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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导论》

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入了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进的
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在
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依
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
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
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
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
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念，但
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内容安
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起依靠
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最
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达到学习的目标。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祝每一位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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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结构导论》系统地介绍了各种常用的数据结构，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做了深入浅
出的介绍，对有关的算法设计做了详细和通俗的讲解，并对有关背景做了适当交待。每章附带小结和
适量的习题。上述特点使《数据结构导论》特别适合于自学。
《数据结构导论》可供计算机及其应用专业自学考试学生及专业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数据结
构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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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与设置目的二、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第1章 概论第2章 线性表第3章 栈、队列和数组第4章 树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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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概 论用数字式计算机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程序设计。程序设计的实质是数据表示和数
据处理，而这种表示和处理应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完成。数据结构课程主要讨论这个过程中的一
些基本问题。本章将概括地介绍有关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及实际背景。1.1 引 言今日世
界，能被计算机解决的问题种类繁多，确实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然而，说到底，用数字式计
算机解决问题的实质是对数据的加工处理。“数据”是计算机加工处理的对象，没有数据，计算机解
题就变成“无米之炊”。但是，数据要能被计算机加工处理，首先必须能够存储在机器中，成为能被
机器直接操作的对象。数据在计算机存储器中的这种存在形式称为机内表示。显然，数据的机内表示
与数据在现实生活和实际问题中的表现形式（姑且称为“机外表示”）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让计算
机去加工处理数据，必须首先将数据从机外表示转化为机内表示。这项任务称为数据表示。另外，一
个实际问题通常不仅包括数据，还包括处理要求。因此仅仅把数据转化为机内表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
题，还要用适当的可执行语句编制程序，以便让计算机去执行对数据机内表示的各种操作，从而实现
处理要求，即得到所需的结果。这项工作称为数据处理。因此，对计算机专业人员来说，无论面对的
具体问题是什么，必须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是：数据表示和数据处理。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这两项任务。【例1-1】 考虑某单位职工档案管理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每个职工的档案只包括
以下五个项目：工作证号码、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职称。一般地说，档案管理人员很可能将这些
档案组织成表格形式，如图1-1所示。表中每一行反映了一个职工五个方面的情况，在本例的假设下构
成一个职工的档案。由所有职工的档案组成的这张表格就是本问题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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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大纲是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专科）考试计划”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关于修订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课程自学考试大纲的几点意见》的精神制定的。本大纲提出初稿后，曾聘请专家通审，并由
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在合肥市组织召开审稿会进行审稿，根据审稿会意见由编者做了修改。
最后由电子电工与信息类专业委员会定稿。本大纲由陈小平副教授（中国科技大学）负责编写和修改
。参加审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的有金志权教授（南京大学，主审）、赵保华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参审
）、谢荣传教授（安徽大学，参审）。对参加本大纲编写和审稿的教授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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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据结构导论》：全高国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计算机及应用专业(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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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拓扑序列写的那儿什么鬼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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