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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它的应用范围已渗入到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相应地，数据处理的对象也从简单的数值发展到字符、表格和图形等带有结构的数据。
在这里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针对每一种新的应用领域的处理对象，如何选择合适的数据表示（结构
），如何有效地组织数据、处理数据。
数据结构就是研究数据以及数据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数据之间的逻辑结构及其基本操作在
计算机中的表示和实现。
数据结构课程不仅是计算机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所必备的专业知识。
本教材主要面向高职高专院校或应用性本科的计算机类专业的学生，培养技术应用性人才。
内容的构造力求体现“以应用为主体”，强调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实现教学以实践体系为主及以
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的培养目标。
　　案例教学是计算机语言教学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好的案例对学生理解知识、掌握如何应用知识都
十分重要。
本书围绕教学内容组织案例，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训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全书共十二章，大体上可看成为由四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性结构及有关的典型应用是第一部分（第
二章到第六章）；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树形结构在第七、八章讲述，这两部分占据了本书的主要篇幅
；第九章及第十章介绍复杂数据结构，如图、稀疏矩阵及广义表等；有关外存储器中的数据结构和文
件组织放在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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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结构导论》不仅是计算机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也是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必备的专业知
识。
全书共十二章分为四部分，依次介绍了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线性表、栈、串、队列和数组、树结构
和图结构，以及查找和排序等基本运算。
每章节从实例入手，系统地介绍了各种常用的数据结构，注重实用性，由浅入深，图文并茂，易教易
学。
《数据结构导论》内容丰富，概念讲解清楚，叙述严谨流畅，逻辑性强。
每章均配有小结和思考与练习。
《数据结构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高职高专计算机专业教材和相关培训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计算机软
件工作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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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数据结构1.2　实例：编写HELLO，WORLD！
程序1.3　实例：数组元素排序第2章　线性表2.1　实例：“银行排队”顺序存储2.2　实例：“学生健
康登记表”链式存储2.3　其他链表第3章　栈和队列3.1　实例：回文3.2　实例：杨辉三角第4章　
串4.1　串的基本概念4.2　实例：文本加密第5章　内部排序5.1　排序的基本概念5.2　实例：学生成绩
插入排序5.3　实例：学生成绩交换排序5.4　实例：学生成绩选择排序5.5　其他排序第6章　查找6.1　
实例：学生成绩不及格的查找6.2　实例：学生成绩及格的查找6.3　实例：学生成绩优秀的查找第7章
　二叉树7.1　实例：高校篮球比赛7.2　实例：高校篮球总决赛7.3　实例：学生成绩及格的查找7.4　
实例：报文第8章　树8.1　实例：高校教师讲课比赛（一）8.2　实例：高校教师讲课比赛（二）第9章
　图9.1　实例：城际铁路9.2　实例：游园路线第10章　数组、矩阵和广义表10.1　实例：学生出勤的
天数10.2　实例：学生出勤的放假天数10.3　实例：学生出勤的请假天数第11章文件11.1　文件的基本
概念11.2　顺序文件11.3　散列文件第12章　外部排序12.1　外部排序的基本思想12.2　外部排序的方
法参考文献附：《数据结构导论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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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算法，如将在第5章介绍的排序有多达8种算法。
那么如何来衡量哪种算法最有效？
或者优于目前已知的算法呢？
人们一般从两个方面来衡量。
一个是时间效率，即算法处理数据时所花费的时间，用时间复杂度来表示；一个是空间效率，即算法
所需求的存储量的大小，用空间复杂度来表示。
但二者往往有冲突，不能同时兼顾，一般取时间效率，时间效率被认为更重要一些。
　　1.时间复杂度分析　　对于解决同一个问题的算法，执行时间短的显然比执行时间长的时间效率
高，即执行时间短的算法比执行时间长的算法时间复杂度要低。
那么算法执行时间的长短如何度量呢？
一种方法是编制一个程序实现这个算法，然后输入不同的数据运行这个程序，测定该程序运行的时间
被称为事后统计法。
这种方法的缺陷非常明显：一是必须编制程序和运行程序，非常耗费时间，也比较麻烦；二是受到的
约束条件比较多，比如运行程序的计算机软硬件条件、使用的编程语言等，这些有时会掩盖算法本身
的优劣。
　　另一种方法是分析算法运行的时间，称为事前分析法。
它不上机运行依算法编制的程序，而是分析影响算法执行时间的各种因素，从而估算出算法执行的时
间。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输入算法的数据量（称为问题规模）。
例如，一个查找单词的算法，在100个单词中查找某个单词与在工。
万个单词中查找某个单词所花费的时间肯定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算法的执行时间T可被表示为问题规
模n的一个函数T（n）。
　　除了问题规模以外，实现算法的程序设计语言、源程序编译后产生的机器代码的质量、机器执行
指令的速度等都会影响算法的执行时间。
因此，不可能将T（n）表达为算法实际执行的时间。
一般用算法中语句被执行的次数来表示算法的时间效率（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可用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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