新引导计算机，下次登录时就会看到图形化登录提示。  
 

 

以 root 用户登录到 Linux 系统后，键入“gedit /etc/inittab”命令，使用 gedit 编辑这

个文件，要把登录从命令行界面改为图形化界面，需要把“id:3:initdefault:”这一行

中的数字从 3 改为 5。修改完毕后使用[Ctrl+x]键组合来保存并退出该文件，并键入

[Y]确认所做改变，重新引导后的登录屏幕就是图形化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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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动 X窗口系统（GUI）的问题 

如果在启动 X（X 窗口系统）时遇到问题，可能在安装过程中没有安装相关软件包。如果要使用 X 窗口系

统，可以从 RHEL 4 安装光盘中安装相应软件包或执行升级。如果用户选择了升级，选择 X 窗口系统软件包组，

然后在升级软件包选择过程中选择 GNOME、KDE 或两者皆选。 

 

 课后练习 

 

1．简述 Linux 系统的安装方式。 

2．简述 Linux 硬盘分区命名方案。 

3．简述安装 Linux 系统 简单的分区方案。 

4．简述安装过程中创建 Linux 分区的方法。 

5．在安装 Linux 系统之前列出用户计算机的系统需求表。 

6．简述引导装载程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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