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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按照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IEEE）和计算
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CM）的《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2001》的要求编写的。
　　“数据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中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基础课。
数据结构的研究不仅涉及到计算机硬件（特别是编码理论、存储装置和存取方法等）的研究范围，而
且和计算机软件的研究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编译程序，还是操作系统，都涉及到数据元素在存
储器中的分配问题。
在研究信息检索时也必须考虑如何组织数据，以便查找和存取数据元素更为方便。
可以认为数据结构是介于数学、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软件三者之间的一门核心课程，是从事计算机科
学及其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必须掌握的重要课程。
　　本教材作为《21 世纪计算机专业大专系列教材》之一。
教材在内容组织和编排上力求体现“先理论，后应用，理论与应用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和运用。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各种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逻辑特性和物理表示法，以及相应运算的算法
；灵活运用各种数据结构解决实际应用问题，并且为学习后继专业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书共分为9章。
　　第1章综述数据、数据结构、算法描述、算法分析，以及数据结构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等。
　　第2章至第7章介绍了基本的数据结构，如线性表、栈、队列、串、数组、广义表、树、二叉树及
图等，分别讨论了数据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以及相应运算的算法。
　　第8章和第9章为查找和排序，介绍了常用的几种查找方法和内部排序方法。
　　本教材有以下主要特点：　　（1）基础理论知识的阐述由浅入深、通俗易懂、逻辑性强。
在内容的组织与编排上，略去了一些理论上的推导和繁琐的数学证明。
　　（2）为了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各章（除第1章外）都
配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操作应用举例，且配有大量习题。
　　（3）教材中使用类 C 语言作为算法描述语言，且所有算法都可以在任何一种 C 语言的开发环境
中实现。
在随书的配套光盘中可以看到这些算法的 C 语言程序。
　　（4）附录中汇总了本教材各章中介绍的各类数据结构时用到的数据存储结构类型说明，供学生
上机实验时参考使用。
　　本教材讲课时数为 60 学时左右，上机实验时数在 20 学时以上。
教师可以根据学时数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讲操作应用举例中的例子。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大专学生数据结构课的教材，也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教
材。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在教材中难免有错误，恳请读者谅解。
　　本教材由李大友教授主编和审定，彭波副教授编写。
在上机实现教材中所有算法的过程中得到了曾立、许振文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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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21世纪计算机专业大专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共分9章，第1章综述数据、数据结构、算法描述、算法分析，以及数据结构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
系等。
第2章至第7章介绍了基本的数据结构，如线性表、栈、队列、串、数组、广义表、材、二叉树及图等
，分别讨论了数据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以及相应运算的算法。
第8章和第9章为查找和排序，介绍了常用的几种查找方法和内部排序方法。
教材中使用类C语言作为算法描述语言，且所有算法都可以在任何一种C语言的开发环境中实现。
在随书的配套光盘中可以看到这些算法的C语言程序。
《数据结构》中所介绍的数据结构概念清楚，内容丰富。
为了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基础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各章（除第1章外）都配有与该
章内容相关的操作应用举例，且配有大量习题。
《数据结构》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大专数据结构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非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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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自从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软件、硬件技术得
到飞速地发展；计算机的应用领域也从最初的科学计算逐步发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计算机加工处理的对象由简单的数值、字符发展到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复杂的带有不同类型及相
互有不同关系的数据。
为了编制“好”的程序，必须要分析程序处理的数据的特性及数据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数据结构”
这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1.1　数据结构概述　　众所周知，计算机的程序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数据并不是无组织的，数据之间往往具有重要的结构关系，这就是数据结构的
重要内容。
那么，什么是数据结构呢？
先不妨举例说明，然后给出明确定义。
　　例1.1　一个大学的学生健康情况管理。
　　表1.1　中的学生健康情况登记表就是一个数据结构。
表中每个学生的情况为一个记录，它由姓名、学号、性别、年龄、班级和健康状况等6个数据项组成
。
计算机学生健康情况管理的主要功能包括：查询、浏览、插入、修改、删除和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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