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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据结构是一门讨论“描述现实世界实体的数学模型（非数值计算）及其上的操作在计算机中如
何表示和实现”的学科。
随着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机系统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有关数据结构的理论和技
术也成为了计算机应用技术教育的重要部分。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技术应用方面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它引导学生学会从实际应用问题入手，分
析研究计算机加工的数据结构的特性，以便为应用所涉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其
相应的操作算法，并初步掌握算法的时间和空间分析技术。
另一方面，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也是进行复杂程序设计、调试并排除错误的训练过程，要求学生编写的
程序代码结构清晰、正确易读，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
　　本书按照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课程基本要求中所规定的数据结构课程的教学内容，并参考教育部
制定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主要课程教学大纲编写。
全书共分9章。
第1章介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算法描述及分析。
第2章至第7章分别介绍线性表、栈和队列、字符串、数组与特殊矩阵、树、图的多种存储结构和典型
算法应用示例。
第8章介绍了线性表的查找、查找树、哈希表查找（杂凑法）方法。
第9章介绍了插入排序、交换排序、选择排序、二路归并排序、基数排序等多种排序算法。
　　本书可用作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生数据结构课程的教材，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数据结构的
基本概念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课堂讲授学时数应安排为40～60学时，集体卜机实践时间应安排为30学时，可根据具体
条件适当增减教学内容和学时数。
多上机实践是学好本书内容的捷径，希望读者通过学习本书尽快掌握数据结构的基本应用技能。
　　本书由陆勤主编，特别感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邹逢兴教授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巨大帮助。
此外，作者参阅了国内外一些有关数据结构的教材、书籍，受益匪浅。
在此，谨向这些教材、书籍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时问仓促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或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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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基本数据结构的多种存储结构和典型算法，以及应用数据结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
基本方法和技巧，努力使读者牢固掌握数据结构的理论，培养灵活运用并巧妙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
为读者今后进一步地深入学习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全书内容严谨、编排合理、文字流畅、示例典型、实用性强，书中的程序均已在MicrosoftVisual
c++6.0系统下编译运行。
全书共分9章。
第l章介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和算法描述及分析。
第2章至第7章分别介绍线性表、栈和队列、字符串、数组与特殊矩阵、树、图的多种存储结构和典型
算法应用示例。
第8章介绍了线性表的查找、查找树、哈希表查找（杂凑法）方法。
第9章介绍了插入排序、交换排序、选择排序、二路归并排序、基数排序等多种排序算法。
    本书可用作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本科学生数据结构课程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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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结点　　用于描述一个独立事物的名称、数量、特征、性质的一组相关信息组成一个数据结点
，简称结点（node）。
结点也称数据元素（data element），是组成数据的基本单位。
在程序中通常把结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和处理。
例如，在表1.1所示的学生数据中，为了便于处理，把其中的每一行（代表一名学生的信息）作为一个
基本单位来考虑，故该数据由10个结点构成。
　　一般情况下，一个结点中含有若干个字段（也叫数据项）。
例如，在表1.1 所示的表格数据中，每个结点都由学号、姓名、课程、成绩4个字段构成。
字段是构成数据的最小单位。
　　3. 关键字　　每个数据项叫做结点的一个域（field），唯一标识结点的一组域称为关键字（key）
。
例如，在设计处理上述学生成绩的程序时，每个学生的数据结点均包括学生的学号、姓名、课程、成
绩等，学号和课程可以作为结点的关键字，用以唯一标识学生信息。
　　4. 逻辑结构　　类型相同、内容相关的众多结点构成一个结点集合。
结点集合中结点和结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称为数据的逻辑结构。
在表1-1所示的表格数据中，各结点之间在逻辑上有一种线性关系，它指出了10个结点在表中的排列顺
序。
根据这种线性关系，可以处理表中第1位学生的信息、第2位学生的信息⋯⋯等等。
　　5. 存储结构　　数据在计算机中的存储表示和实现称为数据的存储结构或物理结构，也称存储表
示。
在存储结点集合时，除了存储数据结点外，还必须体现出结点之间的关系。
表1-l所示的表格数据在计算机中可以有多种存储表示，例如，可以表示成数组，存放在内存中；也可
以表示成文件，存放在磁盘上。
　　用来存储一个数据结点，以及该结点与其他结点之间关系的存储单元称为存储结点。
因为一个数据结点对应一个存储结点，所以，在不致混淆时，存储结点也简称为结点。
尚未存储数据的存储结点称为空白结点（或空结点、自由结点）。
6.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是指利用程序对数据进行查找、插入、删除、合并、排序、统计以及计算等操作
。
数据结构重点研究各种数据通常需要进行哪些操作，如何设计完成相应的算法，从而提高程序运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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