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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章  绪论习题解析 
 
 

1．单项选择题 

（1）研究数据结构就是研究________。 
    A．数据的逻辑结构 
    B．数据的存储结构 
    C．数据的逻辑结构和存储结构 
    D．数据的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数据在运算上的实现 

【解析】 数据结构包括逻辑结构、存储结构及数据在运算上的实现这三部分内容。故

选 D。 
（2）下面说法正确的是________。 

    A．数据元素是数据的最小单位 
    B．数据项是数据的基本单位 
    C．数据结构是带有结构的数据元素集合 
    D．数据结构是带有结构的数据项集合 

【解析】 数据结构可以看成带结构的数据元素集合。故选 C。 
（3）数据的________包括集合、线性、树和图 4 种基本类型。 

    A．存储结构    B．逻辑结构    C．基本运算     D．算法描述 
【解析】 数据的逻辑结构是对数据元素之间逻辑关系的描述，它与数据在计算机中的存

储方式无关。根据数据元素之间关系的不同特性，可以划分出集合、线性、树和图 4 种基本

逻辑结构。故选 B。 
（4）数据的存储结构包括顺序、链接、散列和________4 种基本类型。 

    A．向量       B．数组         C．集合      D．索引 
【解析】 数据的存储结构是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方法，即数据的逻辑结构到计算

机存储器的映像，包括数据结构中数据元素的表示及数据元素之间关系的表示。数据元素及

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在计算机中可以有顺序、链接、散列和索引 4 种基本存储结构。故选 D。 
（5）关于逻辑结构，以下说法错误的是________。 

    A．逻辑结构与数据元素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无关  
    B．逻辑结构与数据元素的相对位置有关 
    C．逻辑结构与所含节点的个数无关 
    D．一些表面上很不相同的数据可以有相同的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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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数据的逻辑结构是对数据之间关系的描述，它与数据元素之间的相对位置无关。

选项 B 错误。故选 B。 
（6）数据的逻辑结构可分为________。 

    A．动态结构和静态结构        B．紧凑结构和非紧凑结构 
    C．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        D．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 

【解析】 数据的逻辑结构可以分为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两类。若数据元素之间的逻辑

关系可以用一个线性序列简单地表示出来，则称为线性结构；否则称为非线性结构。故选 D。 
（7）根据数据元素之间关系的不同特性，以下 4 类基本逻辑结构反映了 4 类基本数据的

组织形式。下面解释中错误的是________。 
    A．集合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都有逻辑关系，但组织形式松散  
    B．线性结构中节点按逻辑关系依次排列成一条“锁链” 
    C．树形结构具有分支、层次的特点，其形态有点像自然界中的树 
    D．图状结构中各结构点按逻辑关系互相缠绕，任意两个节点都可以邻接 

【解析】 集合结构的数据元素之间除“属于同一个集合”的联系外，没有其他关系。选

项 A 错误。故选 A。 
（8）一个算法应该是________。 

    A．程序                       B．问题求解步骤的描述 
    C．要满足 5 个基本特性         D．A 和 C 

【解析】 算法是建立在数据结构基础上对特定问题求解步骤的一种描述，是若干条指令

组成解决问题的有限序列。故选 B。 
（9）下面关于算法的说法，错误的是________。 

    A．算法最终必须由计算机程序实现 
    B．为解决某个问题的算法和为该问题编写的程序含义是相同的 
    C．算法的可行性是指指令不能有二义性 
    D．以上说法都是错误的 

【解析】 程序中的语句最终都要转化（编译）成计算机的可执行指令，而算法无此限制，

即算法可以采用自然语言、流程图等形式描述。为解决某个问题的算法和为该问题编写的程

序含义不一定相同，因为这个程序可能不满足有穷性（出现死循环）。此外，算法的可行性是

指每条指令都应在有限时间内完成。选项 A、B、C 都是错误的。故选 D。 
（10）下面程序的时间复杂度为________。 

for(i=0;i<m;i++) 

  for(j=0;j<n;j++) 

    A[i][j]=i*j; 

    A．O(m2)      B．O(n2)      C．O(m×n)     D．O(m+n) 
【解析】 程序段由两重 for 循环组成，外层 for 循环执行 m 次，内层 for 循环执行 n 次，

即循环体赋值语句共执行了 m×n 次。故选 C。 

2．多项选择题 

（1）数据元素是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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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数据集合中的一个个体   B．数据的基本单位     C．数据的最小单位 
    D．一个节点               E．一个记录 

【解析】 数据元素是数据集合中的一个“个体”，是数据的基本单位，而数据项则是数据

的最小单位。在有些情况下数据元素也称元素、节点、顶点和记录等。故选 A、B、D、E。 
（2）数据结构被形式地定义为(K，R)，其中 K 是  ①  的有限集，R 是 K 上的  ②  有

限集。 
    A．算法       B．数据元素     C．数据操作     D．逻辑结构  
    E．操作       F．映像         G．存储          H．关系 

【解析】 数据结构是指数据元素及数据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数据的组织形式，可以

看成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的数据元素集合。故①处选 B，②处选 H。 
（3）线性结构的顺序存储结构是一种  ①  的存储结构，线性结构的链式存储结构是一

种  ②  的存储结构。 
    A．随机存取             B．顺序存取               C．索引存取 
    D．散列存取             E．随机存取和索引存取 

【解析】 顺序存储结构是一种随机存取结构，即可直接查找任何一个数据元素（节点），

所以也称直接存储结构；链式存储结构是一种顺序存取结构，即只能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顺

序查找。故①处选 A，②处选 B。 
（4）算法分析的目的是  ①  ，算法分析的两个主要方面是  ②  。 
① A．找出数据结构的合理性            B．研究算法中输入和输出关系 
   C．分析算法的效率以求改进          D．分析算法的易懂性和文档性 
② E．空间复杂度和时间复杂度          F．正确性和简单性 
   G．可读性和文档性                  H．数据复杂性和程序复杂性 

【解析】 算法分析的目的是考察算法的时间效率和空间效率，以求对算法进行改进或者

对不同的算法进行比较。故①处选 C，②处选 E。 
（5）算法指的是  ①  ，它必须是具备输入、输出、  ②  5 个特性。 
① A．计算方法                        B．排序方法 
   C．解决问题的有限运算序列          D．调度方法 
② E．可执行性、可移植性和可扩充性    F．可行性、确定性和有穷性 
   G．确定性、有穷性和稳定性          H．易读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解析】 算法是建立在数据结构基础上对特定问题求解步骤的一种描述，是若干条指令

组成解决问题的有限序列。算法必须具备输入、输出、可行性、确定性和有穷性 5 个特性。

故①处选 C，②处选 F。 

3．填空题 

（1）一个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________称为存储结构。 
（2）对于给定的 n 个元素，可以构造出的逻辑结构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

________4 种。 
（3）数据是描述客观事物的数、字符及所有________计算机中并被计算机程序所________

的符号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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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性结构中的元素之间存在________关系，树形结构中的元素之间存在________关
系，图形结构中的元素之间存在________关系，而集合结构中的元素之间不存在________关系。 

（5）数据结构是研究数据的________和________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对这种结构

定义相应的________且设计出相应的________。 
（6）数据的________结构与数据元素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无关。 
（7）一个算法的时空性能是指该算法的________和________；前者是算法包含的________，

后者是算法需要的________。 
【解析】 （1）数据的存储结构是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实现方法，包括数据结构中数据

元素的表示及数据元素之间的关系表示。故填表示。 
（2）根据数据元素之间关系的不同特性，可以划分为集合结构、线性结构、树形结构和

图结构。故填集合结构，线性结构，树形结构，图结构。 
（3）应填能够输入到，处理。 
（4）应填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逻辑。 
（5）应填逻辑结构，存储结构，运算，算法。 
（6）应填逻辑。 
（7）应填时间性能（或时间效率），空间性能（或空间效率），计算量，存储量。 

4．判断题 

（1）顺序存储方式只能用于存储线性结构。 
（2）数据元素是数据的最小单位。 
（3）算法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描述，若用 C 语言编写一个程序则程序就是算法。 
（4）数据结构是带有结构的数据元素的集合。 
（5）数据的逻辑结构是指各数据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用户根据需要而建立的。 
（6）数据结构、数据元素、数据项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映像）分别称为存储结构、节点、

数据域。 
（7）数据元素可以由类型不相同的数据项构成。 
（8）数据结构抽象操作的定义与具体实现有关。 
（9）数据的逻辑结构与数据元素本身的内容和形式无关。 
（10）算法独立于具体的程序设计语言，与具体的计算机无关。 
【解析】 （1）错误。顺序存储方式也可用来存储树形结构，如完全二叉树的数组存储和

堆排序时堆的数组存储。 
（2）错误。数据元素是数据的基本单位，数据元素可以由数据项组成，且数据项是数据

的最小单位。 
（3）错误。算法若用计算机语言描述则表现为一个程序但不等于程序，因为程序有时不

一定满足有穷性。 
（4）正确。数据结构可以看成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的数据元素集合。 
（5）正确。 
（6）正确。数据元素的映像——节点可能除数据域外还包含指针域来表示数据元素之间

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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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正确。 
（8）错误。数据结构通过对问题的抽象，舍弃实现的细节，就得到基本运算（即抽象操

作）的定义。然后，通过对实现细节的考虑，进一步得到存储结构和实现算法，从而完成设

计任务，这是一个从抽象操作到具体实现的过程。因此，数据结构抽象操作的定义与具体实

现无关。 
（9）正确。数据的逻辑结构是指各数据元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与数据元素本身的内容

和形式无关。 
（10）正确。 

5．名词解释 

（1）数据         （2）数据元素         （3）数据项 
（4）数据结构     （5）逻辑结构         （6）存储结构 
【解析】 （1）数据是人们利用文字符号、数学符号及其他规定的符号对现实世界的事物

及其活动所做的抽象描述。从计算机的角度看，数据是计算机程序所加工处理的描述客观事

物的表示。 
（2）数据元素是数据的基本单位，是数据集合中的一个“个体”。 
（3）数据项是具有独立含义的数据最小单位。一个数据元素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数据项

组成。 
（4）数据结构是指数据及数据之间相互的联系，可以看成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

的数据元素的集合。 
（5）逻辑结构是对数据元素之间逻辑关系的描述，可以看成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数

学模型，它与数据元素的存储无关。 
（6）存储结构是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实现方法，包括数据结构中元素的表示及元素之

间关系的表示。 
6．写出下面程序段的时间复杂度。 

y=0; 
while((y+1)*(y+1)<=n) 

    y=y+1; 

【解析】 设循环体共执行 T(n)次，每循环一次循环变量 y 加 1，最终 T(n)=y，即：(T(n)+1)2

≤n，即 T(n)≤ n −1＜ n ，当 n≥4 时，有 n ≤
2
n
，即此时有 T(n)＜

2
n
。所以最终得到 T(n)=O(n)。 

7．已知下面程序段 

for(i=1;i<=n;i++) 

  for(j=1;j<=i;j++) 

    for(k=1;k<=j;k++) 
      s=s+1; 

试分析每条语句执行的次数及时间复杂度。 
【解析】 （1）对第一层 for 语句：判断需执行 n+1 次，而进入循环体（即第二层 for 语

句）共 n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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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第二层 for 语句：由于循环终值 i 受第一层 for 语句 i 值每次变化（改变）的制约，

因此其判断次数和进入次数如下。 
判断次数 

2 3 1 ( 3)
2
nn n n+ + + + + = +  

进入次数 

1 2 1 ( 1)
2
nn n n+ + + − + = +  

（3）对于第三层 for 语句：其执行次数同时受第一层 for 语句的 i 值和第二层 for 语句的 j
值控制，其进入循环体的次数如图 1-1 所示。 

     i=1  2  3  4 …… n 
j=1    1  1  1  1 …… 1 
j=2       2  2  2 …… 2 
j=3          3  3 …… 3 
j=4             4 …… 4 
…                  … 

j=n−1            n−1 n−1 
j=n                    n 

图 1-1  第三层 for 语句进入循环体的次数 

因此，第三层 for 语句进入循环体，也就是赋值语句 s=s+1 的执行次数为（按列计算） 

2

1 1 1

1 1 11 (1 2) (1 2 3) (1 2 1 ) ( 1)
2 2 2

n n n

i i i

n n i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1 1( 1)(2 1) ( 1) ( 1)( 2)
2 6 2 6

n nn n n n n n⎡ ⎤= + + + + = + +⎢ ⎥⎣ ⎦
 

而第三层 for 语句判断的次数为 

2

1 1 1

1 1 32 (2 3) (2 3 4) (2 3 1) ( 3)
2 2 2

n n n

i i i

n n i i i i
= = =

+ + + + + + + + + + + + = + = +∑ ∑ ∑  

1 3 1( 1)(2 1) ( 1) ( 1)( 5)
2 6 2 6

n n n n n n n n⎡ ⎤= + + + + = + +⎢ ⎥⎣ ⎦
 

所以，第一个 for 语句执行 n+1 次，其时间复杂度为 O(n)；第二个 for 语句执行 ( 3)
2
n n + 次，

其时间复杂度为 O(n2)；第三个 for 语句执行
1 ( 1)( 5)
6

n n n+ + 次，其时间复杂度为 O(n3)；语句

s=s+1 执行
1 ( 1)( 2)
6

n n n+ + 次，其时间复杂度为 O(n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