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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精品教材系列:编译原理及编译程序构造(第2版)》介绍编译理论基础及其实现
方法，强调语言的形式化定义、编译技术的各种概念及实现过程的具体方法。
介绍过程以算法为核心，力求简单明了地反映编译的基础知识。
从形式语言理论角度讨论词法分析和语法分析技术，为计算机软件工作者开发大型软件打下良好基础
。
《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精品教材系列:编译原理及编译程序构造(第2版)》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宗旨，内
容深入浅出，重点突出，并结合构造el语言的编译程序介绍一种常用而又简单的编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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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这种技术除了可以减少搜索时间外，还有一个优点是把两小块合并为较大块比较容
易实现。
其缺点是会使内部碎片增加，因为分配的块可能大于所申请的长度。
另外，外部碎片也可能增加。
因为，虽然两块是毗邻的，但由于它们不是双胞块，所以不能合并。
尽管这样，这种技术还是比前两种技术更为有效。
 8.3.2堆空间的释放与无用单元收集 1）堆空间的释放 在程序设计语言中有堆空间的释放语句，像Pascal
中的dispose（P），PL/1中的free等语句都是释放语句。
这些语句是将指针变量P所指的存储块退回到可利用表中。
最简单的处理办法是将释放块作为新块插入到可利用表的链首位置。
但这种回收策略有个缺点，就是在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可利用表中将含有大量小块，分配程序的搜
索时间将变得过分冗长，而且有不能满足用户申请要求的危险。
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两个连续的小块合并成一大块。
对新释放的块，按存储地址大小在可利用表中检查是否有与它是相邻关系的块，若有就将它们合并成
一大块，否则仅按地址大小插入到适当位置。
为实现此操作，可利用表必须按块的地址顺序组织，以便搜索和插入。
 在Pascal中，堆空间是全局量。
设P是某过程内的局部变量，执行new（P）以后，在堆中为P分配一块空间，如果在退出该过程前没有
把P空问释放掉（这不算语法错或语义错），那么在退出该过程后P所指的空间既没有用但又不能再分
配给其他用户，造成资源浪费，并经常导致死机。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有些语言的编译程序提供堆管理程序，对无用单元进行收集。
 2）无用单元收集（garbage collection） 无用单元收集程序一般是在堆的可利用空间几乎耗尽，以至于
不能满足用户申请存储区要求，或者发现可利用空问已降至某个危险点时才执行。
无用单元收集过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作标记阶段，即对已分配的块查阅这一段时间内
是否被访问过，若被访问过就作一标记；第二阶段是收集阶段，即把所有未加标记的存储块加入到可
利用表中，然后消除加过标记的那些存储块的标记，包括访问标记。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死块的产生，因为加上标记的块不会被释放（表示它还在用），而没有加标记的块
都会被释放到可利用表中。
 这种无用单元收集技术存在一个缺点：它的开销（主要指收集时间）随可利用空问的下降而增加。
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在可利用空间降至某个数值时就调用收集程序，使得可利用空问总保持在较佳
的状态。
另外，在执行无用单元收集程序时必须中断用户程序的执行，要等到收集程序执行结束后再执行用户
程序。
所以，若频繁地执行收集程序，必然影响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因此，选择执行收集程序的时刻必须要合理。
 上述的无用单元的收集只能收集死块单元（包括长期不用单元）和外部碎片，不能收集内部碎片。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收集的第一阶段，标记的对象不是以存储块为单位而是以存储单元为单位。
第二阶段是既实行收集又进行内存大搬家，对每一使用块重新定位，将已用块归于一端，腾出另一端
为可利用空间。
这种操作可以收集所有无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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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校计算机专业精品教材系列:编译原理及编译程序构造(第2版)》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
的本科生或专科教材，也可作为硕士生入学考试及计算机软件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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