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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可以视为由语句构成的$能完成某种功能的程序段#函数内的代码只有调用时
才被运行#函数定义时可以指定要传入的参数为形式参数"即形参%调用函数时对应地
传入参数"称为实参#函数的参数要放在圆括号内#函数运行结束后返回调用者"并能
返回设定的结果#前面几章中已经介绍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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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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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如求绝对值
的

-=/

'($打开文件的
%

C

>&

'(等"还有一些和内置对象有关的函数"如列表对象的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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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方法$字符串的分割
/

C

7*#

$大小写转换等#当然用户也可以自己定义函数#函数
是可以多次调用的程序段"使用函数可以避免重复代码编写"还可将复杂任务分解"并提
高代码的重用性#本章主要介绍

!

"

#$%&

中函数的定义和调用方法$变量的作用域和函
数参数传递等问题#

学习目标
"

掌握函数定义的方法%

"

熟悉函数参数的传递方法"调用函数时的参数分配情况%

"

了解函数变量的作用域"区分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

学习匿名函数
7-0=+-

的使用#

;"!!

L1$MN5OP

用户自定义函数使用
+>K

语句"

+>K

语句可创建一个函数对象"并将其赋值给指定的
函数名#

+>K

语句的一般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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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名
)

形参
;Q

形参
AQ

-

Q

形参
&./

!!

函数内的语句块
!!

W#',R#&

返回值
b

+>K

语句首行包括函数名和形参表"以*&+结尾#函数名根据变量命名方法和编程规
范"通常用字母的小写形式"可以包括字母$数字和下划线等"如

#>/#

,

K)&:J

$

K-:#%9*:-7

等
都是合法的函数名#形参即形式参数"是定义函数时需要的参数名"函数调用时形参的
位置将被实际参数替代#根据情况"形参可以是

2

个或多个"多个形参之间用逗号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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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函数内部的语句块和
+>K

语句要有一定的缩进#函数主体可以包括
9>#)9&

语
句"

9>#)9&

后面是函数的返回值列表"表示函数结束并将这些值返回调用者#一个函数
也可以没有返回值和

9>#)9&

语句"这样系统会自动给调用者返回一个
?%&>

对象#

9>#)9&

语句可以出现在函数主体的任何位置"不一定在函数的最后#

调用函数的格式如下&

!!

函数名
)

实参表
.

调用时传入的实参将替代函数定义时的形参#实参的个数$位置都应该和定义时的
形参一一对应#即使函数没有形参"调用时也不能将括号缺省#函数调用可以作为语
句"如果函数有返回值也可以作为表达式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实参
出现#

不过"一个函数在调用前一定要先有定义%否则出现运行错误#下面给出在交互环
境下"一个简单的函数定义和调用使用的例子#

!!

@@@1'! 2jR7#')-./

!!!!!

F-

为形参
!!!!

#',R#& -

&

-

@@@2jR7#')<.

!!

F

函数调用
Q

出入实参
A<

@@@;D:2jR7#')=.

!!

F

函数调用作为表达式的一部分
;

@@@(#%&,)2jR7#'):=+A. .

!

F

函数调用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实参
;D+A?DDDDDDDDDDDDA

@@@2jR7#')474.

L#78'678M )N"2, #'8'&, 87$$ $72,./

!

O%$' *P(923'$$FA;@*Q $%&' ;Q %&PN"1R$'@

!!

2jR7#')474.

!

O%$' *P(923'$$F;g@*Q $%&' AQ %& 2jR7#'

!!

#',R#& -

&

-

L9('T##"#/ 87&4, NR$,%($9 2'jR'&8' 69 &"&:%&, "! ,9(' 42,#4

例子中的函数是一个实现平方运算的函数"但是定义函数时并没有对参数的类型予
以限制"可以传入整数"也可以是浮点数#两次调用尽管传入的实参类型不同"但函数都
能正常进行平方运算"是因为乘法运算链接的可以是整数"也可以是浮点数"而乘法的结
果取决于传入参数的类型"因此返回不同类型的结果#这种依赖类型的行为也就是所谓
的多态#但如果给函数传入的是一个字符串"因为

!

"

#$%&

内置的乘法运算不能实现两
个字符串相乘"因此函数调用时出现异常并结束#可见"实参和形参一定要一致"这里的
一致包括了类型一致和位置对应#当然假如通过运算符重载定义了字符串乘的操作就
不会出现异常#关于多态和运算符重载的知识将在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UU!

(一章中
介绍#

定义函数时同时给出函数的说明文档是个好的设计习惯"说明文档用于描述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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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使用方式#说明文档就是字符串常量"可以直接在
+>K

语句之后写"它将作为函数
的一部分进行存储#当文档比较长时"可用三引号括起来"以便多行书写#使用

$>7

C

查
询这个函数功能时就能显示这部分说明文字"或者直接调用函数的, ,

+%:

, ,方法也可以
显示说明文字#

!!

@@@1'! 2jR7#')-./

!!!!

4U7$8R$7,2 ,3' 2jR7#' "! 7 &RN6'# -+4

!!!!

#',R#& -

&

-

@@@3'$()2jR7#'.

e'$( "& !R&8,%"& 2jR7#' %& N"1R$' I IN7%&I I/

2jR7#')-.

!!

U7$8R$7,2 ,3' 2jR7#' "! 7 &RN6'# -+

@@@(#%&,

!

2jR7#'+I I1"8I I

e'$( "& !R&8,%"& 2jR7#' %& N"1R$' I IN7%&I I/

2jR7#')-.

!!

U7$8R$7,2 ,3' 2jR7#' "! 7 &RN6'# -+

;")!

Q 1 R S

通过上面的例子已经初步认识了定义函数的形参和调用函数的实参之间的关系#

如果把函数看做是完成某个任务的机器"那么参数就是给机器送入的要加工的材料"返
回值则可以看做加工后的结果"当然不是所有函数都要求有返回值#本节讨论如何给函
数传递参数#

;")"!

!

参数传递的两种模式

!

"

#$%&

中参数的传递模式和其他高级语言很相似"也有两种情况&如果参数是不可
变类型"如数值$字符串$元组等"由于参数的不可改变特性"实际需要创建一份参数的副
本再传递"这一点相当于通过值传递参数"即传值%如果参数是可变类型"如列表$字典
等"这些参数是可以原地修改的"函数对于这样的参数"实际传入的是对象的引用"也就
是在函数中如果修改了这些对象"调用者中的原始对象也将受到影响"可见"这种参数传
递方法相当于通过指针传递参数"传递的是引用"又称传址#

!!

@@@1'! R&837&5')R&83./

!!!

R&83BJ;

!!!

(#%&, R&83

!!

@@@R&837&5');;D.

!!!

F

赋值数值传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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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837&5'1)837&5./

!

!!!

837&5WDbBJ;

!!!

(#%&, 837&5

!!

@@@837&5'1)WDQAQ?b.

!!

F

传入列表的引用
!!

W;Q AQ ?b

通过引用进行参数传递使得不必创建多个参数的副本实现参数的更新#有时如果
不希望可变参数在原地被修改"此时可以创建一个明确的对象副本传递给函数#仍然使
用上例中

:$-&

8

>+

函数的定义"但本次是将列表的一个副本传入"因此不会影响原来的
列表#

!!

@@@lJW:;QDQ;b

@@@837&5'1)lW/b.

!

F

明确地创建一个列表的副本作为传入参数
Ql

就不受影响
WDQ DQ ;b

@@@l

W:;Q DQ ;b

当给函数传递参数的引用时还应格外注意"如果在函数内部将可变类型的形参赋值
给其他变量"对其他变量的修改依然会影响到引用对象#在上面的函数

:$-&

8

>+

中"如
果将传入的参数赋值给新的局部变量"尽管没有针对形参的具体操作"但是对新变量的
修改依然影响原来的参数#

!!

@@@1'! 837&5'1)837&5./

!!!!

%&&'#I^7#J837&5

!!!!

%&&'#I^7#WDbBJ;

!!!!

(#%&, %&&'#I^7#

@@@837&5'1)l.

!!

WDQ DQ ;b

*&&>9

,

,-9

是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称为局部变量"它只在该函数内有效#关于局部
变量和全局变量的讨论可参见

RLQ

节#

;")")

!

参数的匹配

调用函数时将实际参数传入"传入的参数要和定义函数时的参数进行匹配#

!

"

#$%&

中有两种参数匹配方式&一种是最常用的位置参数"也就是根据参数的先后次序将实参
和形参进行匹配%另一种为关键字参数"是根据参数名进行匹配的"通过

&-0>_,-7)>

的
形式向函数传入参数"关键字参数对参数的次序没有要求#

!*

位置参数的匹配
位置参数要求函数调用时传入的实参和函数定义时的形参在位置上一一对应"默认

情况下是根据位置从左到右进行严格匹配#如果出现多余的数据或者有的形参未被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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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会触发类型异常#

!!

@@@1'! N7-=)-Q9Qo./

!!!!

F

一个含有
=

个形参的函数
!!!!

%! -@9@o "# -@o@9/

!!!!!!

#',R#& -

!!!!

'$%! 9@-@o "# 9@o@-/

!!!!!!!

#',R#& 9

!!!!

'$2'/

!!!!!!!

#',R#& o

!!

@@@N7-=);Q=Q?.

!!

F

调用函数
Q

也传入
=

个值
Q

分别为
=

个形参传值#正常匹配
!!

?

@@@N7-=):AQD.

!!

F

传入值的数目少于形参数目
Q

调用函数出现异常

!!

L#78'678M )N"2, #'8'&, 87$$ $72,./

!!!

O%$' *P(923'$$F<;@*Q $%&' ;Q %&PN"1R$'@

!!!!

N7-=):AQD.

!!

L9('T##"#/ N7-=). ,7M'2 '-78,$9 = 7#5RN'&,2 )A 5%^'&.

@@@N7-=):;QDQAQ?.

!!

F

传入值多于形参
Q

调用函数也出现异常

!!

L#78'678M )N"2, #'8'&, 87$$ $72,./

!!!

O%$' *P(923'$$F<A@*Q $%&' ;Q %&PN"1R$'@

!!!!

N7-=):;QDQAQ?.

!!

L9('T##"#/ N7-=). ,7M'2 '-78,$9 = 7#5RN'&,2 )? 5%^'&.

@@@^7#JW>QCQgb

@@@N7-=)

&

^7#.

!!

F

序列解包传递参数
!!

g

可见"位置参数要求函数调用者熟悉函数定义时的形参含义和次序"不仅参数的数
目要相同"还要注意参数的次序问题"防止出错#因此定义函数时"往往需要对函数的参
数含义$数目和类型等加以说明"这是函数文档的重要组成内容#当函数参数比较多时"

对函数调用者而言"要准确匹配这些位置参数不是很容易"不留意就会出错#

调用时传递位置参数还可通过解包序列实现#如果实参是序列对象"使用前加
&

的
变量就可以对序列解包后传入#不过解包序列也应和位置参数对应才能匹配#上面最
后一个例子就是解包一个列表实现参数匹配的#

除了这种常规的根据位置的匹配方法实现实参和形参的匹配"

!

"

#$%&

还提供了关键
字匹配的方法#

!

"

#$%&QL2

版后的参数匹配方法变得更加灵活和丰富#

+*

关键字参数匹配和参数的默认值
函数参数都有一定的意义"为了明确参数的作用"可以为参数命名"而带有参数名的

参数称为关键字参数#关键字形式传入函数的参数"可以让调用者不必关心参数的次序
问题"通过关键字为参数赋值即可#在函数定义和调用时"都要使用形式关键字命名方
式

&-0>_,-7)>

#参数传递时"系统通过关键字进行匹配而不是参数的位置#通过下面
的例子来认识一下关键字参数#



(#

!!!

#

!

"#$%& !"#$

函数
C

>9/%&

有
O

个形参"每个参数在定义时利用
&-0>_,-7)>

的形式给出了该参数
的默认值#当函数调用时"如果该关键字参数没有传入值"则使用定义时给定的这个值
作为默认值#调用函数时"传入参数也要求用

&-0>_,-7)>

的形式"即为关键字参数传
入新的值"新的值将覆盖函数定义时的默认值#关键字参数使得函数参数的意义更为明
确"尤其适合函数参数比较多的情况#

!!

@@@1'! ('#2"&2)&7N'J4---4Q5'&1'#J4O4Q3"669J4NR2%84Q75'J=D./

!!

F

定义函数
!!!!!

(#%&, 4L3' %&!"#N7,%"& %2/4Q&7N'Q5'&1'#Q75'Q3"669

!!

@@@('#2"&2)&7N'J4z'&&94Q75'JA<Q3"669J46%M'4. F

调用函数
Q

对关键字参数次序没有要求
L3' %&!"#N7,%"& %2/ z'&&9 O A< 6%M'

@@@('#2"&2).

!!!!!!!!!!!

F

调用时不传入参数
Q

使用函数定义时的默认值
L3' %&!"#N7,%"& %2/ --- O =D NR2%8

@@@('#2"&I17,7Jr4&7N'4/4l''4Q 475'4/=HQ45'&1'#4/4O4Q43"6694/4X"-%&54s

@@@('#2"&2)

&&

('#2"&I17,7.

!!!

F

利用字典解包传递关键字参数
L3' %&!"#N7,%"& %2/ l'' O =H X"-%&5

最后一个例子中利用了字典解包的方式传递关键字参数"字典变量前要加
&&

"字
典的关键字要和函数的形参关键字对应%否则无法通过解包传入关键字参数#

关键字参数在函数定义时如果没有初始值"可以设为空#但是需要注意"关键字参
数的默认值只能使用一次"如果在函数中对关键字参数做了改变"尤其是可变类型的对
象"要注意函数调用后对参数的影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P

作为一个关键字参数"函数
定义时默认为01"但是在函数内部对其进行了修改#调用函数时尽管都使用了

P

的默认
值"但由于

P

被函数原地修改了"因此再次调用时如果默认
P

的值"

P

将不再是函数定义
时的默认值了#

!!

@@@1'! !)7QlJWb./

!!!!

l+7(('&1)7.

!!!!

#',R#& l

@@@(#%&, !);.

W;b

@@@(#%&, !)A.

W;Q Ab

@@@(#%&, !)=.

W;Q AQ =b

如果希望在后面的多次调用中关键字参数的默认值依然有效"可以通过添加条件测
试语句#例如"上面的例子"函数可以定义如下&

!!

@@@1'! !)7QlJS"&'./

!!!!

%! l %2 S"&'/

!!!!!

lJWb

!!!!!

l+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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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

!!!!!

#',R#& l

@@@(#%&, !);.

W;b

@@@(#%&, !)A.

WAb

@@@(#%&, !)=.

W=b

关键字参数清晰地给出了参数名和值的对应"因此实际调用时即使参数次序发生了
改变也不受影响#

实际应用中"函数的关键字参数可以和位置参数联合使用"但是位置参数要放在关
键字参数前%否则系统报语法错误#参数匹配时"系统首先做位置关系的配对"然后再根
据关键字匹配参数#关键字参数方式另一个优点是可以给出参数的默认值"正如例子显
示的那样"定义函数时为关键字参数赋值#当调用函数时"如果该参数缺省"就自动使用
函数定义时的值作为默认值#下面是联合使用位置参数和关键字参数的例子#

!!

@@@1'! ('#2"&2)&7N'Q3"669Q75'Q 5'&1'#J4O4./

!!!!

(#%&, 4L3' %&!"#N7,%"& %2/4Q&7N'Q5'&1'#Q75'Q3"669

!!!

@@@('#2"&2)4l%$94Q4NR2%84QADQ5'&1'#J4u4.

L3' %&!"#N7,%"& %2/ l%$9 u AD NR2%8

@@@('#2"&2)4`R4Q483'224Q?D.

!!

F

关键字参数没有传入值
Q

使用默认值
L3' %&!"#N7,%"& %2/ `R O ?D 83'22

)*

参数收集
参数收集机制在函数定义时提供了更灵活的参数匹配方案#定义时如果不能确定

参数的数目"可以利用参数收集方式定义形参#针对位置参数和关键字参数"收集分两
种#第一种"以

&

开头的参数名可以收集位置不匹配的参数"收集的参数形成一个包含
位置信息的元组#

&

的含义就是收集多余的位置参数#如果是关键字参数形式"则使用
&&

开头的变量收集额外的关键字参数"也就是第二种收集方法#使用
&&

开头的参数收集
的结果是一个字典变量"其中字典的键就是关键字参数名"值就是关键字的参数值#

!!

@@@1'! !)

&

7#52./

!!!

F

&

7#52

为位置参数收集
!!!!

(#%&, 7#52

!!

@@@!).

).

@@@!)D.

!!

F

传入一个值
Q

收集的元组包含一个元素
)DQ.

@@@!);QAQ=.

!

F

传入多个值
Q

收集的元组包含多个元素
);Q AQ =.

@@@1'! !!)

&&

7#52./

!!

F

关键字参数收集



(%

!!!

#

!

"#$%& !"#$

!!!!!

(#%&, 7#52

@@@!!).

rs

@@@!!)7J;Q6JA.

!

F

关键字参数收集得到一个字典
r474/ ;Q 464/ As

在定义函数时"位置参数$关键字参数和参数收集策略可以混合使用"以应对函数复
杂的参数情况&比如"在只能确定部分的位置参数或不知道参数名称的时候"就可以混合
使用这些方式#需注意的是"如果混合使用"位置参数$关键字参数和参数收集有排序的
规则"要求位置参数排在最前"之后是位置参数收集或关键字参数"最后是关键字参数收
集"这样系统能够明确参数的对应关系"传递参数时才能正确匹配#下面是函数参数中
各种方式混合的例子"注意函数定义时的形参写法以及函数调用时实参写法"最后是形
成的匹配关系#

!!

@@@1'! !)7Q6JDQ

&

8./

!!!

F

位置参数
Q

关键字参数和位置参数收集混合
!!!!

(#%&, 47J4Q7Q46J4Q6Q48J4Q8

@@@!)HQ:;QDQ;.

!!

F

调用时都是位置参数的形式
Q

匹配按次序进行
Q

剩余的被收集
7JH 6J:; 8J)DQ ;.

@@@1'! !)7Q6JDQ

&&

8./

!!

F

位置参数
Q

关键字参数和关键字参数收集
!!!!

(#%&, 47J4Q7Q46J4Q6Q48J4Q8

!!

@@@!);QAQ'J<Q!Jg.

!!

F

首先位置参数匹配
Q

然后是关键字参数
Q

最后被关键字收集
7J; 6JA 8Jr4'4/ <Q 4!4/ gs

!

"

#$%&QL2

版后这种混合策略更灵活"其他复杂参数传递情况可参见
!

"

#$%&

手册
的说明#

;"9!

TU$VPW

一个函数中可以定义变量和函数"这些名称在函数内部定义"它们的影响范围和在
函数外定义的变量是不同的#函数内部的变量称为局部变量或本地'

7%:-7

(变量"局部变
量的作用域在函数内部"在函数外无法使用#在一个模块文件中$所有函数外定义的变
量称为全局'

8

7%=-7

(变量"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模块"也就是说"在该模块所有函数
外和函数内都可以使用全局变量#先通过下面的例子初步认识变量的作用域的概念#

该例是在交互环境下实现的#

!!

@@@KJHH

!!!!!!!!!

F

函数外定义
Q

全局变量
@@@1'! !R&8)./

!!!!

KJD

!!

F

函数内定义
Q

局部变量
!!!!

(#%&, )K.

!

F

函数内部首先使用局部变量



!

"

+

#$9:

(&

!!!

@@@!R&8).

D

@@@(#%&, )K.

!!

F

在函数外使用的是全局变量
HH

@@@1'! !)./

!!!

(#%&, )K.

!

F

全局变量可在函数内使用

@@@!).

!

HH

在第一个函数
K)&:

外定义了变量
T

"在函数
K)&:

内部也定义了一个同名的
T

"

K)&:

内部的
C

9*&#

函数使用了
T

#当
K)&:

函数调用时"内部的
C

9*&#

打印出的是函数内部
T

的值"而不是外部的
T

#说明内部的
T

覆盖了外部的
T

#因为函数在调用时生成了自己
内部变量构成的一个命名空间"遇到变量名

T

时"

C

9*&#

函数首先在函数自己的命名空间
内查找

T

变量"如果有则首先使用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而不管函数外部有无该变量名
称#换句话说"函数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的名字并不会产生冲突"如果有同名的变量"函
数内部变量将覆盖外部的同名变量#当函数调用结束时"该函数的命名空间也被释放
了#因此"在交互环境下再次

C

9*&#T

时"打印的是函数外部的
T

了#这就是说"函数内
部的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在函数内部"这也是将其称为局部变量的原因#

第二个例子定义了
K

函数"

K

函数内部没有定义
T

变量"调用
K

执行
C

9*&#T

时"由于
T

不在函数的命名空间中"就到函数外部找
T

#因此"打印了函数外部定义的全局变量
T

#也就是说"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模块#

通过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有不同的作用域"函数调用时动态
地形成了由局部变量构成的命名空间"可以和函数外部的变量区分开#

在赋值语句部分已经介绍过"

!

"

#$%&

的变量使用前无须事先声明"只要赋值之后就
可以使用"赋值的同时就定义了变量#因此"变量赋值的位置决定了变量的性质及作用
域范围#变量赋值的位置有两种&一种是在模块'也包括交互环境下(中定义的变量%另
一种在函数内部或表达式内部定义的#模块中定义的变量作用域是在整个模块"而函数
或表达式中定义的仅限于函数及表达式内部使用"不能被函数和表达式之外引用#再通
过下面这个例子具体说明哪些变量是局部变量#

!!

1'! %&,'#2'8,)2'j;Q2'jA./

!!

#'2JWb

!!

!"# - %& 2'j;/

!!!!

%! - %& 2'jA/

!!!!!!

#'2+7(('&1)-.

!!

#',R#& #'2

例子中局部变量包括&

"

函数内部通过赋值语句显式赋值的变量"如
9>/

#

"

作为形参传入的变量"如
/>

a

J

和
/>

a

1

#



('

!!!

#

!

"#$%& !"#$

"

K%9

循环结构将元素值赋给的变量"如
M

#

变量的作用域严格地区分了函数内部和外部的空间#变量的不同作用域有助于函
数内变量的本地化"使得函数能够独立于调用者#下面是

!

"

#$%&

的变量作用域的一般
法则#

'

J

(模块文件中定义的变量是全局变量"其作用范围为全部模块代码空间#模块是
分隔变量的顶层结构"一个模块的变量需要正确导入该模块后才能够执行和使用#

'

1

(函数内部变量默认为局部变量"作用域是函数内部"在函数外无效#在每次函数
调用时创建局部变量的命名空间#如果想在函数内定义一个全局变量"需要明确声明"

即通过
8

7%=-7

语句来说明变量是全局的#全局变量在声明它的函数外也可以使用#也
就是在函数内定义的全局变量作用域也是整个模块#

!!

@@@KJgg

@@@1'! !R&8)./

!!!!

5$"67$ K

!!!!

KJ;DD

@@@!R&8).

@@@K

!!!!

F

在函数中对全局变量进行修改
;DD

'

Q

(原地修改变量不会改变变量的作用域"但是对变量名重新赋值可以#例如"有个
全局列表

P

"在函数内部调用增加元素的方法
PL-

CC

>&+

'("并不能把
P

变为函数的局部
变量"

P

仍然是全局变量#但是如果给
P

赋予一个新值
P_T

"这时的
P

就变为在函数内
定义的新的局部变量了#

!

"

#$%&

遇到一个未知函数变量时"变量名解析的次序符合
PB(i

法则#

PB(i

分别
代表了

O

个不同的作用域&首先查看变量是否在本地作用域'

P

(中"如果不在"再看是否
存在嵌套函数"如果存在就到上一层函数作用域中找'

B

("如果没有"之后是到全局作用
域'

(

(中找"最后是查找
!

"

#$%&

内置作用域'

i

("内置作用域包括内置的函数
C

9*&#

$

[*

C

等#

一般函数和外界沟通的方式是传入参数和返回值"而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模
块"如果函数内部使用全局变量"就相当于增大了函数和外界的联系"从而破坏了函数的
独立性"因此设计中不建议在函数中过多地使用全局变量#

!!

@@@KJHH

@@@1'! !R&8)p./

!!!!

nJKBp

!!!!

#',R#& n

@@@!R&8);.

;DD

在上面这个例子中"全局变量是
T

和函数
K)&:

"

;

和
l

是局部变量#函数内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