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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与数据结构》

内容概要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算法与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3版)》以数据结构为主线、算法为辅线组织教学
内容。《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算法与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3版)》体系完整、概念清楚、内容充实、
取材适当，采用“数据结构作为抽象数据类型的物理实现”观点，既提高了抽象数据类型在本课程教
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突出了自身的教学重点。《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算法与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
第3版)》在讲解知识的同时，重视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新版对第2
版教材中许多算法进行了改进，力求为读者提供一套具有良好C语言风格、更便于教学的程序代码，
以期帮助学生从中体会到算法的魅力和C语言编程的艺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新版内容也
适当地提高了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完全覆盖了最新考研大纲的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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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2 程序的设计与实现 一般来说，一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有许多办法，由于使用的
工具是计算机，所以在选择方法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计算机的特点和条件，才能找到比较巧妙的办法，
比较快而且准确地计算出需要的结果。 对于前面抽象出来的着色问题，下面介绍一种简单的求解方法
，目的在于使读者从中体会从问题抽象的模型到实现模型的设计过程。 选择算法 穷举珐 求一般着色
问题的最优解，可以采用穷举法，具体做法是：从分为1，2，3⋯⋯组开始考察，逐个列举出所有可能
的着色方案，检查这样的分组方案是否满足要求。首先满足要求的分组，自然是问题的最优解。 具体
来讲，假设求解的图中有n个结点，首先考察如果放在一个组里（这时显然只有一种着色方式）是否
可行，即考察组里的结点是否有线相连。如果没有，最优解已经找到；否则考察如果放在两个组里是
否可行，这时需要逐个穷举出所有可能的分成两个组的方案，这个数可能很大。例如，两个组按1：n
—1分配，就有C1n=n种方案，按2：n—2分配，就有C2n=n（n—1）／2种方案等。当考察了所有放在
两个组里可能的方案后，如果都不行的话，接着考虑分为三组、四组的各种组合。以此类推，最多到
分成n组，最终总能成功。 但是，对于规模大的问题，由于求解时间会随着实际问题规模的增长而呈
指数级上升，这类穷举法可能使计算机无法承受（有耐心的读者，不妨对上述信号灯问题亲自动手模
拟一下这个穷举法的求解过程）。 当然，对于一般（任意规模）的着色问题，存在一些比穷举法更快
的求最优解的算法，因为超出本课教学范围，不在此展开讨论。实际上，对于一个具体的着色问题（
例如本节开头提出的信号灯问题），并没有必要一定找到其最优解。下面给出的是一个比穷举法快得
多的，但是通常能够求出次优解的算法。 贪心法 求着色问题的次优解，一种简单的方法称为贪心法
：先用一种颜色给尽可能多的结点上色，只要这些结点之间没有边相连；然后再用另一种颜色在未着
色结点中给尽可能多的结点上色，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结点都着色为止。

Page 5



《算法与数据结构》

编辑推荐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算法与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3版)》编辑推荐：许多知识模块具有一定的独立
性和相关性，因此不同专业和不同水平的读者可以根据需要组合使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算法与
数据结构:C语言描述(第3版)》既可以作为计算机专业本科“数据结构”课程教材，也可以作为理工科
有关专业本科和计算机专业专科相关课程的教材或考研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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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学把这本书卖别人了。。。。。。考试之前发现不看书不行又网购了本。亏了几块钱。。
4、书本，我很喜欢，重要的是物美价廉
5、挺好的  很有用  还是最新版的
6、比较适合初学算法的人，虽然其中有些部分比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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