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
$

!

顺序结构程序设计

%"!

!

实验目的
!

!

"熟悉赋值运算符的使用%能根据需要构建相应的赋值表达式%掌握两变量交换数
据的方法&

!

,

"继续熟悉整数相除$取余运算及数据类型转换等内容%能实现四舍五入保留指定
位小数的算法&

!

3

"熟悉常用数学函数的使用&

!

A

"通过样例加深对
;

7#@)8

!"常用格式控制符功能的理解%掌握
;

7#@)8

!"的使用&

!

E

"掌握
$6&@8

!"的使用%能正确输入数据&

!

F

"掌握顺序结构程序设计的方法%能够画出传统的流程图和
5>(

流程图&

%"#

!

知识要点
!"

赋值运算符和表达式
编写程序时%给变量赋值是基本操作%必须熟练掌握&

!

"赋值运算符与表达式
赋值运算符为

P

&

表达式格式为(变量
P

表达式)&

功能'先计算表达式的值%再赋给左边的变量%即把表达式的值存入左边变量所标识
的存储单元中&

说明'

!

!

"

P

是(赋值)的含义%不是数学中的(等于)&例如%

@P@J!

是将变量
@

存储单元
的值加

!

后存回到该单元%这种写法经常使用%应掌握&

!

,

"左边必须是左值!即能存放数据的单元"%通常为变量%不能是常量%

&JBP6

是错
误的&表达式

CP

D

执行后%改变的是
C

值%而
D

值保持不变&

!

3

"赋值号
P

两边的数据类型要求相同%若不同%则在赋值前自动把右边表达式的值
转换为与左边类型相同的值%再赋给左边变量&

优先级'只高于逗号运算符%比其他运算符级别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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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性'从右到左&

赋值表达式除了给左边变量赋值外%表达式本身也有值%其值为左边变量的值%也就
是说'表达式

CP

D

PRP-

是允许的%相当于
CP

!

D

P

!

RP-

""%即先给
R

赋
-

%再赋表达式
RP-

的值!也是
-

"给
D

%这样
R

$

D

的值都是
-

,接着再将
D

值赋给
C

%因此%

C

值也为
-

%相当
于执行了'

RP-

,

D

P-

,

CP-

,三条语句&

注意'变量初始化与赋值语句的区别%为什么语句(

#@)&PBP6PE

,)是错误的3

,

"复合赋值运算符与表达式
运算符'

JP

$

SP

$

&

P

$#

P

$

QP

等&

功能'把右边表达式的值同左边变量的值进行相应运算后%再把运算结果赋给左边
的变量&该复合赋值表达式的值也就是左边变量的值&

例如%(

CJP

D

,)相当于(

CPCJ

D

,)%(

CSP

D

,)相当于(

CPCS

D

,)&

优点'简洁!可读性也不差"%编译速度快&

%"

逗号运算符与表达式
若把多个表达式用逗号!%"分开%就构成了逗号表达式&

格式'

!!

表达式
T7

表达式
87

/

7

表达式
#

运算过程'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各个分表达式的值%整个逗号表达式的类型和值就是
最右端表达式的类型和值&

优先级'最后一级%低于所有运算符&

例如'

CP

!

3JA

%

EGF

$

,

%

AXX!

%

3G,S-GF

",

该表达式的值就是最后表达式
3G,S-GF

的值%即
,GF

%数据类型为
*+%B'9

&

("

使用数学函数构建表达式
对于一些常用的数学运算%系统已设计好专门的函数来实现相应功能%只要加语句

(

'

#@6'%*9

头文件)%就可以在程序中直接调用数学函数来构建表达式&在头文件
N&)MG

M

中包含如表
3>!

所示的函数声明&

表
%$!

!

常用数学函数
函数名称 函数原型 数学式子 功

!!

能
实数绝对值函数

*+%B'98&B$

!

*+%B'9C

"

'

C

'

返回实数
C

的绝对值
正弦函数

!!!

*+%B'9$#@

!

*+%B'9C

"

$#@!

!

C

为弧度" 返回弧度为
C

的正弦值
余弦函数

!!!

*+%B'96+$

!

*+%B'9C

"

6+$!

!

C

为弧度" 返回弧度为
C

的余弦值
正切函数

!!!

*+%B'9)&@

!

*+%B'9C

"

)

T

!

!

C

为弧度" 返回弧度为
C

的正切值
平方根函数

!!

*+%B'9$

W

7)

!

*+%B'9C

" 槡C!

C

%

P-

"

返回
C

的算术平方根
指数函数

!!!

*+%B'99C

;

!

*+%B'9C

"

9

C

!

9P,GH!.,.,

" 返回
9

C的值
幂函数

!!!!

*+%B'9

;

+<

!

*+%B'9C

%

*+%B'9

D

"

C

D 返回
C

D的值
自然对数函数

!

*+%B'9'+

T

!

*+%B'9C

"

'@C

!

C

%

-

" 返回以
9

为底
C

的对数
对数函数

!!!

*+%B'9'+

T

!-

!

*+%B'9C

"

'+

T

!-C

!

C

%

-

" 返回以
!-

为底
C

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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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流程图
编写一个程序%最重要的是确定其算法!即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可用程序流程

图来表示算法%常用的流程图如下&

!

"传统的流程图
用一些图框!如图

3>!

所示"来表示各种操作&特点是形象直观%易于理解&

图
()!

!

流程图的常见图框

图
3>,

是一个传统流程图的例子%其目的是判断一个大于或等于
3

的正整数是否为
(素数)&

,

"

5>(

流程图
对传统流程图进行了改进%去除了箭头%全部算法写在一个矩形框内%由从属于它的多

个子框构成%又称为盒图&图
3>3

是
5>(

的例子%功能与图
3>,

相同%但更加简单%明了&

图
()%

!

传统流程图的例子
!

图
()(

!

7)$

流程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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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序的三种基本结构
顺序结构'从上到下顺序执行%既不重复也不跳过语句的执行&

选择结构'根据条件%选择某一模块的语句执行&

循环结构'根据条件%重复执行某一模块语句%重复的次数根据条件决定&

1"

数据的输入输出
输入输出是

2

语言程序中最基本的操作之一%几乎每一个
2

程序都包含输入输出功
能&但是%

2

语言本身不提供输入输出语句%输入和输出操作是由
2

标准函数库中的函数
来实现的&常用的输出函数有

;

7#@)8

!"$

;

%)6M&7

!"等%输入函数有
$6&@8

!"$

T

9)6M&7

!"等&

要使用这些输入输出函数%需要在程序文件的开头加上预编译指令
'

#@6'%*9

$

$)*#+GM

%

&

!

"使用
;

7#@)8

!"输出数据
格式'

!!

:;"#+<3

格式控制符
7

输出项表
4

例如'

!!

:;"#+<3="A?'7$A?$B#=7"7$49

说明'

!

!

"格式控制符的形式为'

!!

?U

对齐方式
VU

宽度
VU-

精度
V

格式描述符
这里的方括号表示该项可省略%百分号和格式描述符是必需的&常用的格式描述符

如表
3>,

所示&

表
%$#

!

常用的格式描述符
格式描述符 功

!!

能 格式描述符 功
!!

能
*

输出带符号的十进制数
8

或
'8

以小数形式输出实数%默认带
F

位小数
6

以字符形式输出%只输出一个字符
$

输出字符串
%

或
Z

输出无符号的整数
+

或
_

输出八进制整数
C

或
Y

输出十六进制整数
9

或
1

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

!!

对齐方式为
S

时表示左对齐%省略则为右对齐&宽度是指数据输出的最小宽度%当数
据不足指定宽度时%通常用空格补齐&当输出小数时%精度是指小数位数,若是字符串%则
是指截取字符串的长度&

!

,

"输出项表'可以是常量$变量或表达式列表!用逗号分开"%是输出的具体内容&

,

"使用
$6&@8

!"输入数据
格式'

!!

*$2#+<3

格式控制符
7

地址列表
4

例如'

!!

*$2#<3= ?'7?'=7@67@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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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

"格式控制符与
;

7#@)8

!"的要求类似%加小写字母
'

用于输入长整型!如
Q'*

"或
*+%B'9

类型!如
Q'8

"&还可以在其中插入一些附加字符&

例如'

!!

*$2#<3=2A?'7HA?'7$A?'=7@27@H7@$49

在输入数据时%也需要采用同样格式来输入%如输入(

&P!-

%

BPE-

%

6P!--

)并按
1@)97

键&

!

,

"地址列表'可以是变量的地址%或字符串的首地址&

!

3

"常见错误'

!

不是地址列表'如(

$6&@8

!

IQ8Q8Q8I

%

&

%

B

%

6

",)&

"

输入内容与插入的附加字符不对应'如(

$6&@8

!

I&PQ8

%

BPQ8

%

6PQ8I

%

X&

%

XB

%

X6

",)&

输入
!3,

!

或
&P!BP36P,

!

#

输入字符型数据时出现错位现象'如(

$6&@8

!

IQ6Q6Q6I

%

X6!

%

X6,

%

X63

",)&

输入
&B6

!

!将空格作为有效字符输入"

$

试图用格式控制符$转义字符等来控制输入格式'如(

$6&@8

!

IQEG,8

#

@I

%

X&

",)&

3

"字符数据的输入输出
常用的输入输出语句有(

;

%)6M&7

!字符型数据或整数")%输出一个字符,5变量
P

6

T

9)6M&7

!"%输入一个字符%通常存放到某一存储单元中&

%"%

!

实验内容与步骤
!

!

"!基础题"编写程序%将
!----

秒转换成以(

CC

时
CC

分
CC

秒)格式输出&

提示'可考虑整数的"$

Q

运算&

!

,

"!基础题"编程实现'先定义两个整数变量%然后输入两个值%再交换这两个变量

图
()*

!

程序运行结果

的值%最后输出交换后的新值%如图
3>A

所示&

问题'

!

语句组'

&PB

,

BP&

,能交换
&

$

B

的值吗3

"

若不能%如何改进3

#

画出程序的传统流程图&

!

3

"!基础题"运行下列程序%体会
;

7#@)8

!"中(格式控制符)的用法%并回答相关问题&

!!

!"#$%&'()*+'",-./

"#+ 12"#3 4

5

!!

"#+ gAT8SW9

!!

',&H%( <AT8SW\-CT8SW\]^_`9

!!

$.2;

&

:A=F."#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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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格式符
> B#=49

!!

:;"#+< 3=?'B#=7g49

!!

:;"#+< 3=?]'B#=7g49

!!

:;"#+< 3=?C]'B#=7g49

!!

:;"#+< 3=?8'B#B#=7g49

!!

:;"#+< 3=??<

格式符
> B#=49

!!

:;"#+< 3=?<B#=7<49

!!

:;"#+< 3=?%<B#=7<49

!!

:;"#+< 3=?T\<B#=7<49

!!

:;"#+< 3=?T\-W<B#=7<49

!!

:;"#+< 3=?ZT\<B#=7<49

!!

:;"#+< 3=?ZT\-W<B#=7<49

!!

:;"#+< 3=?-8<B#=7<49

!!

:;"#+< 3=?SC-8C<B#B#=7<49

!!

:;"#+< 3=??(

格式符
> B#=49

!!

:;"#+< 3=?(B#=7<49

!!

:;"#+< 3=?T\(B#=7<49

!!

:;"#+< 3=?T\-W(B#=7<49

!!

:;"#+< 3=?ZT\(B#=7<49

!!

:;"#+< 3=?ZT\-W(B#=7<49

!!

:;"#+< 3=?-8(B#=7<49

!!

:;"#+< 3=?SC-8C(B#B#=7<49

!!

:;"#+< 3=??*

格式符
> B#=49

!!

:;"#+< 3=?*B#=7:49

!!

:;"#+< 3=?TC*B#=7:49

!!

:;"#+< 3=?ZTC*B#B#=7:49

!!

;(+&;# C9

D

问题'请说明格式控制符
Q*

$

Q8

$

Q9

$

Q$

的基本用法&

!

A

"!基础题"分析$运行下列程序%要让各变量得到对应的值
&P3

%

BPH

%

CP.GE

%

D

PH!G.,

%

6!P

!

U

!

%

6,P

!

&

!

&请问在键盘上该如何输入3 然后回答相关问题&

!!

!"#$%&'()*+'",-./

"#+ 12"#3 4

5

!!

"#+ 27H9

!!

<%,2+ 67M9

!!

$.2; $T7$89

!!

*$2#<3=2A?'7HA?'=7@27@H49

!!

*$2#<3=?<?(=7@67@M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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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T7@$849

!!

:;"#+<3=2A?'7HA?'B#=727H49

!!

:;"#+<3=6A?<7MA?<B#=767M49

!!

:;"#+<3=$TA?$7$8A?$B#B#=7$T7$849

!!

;(+&;# C9

D

问题'

!

$6&@8

!"函数应如何书写3

"

输入不同类型数据时%应注意什么3

!

E

"!提高题"以下程序实现的功能是'输入一个
*+%B'9

类型的数据%使该数保留两
位小数%对第三位小数进行四舍五入处理%然后输出此数%查验处理是否正确&请根据注
释和运行结果截图填充程序&

!!

!"#$%&'()*+'",-./

"#+ 12"#34

5

!!

',&H%( 69

!!

:;"#+<3=R#+(; 6A=49

!!

*$2#<3=?%<=7@649

!!

:;"#+<3=3T4 6A?<-----

原始数据
B#=7649

!!

:;"#+<3=384 6A?-8<-----

格式控制数据
B#=7649

!!

6A 9

!!

006

扩大
TCC

倍
!!

6A 9

!!

006

增加
C-\

!!

6A 9

!!

00

对
6

取整后再赋值给
6

!!

6A 9

!!

006

缩小
TCC

倍
!!

:;"#+<3=3S4 6A?<-----

处理后数据
B#=7649

!!

;(+&;# C9

D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3>E

所示&

图
()1

!

程序运行结果截图

!

F

"!提高题"改错题'以下程序有多处错误%若按下
列截图所示格式输入输出数据%请在程序的相应位置上
改正错误&

程序代码如下'

!!

12"#

5

!!

',&H%( 27H7$7*7f9

!!

:;"#+<3"#:&+ 27H7$ >B#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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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727H7$49

!!

*A2

&

H9

!!

00

计算长方形面积
!!

fA2

&

H

&

$9 00

计算长方体积
!!

:;"#+<3=?' ?' ?'=727H7$49

!!

:;"#+<3=*A?<B#=7*7=fA?'B#=7f49

D



实验
%

!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

!

实验目的
!

!

"熟悉
2

语言逻辑值(真)$(假)的表示&

!

,

"掌握关系运算符的种类$运算优先级$运算结果的类型%清楚一个关系表达式对
应的相反式&

!

3

"掌握逻辑运算符的种类$运算优先级$结合性$操作数与运算结果的类型%能根据
要求构建相应的逻辑表达式%理解逻辑运算中(短路)现象&

!

A

"掌握
#8

语句的用法%能够根据要求熟练使用单分支$双分支$多分支!嵌套"结构&

!

E

"掌握
$<#)6M

语句的格式$功能及注意事项&

!

F

"熟悉条件运算符和条件表达式的基本用法&

-"#

!

知识要点
在生活中有很多需要判断和选择的情景&例如%天冷了%就要多穿衣服,若生病了%就

要吃药或者去看病//在利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条件的不同%做出相
应选择&

!"0

语言的逻辑值
在计算机高级语言中%条件判断的结果是用逻辑值来表示的&

逻辑值只有两个'分别用(真)$(假)表示&早期的
2

语言没有专门的逻辑值%对用户
提供的逻辑值%计算机将所有非

-

值视为(真)%

-

值表示(假),当由计算机输出逻辑值时%

(真)用
!

表示%(假)用
-

表示&后来的
2LL

有了表示逻辑值的
B++'

型%分别用
)7%9

$

8&'$9

表示(真)$(假)%其内部仍是分别用
!

和
-

表示&

%"

关系运算
关系运算用来比较两个操作数的大小%其结果为逻辑值!(真)或(假)"&进行关系运

算的关键是构造合适的(关系表达式)&

运算符有
F

个%分别是
$

!小于"$

$

P

!小于等于"$

%

!大于"$

%

P

!大于等于"$

PP

!等于"$4

P

!不等于"&

关系表达式'由一个关系运算符连接前后两个表达式而构成的式子%其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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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操作数
T

关系运算符操作数
8

例如%

!-

%

E

是关系表达式%其结果为(真)!即
!

"%而
!-

$

E

结果为(假)!即
-

"&

说明'

!

!

"关系运算的操作数可以是各种基本数据类型!如
#@)

$

6M&7

$

*+%B'9

$

8'+&)

等"&

!

,

"比较大小时%数值型以其大小$英文字母以其
U(2//

码$汉字以它的机内码为准
进行比较%如

!

&

!

%

!

U

!

的值为(真)!即为
!

"&

!

3

"由于计算机精度有限%通常浮点数不进行相等!

PP

"判断&

优先级'在无括号的情况下%

$

$

$

P

$

%

$

%

P

运算符的级别要高于
PP

$4

P

,算术
运算符的优先级要高于关系运算符%关系运算符的优先级要高于赋值运算符&例如%

!

&

!

S

3

%

!-

的结果为
!

%计算过程是'先得到
!

&

!

的
U(2//

码!

LH

"%再减去
3

得到算术表达式的
值!

LA

"%最后再与
!-

比较大小&

结合性'是指当表达式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优先级的操作符的情况下%用于
指定运算是从左向右结合还是从右向左结合&关系运算的结合性是从左到右&

运算与反运算'在
F

个关系运算符中%可以分为
$

与
%

P

$

%

与
$

P

$

PP

与4

P

三
组%在两个操作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组中的两个运算符构成的运算互为反运算%当某
一种关系表达式的运算结果为(真)!即为

!

"时%它的反运算结果必然为(假)!即为
-

"%反
之也成立&也就是说%对于同一问题的求解%可以从两个相反角度去考虑%这体现了程序
设计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

("

逻辑运算
如果要构造更为复杂的表达式%就可以使用逻辑表达式&

逻辑表达式'将逻辑型数据与逻辑运算符连接而成的式子&

逻辑运算符有
3

个%分别是'

!

"4 !逻辑非%单目运算%即只有一个操作数"

运算规则'当操作数为(真)!即非
-

"时%运算结果为(假)!即
-

",当操作数为(假)!即
-

"时%运算结果为(真)!即
!

"&

,

"

XX

!逻辑与%双目运算%有两个操作数"

图
*)!

!

逻辑运算符的运算规则

运算规则'只有两个操作数同时为(真)!非
-

"时%运算结果才为(真)!即为
!

"%否则
均为(假)!即为

-

"&也就是说%只要两个操作数中有一个为(假)!即为
-

"时%运算结果就
一定为(假)!即为

-

"&

3

"

(

!逻辑或%双目运算%有两个操作数"

运算规则'只有两个操作数同时为(假)!即
-

"时%运算结果才为(假)!即
-

"%否则均为
(真)!即

!

"%也就是说%只要两个操作数中有一个为
(真)!非

-

"时%运算结果就一定为(真)!即为
!

"&

三种运算符的运算规则如图
A>!

所示&

结合性'从左到右&

优先级'下列运算符中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
是'4 运算符$算术运算符!

&

$#$

Q

$

J

$

S

"$关系



'( %+ ?@=>#$%&

%6

!!!

运算符!

%

$

%

P

$

$

$

$

P

$

PP

$4

P

"$

XX

运算符$

(

运算符$赋值运算符!

P

$

JP

$

SP

$

&

P

$#

P

$

)

P

$

*

P

等"&

问题'数学式
-

$

C

$

E

该如何书写呢3 答案'

C

%

-XXC

$

E

&为什么3

设
&

$

B

是逻辑型变量%则下列三个式子成立'

44

&PP&

$4!

&XXB

"

PP

4

&

(

4

B

$4!

&

(

B

"

PP

4

&XX

4

B

构造逻辑表达式举例如下&

-例
-$!

.

!

字符
6M

为英文字母或数字字符&

分析'英文字母有大小写之分%可利用其
U(2//

码大小来构造表达式,大写字母$小
写字母$数字字符三者之间是(或)关系&

逻辑表达式'

!

6M

%

P

!

U

!

XX6M

$

P

!

`

!

"

''

!

6M

%

P

!

&

!

XX6M

$

P

!

R

!

"

''

!

6M

%

P

!

-

!

XX6M

$

P

!

L

!

"

-例
-$#

.

!D

9&7

表示年份%写出判定是否为(闰年)的表达式&

分析'根据历法知识%如果年份
D

9&7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即为闰年&

!

能被
A

整除但不能被
!--

整除&

"

能被
A--

整除&

逻辑表达式'

!

D

9&7QAPP-

"

XX

!

D

9&7Q!--

4

P-

"

''

!

D

9&7QA--PP-

"

思考题'设学生有五门课程%分别用
$6!

$

$6,

$

$63

$

$6A

$

$6E

表示成绩%请问怎样构造满
足下列不同要求的表达式&

!

平均成绩
.-

分及
.-

分以上&

"

每门成绩均在
.-

分及
.-

分以上&

#

没有一门课程成绩在
.-

分或
.-

分以上&

逻辑表达式的(短路)现象'

!

!

"在形如
+

XX

+

XX

+

XX

/的表达式中%只要前面有一个表达式!用符号
+

表示"的值为(假)%则整个表达式的值就为(假)%此后各表达式不再计算%因为它们的值无
论是(真)还是(假)%都不会影响整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这称为

XX

运算符的(短路)

现象&

例如%

&P-

%

BP!

%计算表达式
&JJXXBJJ

的值&

计算过程'先取
&

值
-

%

&

再增加
!

%因为是
XX

运算%整个表达式值为
-

%表达式
BJ

J

不再计算%

B

值保持不变!即
B

仍是
!

"&

!

,

"在形如
+''+''+''

/的表达式中%只要前面有一个表达式!用符号
+

表示"的
值为(真)%则整个表达式的值也就为(真)%后面各表达式的值也不必再计算%理由也是后
续表达式的值不会影响整个表达式的运算结果%这称为

''

运算符的(短路)现象&

例如%

&P!

%

BP!

%计算表达式
&JJ

''

BJJ

的值&

计算过程'先取
&

值
!

%

&

再增加
!

%因为是
''

运算%整个表达式值为
!

%表达式
BJJ

不再计算%

B

值保持不变!即
B

仍是
!

"&

提示'在计算逻辑表达式值时%应考虑到上述两种(短路)现象的存在%以免造成
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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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语句
!

"基本形式
!!

"< 3

表达式
4

!!

语句
T

(%*(

!!

语句
8

图
*)%

!

+8

语句执行过程

说明'

!

!

"此处的表达式可以是算术表达式$关系表达式$逻
辑表达式$赋值表达式$字符表达式等%其值为(真)!即非

-

"

或(假)!即
-

"&

!

,

"表达式外的括号!"一定要有%不能省略&

!

3

"语句
!

$语句
,

后应加分号!,"%如果有多条语句%就
可用大括号*+括住%构成复合语句&

#8

语句执行过程如图
A>,

所示&

-例
-$%

.

!

输入
C

值%输出分段函数
D

P

CS!

!

C

$

-

"

CJE

!

C

,

-

*

"

的值&

编程思路'

C

值以
-

为界%采用
#8

/

9'$9

/语句分成两种情况%很容易实现&

程序代码如下'

!!

!"#$%&'()*+'",-./

"#+ 12"#34

5

!!

',&H%( 67M9

!!

:;"#+<3=

请输入
6

的值
>=49

!!

*$2#<3=?%<=7@649

!!

"< 36)C4

!!

5

!!!!

MA6ZT9

!!

D

!

(%*(

!!

5

!!!!

MA6I\9

!!

D

!!

:;"#+<3=6A?<7MA?<B#B#=767M49

!!

;(+&;# C9

D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A>3

所示& 图
*)(

!

例
*)(

程序运行结果
,

"单分支
#8

语句
如果

#8

语句省略
9'$9

部分%就形成了单分支语句%格式为'

!!

!"

!

#

表达式
$

语句



'( %+ ?@=>#$%&

(!

!!!

图
*)*

!

单分支
+8

语句执行过程

执行过程如图
A>A

所示&

-例
-$-

.

!

输入
3

个数
&

$

B

$

6

%要求按由小到大的顺
序输出&

编程思路'使用单分支
#8

语句进行两两比较%若不
满足顺序就交换这两个变量的值%即

&

$

B

先进行比较%较
小值放入

&

%较大值放入
B

,再将
&

$

6

进行比较%较小值放
入

&

%较大值放入
6

%这样
&

存放的就是最小值,接着将
B

$

6

进行比较%较小值放入
B

%较大值放入
6

&最后%依次输
出

&

$

B

$

6

即可&

程序代码如下'

!!

!"#$%&'()*+'",-./

"#+ 12"#34

5

!!

<%,2+ 27H7$7+9

!!

:;"#+<3=

请输入三个实数
>=49

!!

*$2#<3=?<?<?<=7@27@H7@$49

!!

"<32/H4

!!

5 +A292AH9HA+9D

!!

"<32/ $4

!!

5+A292A$9$A+9D

!!

"<3H/ $4

!!

5+AH9HA$9$A+9D

!!

:;"#+<3=

从小到大
>?<7?<7?<B#=727H7$49

!!

;(+&;# C9

D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A>E

所示&

图
*)1

!

例
*)*

程序运行结果

说明'两个变量!如
&

$

B

"要交换所存数据%直接
使用语句(

&PB

,

BP&

,)不能实现&需要借用第三个
变量!如

)

"来存放中间值%正确的代码为(

)P&

,

&PB

,

BP)

,)请注意赋值的先后顺序&

思考题'生活中两个杯子分别盛满水和油%如何进行交换呢3

3

"

#8

语句的嵌套
#8

/

9'$9

/语句实现两分支功能%如果再在其中的
#8

部分或
9'$9

部分嵌入
#8

语句能构
成多分支语句&由于嵌入的位置不同%嵌入的

#8

语句既可以包含
9'$9

部分%也可以省略
9'$9

部分%从而构成比较复杂的嵌套关系%如图
A>F

(

图
A>!,

所示&

说明'

!

!

"

2

语言规定'

9'$9

子句总是与前面最接近的不带
9'$9

子句的
#8

语句相结合%与书
写格式有无缩进毫无关系,若要改变这种结合关系%可以加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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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4

!

在
+8

$

9/,9

子句分别嵌入
+8

"

9/,9

"

语句!

*

分支"

!!!

图
*)5

!

只在
+8

子句嵌入
+8

"

9/,9

"

语句!

(

分支"

图
*)'

!

只在
+8

子句嵌入单分
支
+8

语句!有括号"!

%

分支"

!

图
*)6

!

只在
+8

子句嵌入单分支
+8

语句!无括号"!

%

分支"

图
*)!&

!

只在
9/,9

子句嵌入双分支
+8

语句!

(

分支"

图
*)!!

!

只在
9/,9

子句嵌入单分支
+8

语句!

%

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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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

只在
9/,9

子句中嵌套多重
+8

"

9/,9

"语句!

3:!

分支"

!!

!

,

"如果所有的嵌套部分都放在
9'$9

部分%就能形成多分支结构%这类嵌套结构清
晰%可读性强%在编程中大量使用&

-例
-$.

.

!

输入学生成绩%输出相应等级!

L-

(

!--

为(优秀)%

.-

(

L-

为(良好)%

H-

(

.-

为(中等)%

F-

(

H-

为(及格)%

F-

以下为(不及格)"&

编程思路'先确定各分界点成绩!如
L-

$

.-

$

H-

等"属于哪一个区域3 再采用
#8

/

9'$9

#8

/

9'$9

/实现多分支&

图
*)!(

!

例
*)1

程序运行结果

程序代码如下'

!!

!"#$%&'()*+'",-./

"#+ 12"#34

5

!!

"#+ *$,;(9

!!

:;"#+<3=

请输入成绩
>=49

!!

*$2#<3=?'=7@*$,;(49

!!

"< 3*$,;(/A`C4

!!!!

:;"#+<3=

!

?'ZZ/

优秀
B#=7*$,;(49

!!

(%*( "< 3*$,;(/A_C4

!!!!

:;"#+<3=

!

?'ZZ/

良好
B#=7*$,;(49

!!

(%*( "<3*$,;(/A^C4

!!!!

:;"#+<3=

!

?'ZZ/

中等
B#=7*$,;(49

!!

(%*( "<3*$,;(/A]C4

!!!!

:;"#+<3=

!

?'ZZ/

及格
B#=7*$,;(49

!!

(%*(

!!!!

:;"#+<3=

!

?'ZZ/

不及格
B#=7*$,;(49

!!

;(+&;# C9

D

程序运行结果如图
A>!3

所示&

1"

条件表达式
从名字上不难判断出其功能%能根据条件是否满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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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决定表达式的值%实现双分支
#8

语句类似功能&

条件运算符'3'!唯一的三目运算符%即有三个操作数"&

条件表达式格式'(表达式
!

3 表达式
,

!

'表达式
3

)&

执行顺序'先求解表示条件的表达式
!

的值%如果为(真)%则求解表达式
,

%此时表达
式

,

的值就作为整个条件表达式的值%假若表达式
!

的值为(假)%则求解表达式
3

%表达
式

3

的值就是整个条件表达式的值&

优先级'高于赋值运算符%低于关系运算符和算术运算符&

结合性'从右到左&

-例
-$/

.

!

求
C

的绝对值&

分析'正数和
-

的绝对值是它本身%负数的绝对值是其相反数&条件表达式为(!

C

%

P-

"3

C

'!

SC

")&

-例
-$0

.

!

求两个数
&

$

B

的较小值&

分析'先比较两个数的大小%取其中的较小值&条件表达式为(!

&

$

PB

"3

&

'

B

)&

思考题'

!

上述表达式还能写成其他形式吗3

"

与
#8

#

9'$9

#语句相比%条件表达式有什么优势3

4",;+<=>

语句
基本形式'

!!

*L"+$. 3

表达式
4

5

!!

$2*(

常量表达式
T>

!!!!

语句
T

!!!!

7

!!!!

UH;(2gV

!!

$2*(

常量表达式
8>

!!!!

语句
8

!!!!

7

!!!!

UH;(2gV

!!!!

7

!!

U'(<2&%+>

!!!!

语句
#ITV

D

功能'根据表达式值%选择不同语句进行执行%实现多分支功能%类似于电风扇的多
档开关&

执行过程'

!

!

"先计算(表达式)的值%假定为
4

%若它不是整型%系统只取其整数部分作为结
果值&

!

,

"依次计算每个常量表达式的值%假定它们的值依次为
4!

%

4,

%/%同样若它们的
值不是整型%则自动转换为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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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图
*)!*

!

,;+<=>

语句执行过程

!

3

"让
4

依次同
4!

%

4,

%/进行比较%一旦遇到
4

与某个值
4#

相等%就从对应标号的语句开始向下执行%

如果没有碰到
B79&=

语句%将一直执行到右大括号为止
结束整个

$<#)6M

语句的执行,若遇到
B79&=

语句%则结
束

$<#)6M

语句的执行&当
4

与所有值
4#

都不同%则执
行

*98&%')

子句的语句%直至结束,若无
*98&%')

语句%则
什么都不做&执行过程如图

A>!A

所示&

说明'

!

!

"表达式通常为整型或字符型%选择合适的表达
式是构造

$<#)6M

语句的关键&

!

,

"

B79&=

语句应根据情况来设置&

!

3

"

*98&%')

子句是可选的&

例
A>E

还可用
$<#)6M

语句来改写%关键点是构造表达式$设置各
6&$9

子句的常量值&

程序代码如下'

!!

!"#$%&'()*+'",-./

"#+ 12"#34

5

!!

"#+ *$,;(9

!!

:;"#+<3=

请输入成绩
>=49

!!

*$2#<3=?'=7@*$,;(49

!!

*L"+$.3*$,;(0TC4

!!

5

!!

$2*( TC>

!!

$2*( `>

!!!!

:;"#+<3= ?'ZZ/

优秀
B#=7*$,;(49H;(2g9

!!

$2*( _>

!!!!

:;"#+<3= ?'ZZ/

良好
B#=7*$,;(49H;(2g9

!!

$2*( ^>

!!!!

:;"#+<3= ?'ZZ/

中等
B#=7*$,;(49H;(2g9

!!

$2*( ]>

!!!!

:;"#+<3= ?'ZZ/

及格
B#=7*$,;(49H;(2g9

!!

'(<2&%+>

!!!!

:;"#+<3= ?'ZZ/

不及格
B#=7*$,;(49

!!

D

!!

;(+&;# C9

D

-"%

!

实验内容与步骤
!

!

"!基础题"分析$运行下列程序%验证逻辑值$关系表达式值%并回答相关问题&

!!

!"#$%&'()*+'",-./



2

!"#$%&'()*

(4

!!!

"#+ 12"#34

5

!!

"#+ 6AT\7MA\7[A\C9

!!

:;"#+<3=6A?'7MA?'7[A?'B#=767M7[49

!!

:;"#+<3=6/Mh ?'B#=76/M49

!!

:;"#+<3=6)AMh ?'B#=76)AM49

!!

:;"#+<3=6IM)[h ?'B#=76IM)[49

!!

:;"#+<3=[ZSC/A6IMh ?'B#=7[ZSC/A6IM49

!!

:;"#+<3=MAA[ZSC/6h ?'B#=7MAA[ZSC/649

!!

;(+&;# C9

D

问题'

!

2

语言逻辑值(真)$(假)如何表示3 输入$输出时有什么不同3

"

关系运算符包含哪几个3 它们的优先级如何3

#

关系表达式的运算结果是什么3

$

哪些关系运算符可构成互为相反运算的式子3 它们的运算结果有什么关联3

!

,

"!基础题"分析$运行下列程序%验证逻辑表达式的值%并回答相关问题&

!!

!"#$%&'()*+'",-./

"#+ 12"#34

5

!!

"#+ 2AS7HAW7$A\9

!!

"#+ 67M7[9

!!

:;"#+<3=2A?'7HA?'7$A?'B#=727H7$49

!!

:;"#+<3=2IH/$@@HAA$ h ?'B#=72IH/$@@HAA$49

!!

:;"#+<3=N2iiN$iiH h ?'B#=7N2iiN$iiH49

!!

:;"#+<3=2iiHI$@@H/$ h ?'B#=72iiHI$@@H/$49

!!

:;"#+<3=2J H@@$I2 h ?'B#B#=72J H@@$I249

!!

:;"#+<3=

执行
6A2)Hii$II

后
76A?'72A?'7HA?'7$A?'B#=76A2)Hii$II727H7$49

!!

:;"#+<3=

执行
MA2/H@@$II

后
7MA?'72A?'7HA?'7$A?'B#=7MA2/H@@$II727H7$49

!!

:;"#+<3=

执行
[A2iiHIIii$II

后
7[A?'72A?'7HA?'7$A?'B#=7[A2iiHIIii$II727H7$49

!!

;(+&;# C9

D

问题'

!

逻辑运算符包含哪几个3 它们的优先级如何3 它的运算优先级高于算术运算符$

赋值运算符吗3

"

逻辑表达式的操作数$运算结果是什么3

#

什么是逻辑运算中(短路)现象3 这会带来什么影响3

!

3

"!基础题"以下程序的功能是'输入学生
A

门课程的成绩%然后根据要求构建相应
的逻辑表达式%之后计算这些表达式的值并输出&请根据程序相关提示填写所缺代码%再



'( %+ ?@=>#$%&

(5

!!!

运行该程序予以验证%最后回答相关问题&

!!

!"#$%&'()*+'",-./

"#+ 12"#34

5

!!

',&H%( *$T7*$87*$S7*$W9

!!

:;"#+<3=

请输入学生的
W

门课程成绩
>B#=49

!!

*$2#<3= =7 49

!!

:;"#+<3=*$TA?<7*$8A?<7*$SA?<7*$WA?<B#=7*$T7*$87*$S7*$W49

!!

:;"#+<3=W

门课程的平均成绩大于等于
_Ch ?*B#=7 h=

是
=>=

否
=49

!!

:;"#+<3=W

门课程中每门的成绩均大于等于
_Ch ?*B#=7 h=

是
=>=

否
=49

!!

:;"#+<3=W

门课程中至少有一门的成绩大于等于
_Ch ?*B#=7 h=

是
=>=

否
=49

!!

:;"#+<3=W

门课程中没有一门的成绩大于等于
_Ch ?*B#=7 h=

是
=>=

否
=49

!!

:;"#+<3=W

门课程中至少有两门的成绩大于等于
_Ch ?*B#=7 h=

是
=>=

否
=49

!!

;(+&;# C9

D

问题'

!

在程序中的什么位置使用了(条件表达式)3

"

条件运算符有几个操作数3 条件表达式如何执行3

!

A

"!基础题"假设
,F

个大写字母和
,F

个小写字母分别首尾相连组成两个不同的
环%编程实现'输入一个字母%输出它的前一个和后一个字母&例如%输入

!

U

!

%输出
!

`

!

和
!

]

!

,输入
!

&

!

%输出
!

R

!

和
!

B

!

&

!

E

"!基础题"编写一个程序'输入一个正整数%先判断其是奇数还是偶数%再进一步
判断能否被

3

整除%运行界面如图
A>!E

所示&

图
*)!1

!

程序运行结果

提示'

!

判断奇偶性是指能否被
,

整除%可考虑用
Q

运算符取余数%再判断是否为
-

&

"

程序运行有
A

种可能结果%可用
#8

#

9'$9

#语句嵌套来实现'在外层考虑奇偶性%

在内嵌的
#8

#

9'$9

#中考虑能否被
3

整除&

!

F

"!基础题"对于下列函数'

D

P

C

!

SE

$

C

$

-

"

CS!

!

CP-

"

CJ!

!

-

$

C

$

!-

-

.

/

"

编写程序%要求输入
C

的值%输出
D

值&

提示'可以选择如下方法之一来编写程序&

!

多个
#8

语句!不含
9'$9

部分"&



2

!"#$%&'()*

('

!!!

"

嵌套的
#8

语句&

#

#8

#

9'$9#8

#

9'$9

语句&

$

嵌套的条件表达式&

!

H

"!提高题"以下程序实现的功能是'利用系统函数
7&@*

产生两个
-

(

LL

的随机整
数%之后进行算术四则运算!加$减$乘$除"%用户先输入运算符%接着输入对应运算的结
果%最后由程序来判断是否正确%并输出相应信息&

分析$运行该程序%体会
$<#)6M

语句和随机函数的用法%并回答相关问题&

程序代码如下'

!!

!"#$%&'()*+'",-./

!"#$%&'()*+'%"H-./

!"#$%&'()+"1(-./

"#+ 12"#34

5

!!

"#+ 27H7;(*&%+AZT7"#:&+AC9

!!

$.2; ,:9

!!

0

&

系统函数
;2#'>

产生
CjS8^]^

随机整数
7

头文件是
*+'%"H-.

!!

系统函数
*;2#'3"#+ *(('4>*(('

相同
7

产生随机数中也相同
7

头文件是
*+'%"H-.

!!

系统函数
+"1(3C4>

返回系统时间的总秒数
7

头文件是
+"1(-.

!!&

0

!!

*;2#'3+"1(3C449

!!

2A;2#'34?TCC9

!!

HA;2#'34?TCC9

!!

:;"#+<3=

输入算术运算的运算符
3I

$

Z

$

6

$

04> =49 00a

&

a

不可用
7

改用
a6a3

小写
4

!!

,:AG(+$.2;349

!!

*L"+$.3,:4

!!

5

!!!!

$2*( aIa>

!!!!!!

;(*&%+A2IH9

!!!!!!

:;"#+<3=?' I?'A=727H49

!!!!!!

*$2#<3=?'=7@"#:&+49

!!!!!!

H;(2g9

!!!!

$2*( aZa>

!!!!!!

;(*&%+A2ZH9

!!!!!!

:;"#+<3=?' Z?'A=727H49

!!!!!!

*$2#<3=?'=7@"#:&+49

!!!!!!

H;(2g9

!!!!

$2*( a6a>

!!!!!!

;(*&%+A2

&

H9

!!!!!!

:;"#+<3=?'

&

?'A=727H49

!!!!!!

*$2#<3=?'=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