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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前言

计算机科学已经深入应用到各个领域，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各种工程和科学计算中的数值计算问题，而
且也有效地解决了许多文本处理、信息检索、数据库管理、图像识别、人工智能等非数值的数据处理
问题。数据结构是计算机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领域，它是算法分析与设计、操作系统、软件工程
、数据库概论、编译技术、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等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先行课。其他计算机科
学领域及有关的应用软件都要使用到各种数据结构，例如：语言编译要使用栈、散列表及语法树；操
作系统中用队列、存储管理表及目录树等；数据库系统运用线性表、多链表及索引树等进行数据管理
；而在人工智能领域，依求解问题性质的差异将涉及到各种不同的数据结构，如广义表，集合、搜索
树及各种有向图，等等。美国IEEE和ACM的教学计划CC2001把“算法与数据结构”列入计算机以及
信息技术相关学科专业的本科必修基础课程。在我国，“数据结构与算法”已经作为理工科非计算机
专业必修的信息技术基础课程之一。世界上许多科技人员对学习、研究数据结构都非常重视，对于从
事计算机科学及其应用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数据结构更是必须透彻地掌握的重要基础，有助于程序员
更有效地组织数据、设计高效的算法、完成高质量的程序，以满足错综复杂的实际需要。从字面上来
看，数据结构就是指数据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到计算机环境，谈到任何一种结构时，都自然地联系着
作用在这种类型的数据上的运算（即函数），为了在计算机上执行这些运算，有必要把这些数据以某
种方式存储在计算机中。因此，可以认为，所谓数据结构，就是由某种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一批数据
，按一定的存储方法被存储于计算机中，并在这些数据上定义了一个运算的集合。也就是说，数据结
构具有3个方面：数据的逻辑结构、数据的存储结构和数据的运算。事实上，数据结构的三个侧面，
以数据的逻辑结构和数据的运算定义更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人们并不关心数据的存储结构和运算的
具体实现。1983年Aho等人把数据结构的存储与实现细节剥离，定义了抽象数据类型（简称“ADT”
）的概念。抽象数据类型是定义了一组运算的数学模型。这种抽象的数据类型可以在较高级的算法中
直接引用，而不用考虑其实现细节。这就使得设计者可以在不同的设计阶段采用不同的抽象数据类型
作为设计的基础，在适当的抽象层次上考虑程序的结构和算法，从而很好地支持了逻辑设计和物理实
现的分离，支持封装和信息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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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内容概要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配合我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数据结构与算法》的
使用，为读者学习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给予指导。全书共14章，其中，第1～12章总结了本课程重要的
内容知识点、学习重点和难点，某些章节还对相关知识点进行了扩展；前13章从题意分析、典型错误
、数据结构、算法代码、算法分析等多个角度给出了主教材中212道习题和53道上机题的综合分析和参
考解答，并新收入了覆盖各章知识点的170多道习题和40多道上机题供读者练习；第13章内容基本上选
自ACM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题，强化算法实现和上机实习能力；第14章以1999～2005年北京大学
计算机系研究生入学考试数据结构试题及解答为主，辅助读者自学与自测。教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学
习目的是，根据应用问题的性质选择合理的数据结构，在合理的时间、空间复杂度限制下编程加以解
决。认真地完成习题和上机题，是学好本课程，提高程序设计质量的重要环节。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
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参加计算机硕士、计算机博士、软件工程硕士入学考试的考生参考使用，还可
供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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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章节摘录

插图：1.1.4 算法及其特性算法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研究课题。简单来说，它是为求解问题而给出的指令
序列。一个算法可能有若干个输入，这些输入数据在算法开始时提供一组量。对算法的描述应该精确
地说明这些输入的个数、类型以及它们应满足的初始条件，算法的每个步骤必须被明确描述，并且可
行，不能有二义性。算法的一般性质包括以下几点：（1）通用性对于那些符合输入类型的任意输入
数据，都能根据算法进行问题求解，并保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2）有效性组成算法的每一条指令
都必须是能够被人或机器确切执行的。（3）确定性算法每执行一步之后，对于它的下一步，应该有
明确的指示。即，保证每一步之后都有关于下一步动作的指令，不能缺乏下一步指令或仅仅含有模糊
不清的指令。（4）有穷性算法的执行必须在有限步内结束。在实际应用中，算法的表现形式千变万
化，但许多算法的设计思想具有相似之处。归纳起来，常用的算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穷举
法基本思想是在一个可能存在可行状态（可行解）的状态全集中依次遍历所有的元素，并判断是否为
可行状态。（2）贪心法基本思想是试图通过局部最优解得到全局最优解。（3）分治法基本思想是把
一个规模较大的问题划分成相似的小问题，各个求解，再得到整个问题的解。（4）回溯法基本思想
是一步一步向前试探，有多种选择时任意选择一种，只要可行就继续向前，一旦失败时就后退回来选
择其他可能性。（5）动态规划法基本思想是把大问题分解为若干小问题，通过求解子问题来得到原
问题的解。由于这些子问题相互包含，为了复用已计算的结果，常把计算的中间结果全部保存起来，
自底向上多路径地求解计算原问题的解。（6）分支界限法基本思想是在表示问题空间的树上进行系
统搜索时采用广度优先策略，同时利用最优解属性的上下界来控制搜索的分支。1.1.5 算法的执行效率
及其度量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般存在多种算法。要想从这些算法中选择一个适合的算法作为解决方案，
则需对算法进行度量和评价的方法。评价一个算法优劣的重要依据是渐近分析实现.该算法的程序在计
算机中执行时所需占用的机器资源的多少。两个重要指标为算法的空间代价（或称空间复杂度）和算
法的时间代价（或称时间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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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编辑推荐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配套参考书。全书
共14章，前13章从题意分析、典型错误、数据结构、算法代码、算法分析等多个角度给出了主教材
中212道习题和53道上机题的综合分析和参考解答，并新收入了覆盖各章知识点的170多道习题和40多
道上机题供读者练习；第14章以1999～2005年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入学考试数据结构试题及解答
为主，辅助读者自学与自测。 《数据结构与算法: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
及相关专业数据结构与算法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参加计算机硕士、计算机博士、软件工程硕士
入学考试的考生参考使用，还可供计算机应用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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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构与算法》

精彩短评

1、一切答案都是好东西~
2、很好的教材！！不过完整代码没有额，只有功能函数！
3、有粗物的地方  编书人不给力啊
4、张老师这本书没有课后习题答案，根本没办法提高自己写程序能力。
5、不配套教材，感觉被骗了
6、知识点简单，试题没答案，知识不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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