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编译原理实验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040261509

10位ISBN编号：7040261502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张昱，陈意云 著

页数：34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

前言

　　本书是“编译原理”相关课程的实验教材，既可作为与“编译原理”理论课程教学同步展开的配
套实验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的教材。
　　“编译原理”课程介绍编译器构造的一般原理、基本设计方法和主要的实现技术。
在实际的教学和学习中，大家普遍认为它是一门有用、抽象而难学的课程。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课程实践环节较为薄弱：缺乏系统的编译原理实验教材，导致不能组织和指导学生
进行有广度和深度的课程实践。
　　在深入调研国外典型编译原理实验内容并对其进行实践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的教学和实践经验
，作者设计出一套以“源语言一抽象语法树一低级中间表示一汇编代码的内部表示一x86／MIPs汇编
”为主线搭建的、基于组件的编译原理实验体系，其中包括各种循序渐进、规模适度、“综观全局、
实现局部”、强调工程质量规范的课程设计，并提供配套的实验支持库和课程设计开发包。
全书的课程设计分为以下4个层次，供不同深度的编译原理教学选择合适的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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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编译原理”相关课程的实验教材，以“源语言－抽象语法树－低级中间表示－汇编代码的内
部表示-x86／MIPS汇编”为主线搭建编译原理课程的实验体系，设计安排了各种循序渐进、规模适度
、“综观全局、实现局部”、强调工程质量规范的课程设计。
第2章通过实现单函数的无类型结构化语言SimpleMiniJOOL的简单解释器引导读者开始编译实验的实
践；第3章到第8章围绕多函数的强类型结构化语言SkiOOMiniJOOL展开有关词法分析、语法分析、语
义分析、低级中间代码生成、汇编代码生成、寄存器分配等多种编译原理骨干实验；第9章围绕强类
型的面向对象语言MiniJOOL展开有关面向对象编译的高级实验。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的课程实验涉及多种编程环境和工具，其工程开发接近实际。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配套光盘中提供了实验支持库和课程设计开发包。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及相关专业的编译原理实验教材，既可用来开展与
理论课程教学同步的配套实验，又可用来安排独立的综合性实践课程。
《编译原理实验教程》还可作为软件工程硕士研究生工程实践案例教材，以及供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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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概述　　编译原理和技术是构造程序设计语言编译器的重要理论和技术基础。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社会应用需求的发展，编译原理和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在诸如编辑系统、数据处
理、软件安全、程序理解和逆向工程等多个领域，并影响着高级语言的实现（如垃圾收集技术、代码
移植与移动等）、计算机体系结构的优化（指令集并行、线程级并行等）、新计算机体系结构（如精
简指令集计算机、复杂指令集计算机、数据流机、向量机、超长指令字、单指令多数据阵列处理器、
带共享内存的多处理器和带分布内存的多处理器）的设计、程序翻译（如二进制翻译、数据库查询解
释器）以及提高软件开发效率的工具（如类型检查、边界检查、内存管理）等。
因此，“编译原理”这门课程对计算机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来说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编译原理”课程的教学方面，单纯的理论教学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实验加强学生对编译原理
和技术知识的理解、领会与掌握。
　　作为编译原理和技术的实验教材，既可以作为与“编译原理”理论课程教学同步展开的配套实验
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实践课程的教材。
在本章各节中，将依次介绍本书的研制背景与目标、所设计的课程实验的构成、实验环境与工具、配
套实验软件包的组成，最后结合作者的实践经验给出一些课程实验开展的建议。
　　1.1 本书的研制背景与目标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
生的编译原理实验一直以阅读和扩展PL／O语言的编译器为基础。
PL／O语言过于简单且不支持带参数的函数等，限制了以这种语言为基础的编译原理课程实践的深度
和意义。
这种实验设置已经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和对不断发展的现代编译技术的学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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