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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高等学校“编译原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
全书系统介绍了编译程序的一般构造原理、基本设计方法和主要实现技术。
内容包括：文法和语言基本知识、词法分析程序的设计原理与构造方法、各种语法分析技术、语法制
导翻译技术与中间代码生成、符号表的组织和管理、代码优化、运行时存储空间的组织与管理、目标
代码生成、并行编译技术基本常识等。

本书系统性强，概念清晰，内容简明通俗，每章配有本章学习导读、本章小结、自测练习题和习题。
附录给出了自测练习题与习题参考答案及编译程序实验，本书还免费提供电子课件和实验源代码。

读者对象：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本科和专升本学生的教材
，对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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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编译程序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记录源程序中所使用的变量的名字，并且收集与名字属性相关的各
种信息。
名字属性包括一个名字的存储分配、类型、作用域等信息。
如果名字是一个函数名，还会包括其参数数量、类型、参数的传递方式以及返回类型等信息。
符号表数据结构可以为变量名字创建记录条目，来登记源程序中所提供的或在编译过程中所产生的这
些信息，编译程序在工作过程的各个阶段需要构造、查找、修改或存取有关表格中的信息，因此在编
译程序中必须有一组管理各种表格的程序。
　　如果编译程序只处理正确的程序，那么它的设计和实现将会大大简化。
但是程序设计人员还期望编译程序能够帮助定位和跟踪错误。
无论程序员如何努力，程序中难免总会有错误出现。
虽然错误很常见，但很少有语言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错误处理问题。
大部分程序设计语言的规范没有规定编译程序应该如何处理错误；错误处理方法由编译程序的设计者
决定。
因此，从一开始就计划好如何进行错误处理，不仅可以简化编译程序的结构，还可以改进错误处理方
法。
一个好的编译程序在编译过程中，应具有广泛的程序查错能力，并能准确地报告错误的种类及出错位
置，以便用户查找和纠正，因此在编译程序中还必须有一个出错处理程序。
　　编译过程的这5个阶段的任务分别由5个程序完成，这5个程序分别称为词法分析程序、语法分析程
序、语义分析及中间代码生成程序、代码优化程序和目标代码生成程序，另外再加上表格管理程序和
出错处理程序。
这些程序便是编译程序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典型的编译程序结构如图1.5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图中所给出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指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一定是执行时间
上的先后关系。
实际上，可按不同的执行流程来组织上述各阶段的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编译过程中对源程序
扫描的遍数以及如何划分各遍扫描所进行的工作。
此处所说的&ldquo;遍&rdquo;，是指对源程序或其等价的中间语言程序从头到尾扫描一遍，并完成规
定加工处理工作的过程。
例如，可以将前述5个阶段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对源程序从头到尾扫描一遍来完成编译的各项工作，
这种编译程序称为一遍扫描的编译程序。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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