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数据结构要点精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数据结构要点精析>>

13位ISBN编号：9787811244267

10位ISBN编号：7811244268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作者：侯风巍 著

页数：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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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结构要点精析>>

前言

　　自从本书于2007年出版发行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推崇。
在本书的伴随下，很多读者也已磨刀霍霍向牛羊，真正体验到了学习数据结构的从容与快乐。
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弹冠相庆的事情，这也正是编写本书的初衷之所在，故而编者感到莫大的光荣和欣
慰。
　　事情总是在发展的，本书也不能停留在同一个位置上。
随着学科发展及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拓宽和加深，对数据结构知识点的应用和考查也有所变化。
这就要求本书的内容必须适应和反映其中的变化，并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同时本书力求做到保持
“解牛之道”不变，以不变应万变。
　　本着对数据结构之道不懈追求的态度，编者在第1版的基础上对本书内容进行了修订、调整和扩
充。
　　一方面，在保持第1版整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各章节内容进行了全面扩充和修正，增加了各
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近几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经典题目，并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解析。
大家都知道，剖析、理解经典题目是掌握相应知识点的捷径，这也正是本书一直坚持使用考研真题作
为解析知识点的原因所在。
同时增加了链表、栈、树、图、排序中的一些必要知识点，并以联想网络的方式与原有知识网有机结
合起来。
无论是对题目的解析还是对知识点的诠释，本版都试图做到尽可能细致而全面。
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如果对每个知识点、每道题目都能钻研到细致入微处，那么掌握数据结构这门学科并游刃有余地应用
数据结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自然也就变得容易实现多了。
　　另一方面，在改正第1版中发现的错误的基础上竭尽全力避免在新增加的内容中再引入新的错误
。
然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版中某些欠缺和不妥之处仍会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继续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本书不是读完一遍就可以束之高阁的快餐读物，也不是能够立刻解决任何问题的万能题库，而是
需要各位读者反复阅读体会，把“解牛之道”极力融入自己思想之中，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恢恢乎其
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境界。
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各位读者跨越数据结构的重重障碍，在高处领略“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
躇满志”的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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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结构要点精析：C语言版（第2版）》介绍数据结构线性表、栈和队列、串、数组和广义表
、树和二叉树、图、查找、内排序等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点、相关结论和各种数据类型的不同存储
结构以及主要操作的实现算法；系统而全面地对读者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在相应的知识点
处提出并加以解决；精选各大知名院校和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试题及国内外教材中有代表性的习
题，结合各相关知识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完整的解答和点评扩展。
　　《数据结构要点精析：C语言版（第2版）》可作为计算机专业本、专科学生的教学参考书，也可
作为报考计算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参考书，还适于计算机等级考试者及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自学
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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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学习要点】　　1.理解数据、数据对象、数据元素和数据结构等基本概念，尤
其是数据的逻辑结构与物理（存储）结构间的关系以及在这种结构上所定义的操作。
　　2.掌握算法的定义和特性、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
　　3.掌握计算语句频度和估算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的方法。
　　【要点精讲】　　本章主要讨论数据结构学科的基本概念及其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算法的概
念、特点、要求及其评价方法。
　　要使用计算机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就需要利用一些数据结构来表达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
进而对实际问题进行建模，并加以解决。
大体上数据结构可分为逻辑结构和物理结构，而逻辑结构又可分为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
算法和程序是不同的，程序是用某种计算机语言实现了的算法，而算法是更高层次上的抽象。
　　在各种类型的考试中，比较侧重于对数据结构、数据类型、ADT和算法等重要基本概念的考察，
对算法的描述方法以及评价标准与方法的考察，也请读者特别注意。
　　1.1　基本概念　　1.数据（data）　　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对客观事物的符号表示，是所有能
输入到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总称。
　　2.数据元素（data element）　　数据元素是数据的基本单位。
　　3.数据项（data item）　　数据项是数据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
　　注意：数据元素和数据项的区别　　数据元素一般在计算机程序里被看做一个整体来考虑和处理
。
一个数据元素可以是不可分割的原子，也可以由若干个数据项组成。
数据项强调不可再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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