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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数学》

内容概要

离散数学是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的核心课程，也是现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
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离散数学》包含了集合论、图论、数理逻辑、组合数学、代数系统等内容
。在介绍离散数学主要内容的同时，对相关知识的专业应用也做了实用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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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3 二叉树的遍历 利用树进行信息处理，经常会涉及逐个不重复地访问树中的所
有结点，这称为树的遍历。二叉树的遍历是最基本的遍历算法，下面介绍二叉树遍历的三种常用算法
。 根据定义，二叉树由根结点和左、右两棵子树三部分构成，如果用T代表访问根结点，L代表遍历左
子树，尺代表遍历右子树，則二叉树可以有TLR、LTR、LRT、TRL、RTL和RLT六种遍历方式，然而
经常用到的总是先左后右的顺序，所以我们将TLR表示的遍历称为先根遍历，LTR表示的遍历称为中
根遍历，而LRT表示的遍历称为后根遍历。具体的说，二叉树的先根遍历算法如下： （1）访问根结
点； （2）对根结点的左子树进行先根遍历； （3）对根结点的右子树进行先根遍历。 二叉树的中根
遍历算法如下： （1）对根结点的左子树进行中根遍历； （2）访问根结点； （3）对根结点的右子树
进行中根遍历。 二叉树的后根遍历算法如下： （1）对根结点的左子树进行后根遍历； （2）对根结
点的右子树进行后根遍历； （3）访问根结点。 [例5.14） 对图5-15中的二叉树，先根遍历访问各结点
的川页序依次为：v1，v2，v4，v8，v5，v3，v6，v9，v10，v7；中根遍历访问各结点的顺序依次为
：v4 v8 v2 v5 v1 v9 v6 v10 v3 v7；后根遍历访问各结点的顺序依次为： v8 v4 v5 v2 v9 v10 v6 v7 v3 v10。 利
用二叉树可以表示算术表达式。表示时，通常将运算符放在分支结点上；数值或变量放在叶结点上；
被减数和被除数作为其双亲结点的左孩子。 （例5.15] 算术表达式a+b×c-（d+e）／f可表示成图5-16中
的二叉树。 中根遍历访问各结点的结果是：a+b×c-（d+e）／f。 先根遍历访问各结点的结果是：+a-
×bc／+df／。 后根遍历访问各结点的结果是：abc×de+f／-+。 上述遍历结果显示，中根遍历的结果
是还原算术表达式，这样的表示因为运算符放在参与运算的两个量之间，也称为中缀表示；先根遍历
的结果是将运算符放在参加运算的两个量之前，因而称为前缀表示或波兰式；后根遍历的结果是将运
算符放在参加运算的两个量之后，因而称为后缀表示或逆波兰式。对于每个运算，由于参与运算的量
的个数固定，因此前缀表示和后缀表示都无须括号；只有中缀表示为了区分不同运算之间的优先级，
才须加上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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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计算机类课程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划教材:离散数学》适合作为计算机和相关专业本科生“离
散数学”的教学用书，也可以作为对离散数学感兴趣的学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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