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23

任何一个计算机程序在逻辑上即程序执行时的控制流程都可以用
/

种基本结构表示%

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和循环结构#顺序结构按语句在源程序中出现的顺序依次执行&分支结

构根据一定的条件有选择地执行或不执行某些语句&循环结构在一定条件下重复执行相同

的语句#所有的流程控制都是由语句实现的$能够支持结构程序设计的语言必须有好的流

程控制语句#

8

语言通过
L

种执行语句实现上述
/

种基本结构$这
L

种语句是%

#

表达式语句&

$

复合语句&

%

标号语句&

&

选择语句'

<$

和
'><67)

(&

'

循环语句'

>)<+*

,

$,0

和
=,S>)<+*

(&

(

转移语句'

R0*#V

,

7,.6<.A*

,

5

,6,

和
0*6A0.

(#

#"$! 4567

#"$"$! +,-.

!!

复合语句的一般形式如下%

!!

!

!!

声明语句部分

!!

可执行语句部分

B

一个复合语句在语法上等价于单个语句$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凡一个语句能够出现

的地方都能够出现复合语句&二是花括号中的所有语句是一个整体$要么全部执行$要么一

句也不执行#复合语句可以嵌套$即复合语句中还可以有复合语句#

#"$"!! /0-.

#",-

语句

!!

<$

语句有以下两种形式#

'

1

(

<$

格式如下%

!!

!"#表达式$语句

'

-

(

<$S*+'*

格式如下%

!!

!"#表达式$语句 %

!

&%'& 语句 (

<$

语句允许嵌套$嵌套时
*+'*

与其前面最靠近的未配对的
<$

配对$此即内层优先配对

原则#



&'

!!!

!"./,012

语句

'><67)

语句的一般形式如下%

!!

')!*+, #表达式$ -

!!

+.'& 常量表达式 /0 语句序列1

!!

+.'& 常量表达式 (0 语句序列1

!!

!

!!

+.'& 常量表达式 20 语句序列1

!!

3&".4%*0 语句序列1

5

7#'*

和
=*$#A+6

只能在
'><67)

语句中使用#表达式是选择条件$其值必须为整型'包括

字符型和枚举型(#

'><67)

语句的语句体由多个
7#'*

子句和至多一个'可以没有(

=*$#A+6

子

句组成&

7#'*

后面的常量表达式是值为常数的表达式$通常为字面常量或符号常量$其值在

类型上必须和选择条件的类型相一致&同一个
'><67)

语句中的所有
7#'*

常量值必须互不相

同&每个
7#'*

'称为一种情况(下可以有零个或多个语句$有多个语句时可以不用加34#

'><67)

语句执行时$先计算作为选择条件的表达式$并将表达式的值依次与
7#'*

后面

的每个常量比较$当与某个
7#'*

的常量值相等时$则执行该
7#'*

后面的语句#若表达式的

值与各
7#'*

的常量值都不相等$在有
=*$#A+6

的情况下则执行
=*$#A+6

后面的语句&否则不执

行
'><67)

中的任何语句$此时
'><67)

等价于一个空语句#

'><67)

语句体在执行时$一旦遇

到
R0*#V

语句$则终止剩余语句执行$而执行该
'><67)

语句的下一条语句#

#"$"#! 12-.

8

语言提供
>)<+*

,

$,0

和
=,S>)<+*/

种循环语句#

#"/2,34

语句,

-56

语句和
758/2,34

语句

>)<+*

语句一般形式如下%

!!

),!%& #&$

!

'

$,0

语句一般形式如下%

!!

"67 #&/1 &(1 &8$

!

'

=,S>)<+*

语句一般形式如下%

!!

36

!

'

!

),!%& #&$1

其中
*

代表表达式$

'

代表语句'即循环体(#

>)<+*

语句和
$,0

语句都是先计算并测试表达

式'

*

或
*-

(的值$后执行循环体$若第一次测试时表达式的值就为
!

值$则循环体一次也不

执行#

=,S>)<+*

语句则先执行循环体$然后计算并测试表达式的值$所以循环体至少被执行

一次#

循环语句的使用要点如下%

'

1

(第一次测试循环条件'

*

或
*-

(之前$循环变量必须赋初值&在循环体或循环控制部

分的表达式
*

,

*-

或
*/

中必须有能够改变循环变量值的语句或表达式#写循环条件时$应



&(

!!!

注意避免无限循环,永不执行的循环或执行次数不正确的循环等情况#

'

-

(

$,0

语句控制部分的
*1

可以包含除给循环变量赋初值之外的其他与循环有关的运

算'在循环开始之前仅执行一次的运算(#

*-

只须具有确定循环是否继续的测试值$而不要

求一定是
<

'

.

之类的关系表达式#

*/

是每次执行循环体后紧接着要执行的表达式$通常用

于改变循环变量的值$如
<99

之类&

*/

可以包括某些属于循环体部分的内容$也可将
*/

放

到循环体中#可见$

$,0

语句的控制部分很灵活$可以容纳除循环变量赋初值,测试循环条件

和修改循环变量值的运算以外的其他与循环有关的运算#写
$,0

语句时应兼顾算法的简洁

性和可读性#此外$对于嵌套的循环语句$应写成缩进对齐格式$以增加程序结构的清晰感

和美感#

'

/

(任何循环语句$当循环体含有一个以上语句时#必须加大括号组成复合语句&当循

环体为空语句时不要掉了分号#

!"

多重循环

当循环语句的循环体是一个循环语句或者包含有循环语句时$即为多重循环'或嵌套的

循环(语句#

多重循环语句的使用要点如下%

'

1

(对于多重循环语句$特别要注意给出与循环有关的变量赋初值的位置$只须执行一

次的赋初值操作应放在最外层循环开始执行之前#

'

-

(内,外循环变量不应同名$否则将造成循环控制混乱$导致死循环或计算结果错误#

'

/

(应正确书写内,外循环的循环体#需要在内循环语句中执行的所有语句必须用34

括起来组成复合语句作为内循环体&属于外循环体的语句如果有多个$则应放在内循环体的

34之外$并用外层34括起来组成复合语句作为外循环体#

'

4

(不应在循环中执行的操作应该放在进入最外层循环之前或最外层循环结束之后#

#"$"%! 34-.567-.

转移语句包括
R0*#V

,

7,.6<.A*

,

5

,6,

和
0*6A0.

语句#其中$

R0*#V

,

7,.6<.A*

和
5

,6,

用于

改变由
/

种基本结构'顺序,分支和循环(的语句预定的程序流程$

0*6A0.

用于从函数返回到

函数的被调用点#

3"964:;

语句

R0*#V

语句的形式如下%

!!

97&.:1

R0*#V

语句只能用于下面两种情况%

'

1

(用于循环语句的循环体中$当循环条件还未变为假时提前结束循环语句的执行'强

行退出循环(#

'

-

(用于
'><67)

语句中$从中途退出
'><67)

语句$即跳过
R0*#V

语句之后直到
'><67)

语句结束的所有语句#

对于嵌套的循环语句或
'><67)

语句$

R0*#V

语句的执行只能退出包含
R0*#V

语句的那一

层结构$不能隔层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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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语句

7,.6<.A*

语句的形式如下%

!!

+62*!24&1

7,.6<.A*

话句只能用于循环语句的循环体中$终止循环体的本次执行$即在循环体的本

次执行中跳过从
7,.6<.A*

语句之后直到循环体结束的所有语句'未退出循环语句($控制转

移到循环体的末尾#对于
>)<+*

'

*

(

'

和
=,'>)<+*

'

*

(&语句$执行
7,.6<.A*

语句之后马上

执行表达式
*

#而对于
$,0

'

*+

&

*-

&

*/

(

!

'

语句$则马上执行表达式
*/

#

("

>

505

语句和标号语句

5

,6,

语句的形式如下%

!!

;6*6 标号1

标号语句的形式如下%

!!

标号0语句1

5

,6,

语句的用途是将控制转移到由标号指定的语句'标号语句(开始执行#标号语句是

5

,6,

语句转向的目标#

标号是一个标识符$任何可执行语句都可以加标号而成为标号语句#

5

,6,

语句的目标

语句允许出现的范围称为标号的作用域$

8

语言中标号的作用域是
5

,6,

语句所在的函数$

即
5

,6,

语句不能将控制转出它所在的函数#

5

,6,

语句和标号语句在函数中的位置没有先

后关系约束#

)"640=6<

语句

0*6AU

语句有以下两种形式#

'

1

(不带表达式的
0*6A0.

语句$其形式如下%

!!

7&*4721

'

-

(带表达式的
0*6A0.

语句$其形式如下%

!!

7&*472 表达式1

0*6A0.

语句的用途是将控制返回到函数的被调用点#不带表达式的
0*6A0.

语句只返回

控制$但不返回值#带表达式的
0*6A0.

语句$表达式可以用'(括起来$在返回控制的同时将

表达式的值返回到被调用处'该值作为函数调用表达式的值使用(#对于无
0*6A0.

语句的函

数$当执行完函数体中最后一个语句后控制自动返回到调用点#

#"!! 89:;<

#"!"$! 89:

!!

!例
("#

"

!

下列各小题程序均是为测试所使用机器的机器字长而编制的#请指出哪些



'*

!!!

程序是正确的1 哪些程序不正确1 为什么1

'

1

(

!!

H"#&?C;)I%$;"'E>A

"#$ +,"#1b'";6

!

!!

C#%"M#); d 7Q8.

!!

"#$ U"$% 78.

!!

=>"?) 1d @786

!!

!

!!!!

dII74.

!!!!

OOU"$%.

!!

B

!!

/("#$012U"$% 7:;5#2* U"$%6.

!!

()$C(# 8.

B

'

-

(

!!

H"#&?C;)I%$;"'E>A

"#$ +,"#1b'";6

!

!!

C#%"M#); d.

!!

"#$ U"$%.

!!

0'( 1d 7Q8* U"$% 78. d. d AA746

!!!!!

OOU"$%.

!!

/("#$012U"$% 7:;5#2* U"$%6.

!!

()$C(# 8.

B

'

/

(

!!

H"#&?C;)I%$;"'E>A

"#$ +,"#1b'";6

!

!!

"#$ d 7Q8* U"$% 78.

!!

;'

!

!

!!!!

dII74G

!!!!

OOU"$%.

!!

B

!

=>"?) 1d6.

!!

/("#$012U"$%7:;5#2* U"$%6.

!!

()$C(# 8.

B



'"

!!!

!!

'

4

(

!!

H"#&?C;)I%$;"'E>A

"#$ +,"#1b'";6

!

!!

"#$ d* U"$%.

!!

0'( 1d7Q8* U"$%78. d. dAA746

!!!!

OOU"$%.

!!

/("#$012U"$%7:;5#2* U"$%6.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因为整型'

<.6

或
A.'<

5

.*=

(的长度与机器字长相同$所以测试所使用机

器的机器字长即确定一个整型变量存储单元的位数#实现方法上可以先将一个整型变量置

为全
1

$然后通过移位来统计最初的
+

的个数#移位时$无论左移或右移都必须保证填充位

为
!

&否则$程序将陷于死循环$永远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统计结果#

题目所给的
4

个程序中$'

1

(,'

-

(和'

/

(是正确的$'

4

(是不正确的#

说明%

4

个程序在解题思路方面是一样的$都是首先将一个字'

<.6

型或
A.'<

5

.*=

型变

量(的所有位置全为
+

&然后用一个循环语句将这个字每次移
1

位$并计算循环的次数'即最

初的
+

的个数($直到没有为
1

的位为止#循环结束时的计数结果则为所求#

程序'

1

(和'

-

(是通过将一个值为全
+

的
A.'<

5

.*=

变量
V

向左或向右移位来达到目的

的#

A.'<

5

.*=

整数无论是左移还是右移$都是逻辑移位$空出的位用
!

来填充&当移位的次

数等于字的位数时$此
A.'<

5

.*=

整数为
!

$从而统计出所使用机器的字长#

程序'

/

(使用的是
<.6

整数左移的方法#虽然
<.6

整数的移位运算是算术移位$但左移

时低位仍然是用
!

来填充$所以同样可以达到目的#

程序'

4

(使用的是
<.6

整数
V

右移的方法#由于各位均为
1

的
<.6

整数即
J1

$右移时是

用符号位'

+

(来填充高位$

V

右移的结果永远是
J1

'非
!

(#所以$该程序是一个死循环程序$

永远无法达到目的#

此外$作为循环条件的表达式
V

*

3!

可简化为
V

$使程序的代码更优#

!例
("!

"

!

输入任意一个大于或等于
-

的整数
.

$判断该数是否是素数并输出相应的结

果#请阅读下列程序$指出哪些程序是正确的1 哪些程序不正确1 为什么1

'

1

(

!!

H"#&?C;)I%$;"'E>A

"#$ +,"#1b'";6

!

!!

"#$ "* #.

!!

/("#$012"#/C$ # 1# A7D6 G26.

!!

%&,#012:;2* <#6.

!!

"0 1#ID6 !

!!!!

/("#$012"#/C$ )(('(5#26.



'#

!!!

!!!!

()$C(# 34.

!!

B

!!

"0 1#77D6

!!!!

/("#$012D "% , /("+)5#26.

!!

)?%) !

!!!!

0'( 1"7D. "I#. OO"6

!!!!!!

"0 1@1# :"66 !

!!!!!!!!

/("#$012:; "%#N$ , /("+)5#2* #6.

!!!!!!!!

()$C(# 8.

!!!!!!

B

!!!!

/("#$012:; "% , /("+)5#2* #6.

!!

B

!!

()$C(# 8.

B

'

-

(

!!

H"#&?C;)I%$;"'E>A

"#$ +,"#1b'";6

!

!!

"#$ "* J* #.

!!

/("#$012"#/C$ # 1# A7D6 G 26.

!!

%&,#012:;2* <#6

!!

"0 1# ID6 !

!!!!

/("#$012"#/C$ )(('(5#26.

!!!!

()$C(# 34.

!!

B

!!

0'( 1"7D* J7#AA4. "IJ. OO"6

!!!!

"0 1@1# :"66 !

!!!!!!

/("#$012:; "% #'$ , /("+)5#2*#6.

!!!!!!

()$C(# 8.

!!!!

B

!!

/("#$012:; "% , /("+)5#2* #6.

!!

()$C(# 8.

B

'

/

(

!!

H"#&?C;)I%$;"'E>A

"#$ +,"#1b'";6

!

!!

"#$ "* J* #.

!!

/("#$012"#/C$ # 1# A7D6 G 26.

!!

%&,#012:;2* <#6

!!

"0 1# ID6 !



'$

!!!

!!!!

/("#$012"#/C$ )(('(5#26.

!!!!

()$C(# 34.

!!

B

!!

"0 1@1# < 46 << #@7D6 !

!!!!

/("#$012:; "% #'$ , /("+)5#2* #6.

!!!!

()$C(# 8.

!!

B

!!

0'( 1"7\*J7%u($1#6. "IJ. "O7D6

!!!!

"0 1@1#:"66 !

!!!!!!

/("#$012:; "% #'$ , /("+)5#2* #6.

!!!!!!

()$C(# 8.

!!!!

6

!!

/("#$012:; "% , /("+)5#2* #6.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按照素数的定义$除
1

和自身以外不含任何其他因子的整数是素数$

-

是最小素数#因此$判断一个整数
.

是否是一个素数就是要找出
.

是否包含
1

和自身以外

的其他因子#根据数学知识可知$用
-

!

.J+

'或
.

)

-

,槡.(作为除数
<

$如果
<

均不能整除
.

'表达式
.Q<

结果非
!

($则
.

是一个素数&否则$

.

不是素数#显然$用
-

!槡.作为除数时$所

做的除法次数比用
-

!

.J+

或
-

!

.

)

-

作除数时少得多#

此外$按照素数的定义$除
-

以外的偶数一定不是素数#因此$可以首先检查输入的整

数
.

$如果
.

是一个偶数且不等于
-

'表达式*'

.Q-

(

OO.

*

3-

非
!

$或者*'

.O1

(

OO

.

*

3-

非
!

($则可直接输出
.

不是素数的结论#如果
.

已经确定为奇数$还可以使除数
<

从

/

开始$且
<

每次增加
-

'奇数的因子不可能为偶数(#这样处理减少了运算次数$从而提高了

程序的运行速度#

槡.在程序中应表示为标准函数
'

_

06

'

.

($且应包含所需头文件
'

U#6)I)

%

$

'

_

06

'

.

(的结

果是浮点数$应通过赋值或类型强制符强制为整型#

'

_

06

'

.

(要执行函数调用$表达式
.

)

-

要

做除运算$而
'

_

06

'

.

(或
.

)

-

的结果在找因子的过程中'循环(是不变的#因此$应在循环开

始之前执行
'

_

06

'

.

(或
.

)

-

$以免在循环过程中重复计算相同的结果#

.

)

-

的结果是整数$如

果用
.

%%

1

代替
.

)

-

可达到相同的目的$而且移位运算比除运算快得多#

可见$一个好的程序不仅要求正确$而且应考虑影响程序运行速度的各种因素#

题目所给的
/

个程序中$'

1

(是正确的$'

-

(和'

/

(是不正确的#

程序'

-

(和'

/

(中
`

的值是最后一个除数$因此循环条件应为
<

&`

而不是
<

'`

&否则$会因漏

掉一个除数而使不符合素数定义的数被作为素数输出#例如$程序'

-

(中的
4

和
"

$本不是素数

但会被作为素数输出#此外$程序'

/

(中用了标准函数
'

_

06

但未包含头文件
'

U#6)I)

%

#

本例题给读者的启示%编写程序$特别是编写循环条件$一定要仔细,严密,逻辑简单且

结构清晰#

#"!"!! ;<=>?:

对于此类型题目$应按照程序运行时的实际输出顺序及输出形式写出结果#



'%

!!!

!例
("(

"

!

读下列程序$假定每次运行程序时输入依次为%

1

!

1I2

!

1I"

!

-

!

-I2

!

-I"

!

/

!

/I2

!

/I"

!

4

!

4I2

!

4I"

!

!I"

!

2

请写出程序各次运行时的输出结果#

!!

H"#&?C;)I%$;"'E>A

"#$ +,"#1b'";6

!

!!

;'CU?) -* ^.

!!

/("#$012/?),%) "#/C$ , (),? #C+U)( -*1-A74 ,#; -Ic6G 26.

!!

%&,#012:?02* <-6.

!!

%="$&> 11"#$6-6 !

!!!!

&,%) 4G

!!!!

/("#$012- 7:E?05$n7:ED05#2* -* ^7\

"

-Oc6.

!!!!

U(),d.

!!

&,%) DG

!!!!

/("#$012- 7:E?05$n7:ED05#2* -* ^71DO-6O1DO-66.

!!!!

U(),d.

!!

&,%) \G

!!!!

/("#$012-7:E?05$n7:ED05#2* -* ^74O-O-6.

!!!!

U(),d.

!!

&,%) aG

!!!!

/("#$012-7:E405$n7:ED05#2* -* ^7-

"

-3D

"

-Oc6.

!!!!

U(),d.

!!

;)0,C?$G

!!!!

/("#$012-7:E405$)(('( "# "#/C$ ;,$,5#2* -6.

!!

B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此程序中$

=,AR+*

变量
B

是分支的选择条件$由于
'><67)

语句中选择

条件表达式的值要求为整型$因而用强制类型符'

<.6

(将
B

的值强制转换为整数#'

<.6

(

B

的

结果为
B

截去小数部分后的整数值#当
B

(

1

且
B

'

2

成立时$'

<.6

(

B

的值分别为
1

,

-

,

/

,

4

$

正好与
7#'*

后面常量表达式的值匹配&否则$对
B

不进行处理$而是输出
*00,0<.<.

K

A6=#6#

信息#

本程序实现的功能是求分支函数的函数值$程序各次运行时的输出结果如下%

!!

- 74E8*

!

n7TE88

- 74Ec*

!

n7PEc8

- 74EP*

!

n748EF8

v 7DE8*

!

nQ4eE88

- 7DEc*

!

n7D8EDc

- 7DEP*

!

nQDaE84

- 7\E8*

!

n748E88

v 7\Ec*

!

n74\EDc



'!

!!!

- 7\EP*

!

n74eED4

- 7aE8*

!

n74\E88

- 7aEc*

!

n74eEDc

- 7aEP*

!

n74PED4

- 78EP*

!

)(('( "# "#/C$ ;,$,

- 7cE8*

!

)(('( "# "#/C$ ;,$,

!例
(")

"

!

阅读下列程序$假设输入为%

X*X*X*X*X*X*

)

$写出程序的输出结果#

!!

H"#&?C;)I%$;"'E>A

H"#&?C;)I%$("#ME>A

"#$ +,"#16

!

!!

"#$ "* J* ?)#.

!!

&>,( ='(;K488L.

!!

%&,#012:%2* ='(;6.

!!

?)# 7%$(?)#1='(;6.

!!

0'( 1"74. "I7?)#. "OO6

!!!

9

"

从小到大找周期
"

9

!!!!

"0 1?)# :" 7786 !

!!

9

"

周期必须能整除长度
"

9

!!!!!!

"#$ 'd 74.

!!!!!!

0'( 1J7". JI?)#. JOO6

!!!!!!!!

"0 1='(;KJL @7='(;KJ :"L6 !

!

9

"

不满足相隔周期步长相等*做标记并终止

循环
"

9

!!!!!!!!!!

'd 78.

!!!!!!!!!!

U(),d.

!!!!!!!!

B

!!!!!!

"0 1'd6 ! 9

"

一旦找到满足条件的周期*则输出周期并终止
"

9

!!!!!!!!

/("#$012:;5#2* "6.

!!!!!!!!

U(),d.

!!!!!!

B

!!!!

B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此程序的主体是一个嵌套的循环语句#外循环是
$,0

语句$外循环的循

环体由一条
<$

语句组成$该
<$

语句的
<$

子句中$定义了标记变量
,V

并初始化为
1

&其后是一

条
$,0

循环语句$这个内层循环的循环体又是一条
<$

语句$这条
<$

语句在条件
>,0=

/

`

0*

3

>,0=

/

`

Q<

0成立时$将标记变量
,V

置为
!

并终止内层循环$

>,0=

/

`

0和
>,0=

/

`

Q<

0是字符串

>,0=

中相隔若干个间隔为
<

的两个字符$因此内层循环是在判断串中字符是否按周期
<

重

复出现$由此可知$程序用于分析所输入字符串的周期#如果一个字符串可由长度为
V

的字

符串重复多次得到$则该串以
V

为周期#本程序从小到大枚举各个周期$一旦符合条件就立

即输出并终止循环#可见$如果一个周期串存在多个周期$那么输出的将是最小周期#



'&

!!!

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

D

!例
("*

"

!

阅读下列程序$假定输入为%

7#'63/

$

),A'*32

$

'AU<'P

)

$请写出输出结果#

!!

H"#&?C;)I%$;"'E>A

"#$ +,"#1b'";6

!

!!

&>,( &.

!!

"#$ ,?/>,* ;"M"$* '$>)(.

!!

,?/>, 7;"M"$ 7'$>)( 78.

!!

/("#$012"#/C$ &>,(,&$)(% )#; '0 #)=?"#)G5#26.

!!

=>"?) 11&7M)$&>,(166 @7N5#N6 !

!!!!

"0 1&A7N,N << &I7NZN [[ &A7NRN << &I7NWN6

!!!!!!

,?/>,OO.

!!!!

)?%) "0 1&A7N8N << &I7NPN6

!!!!!!

;"M"$OO.

!!!!

)?%)

!!!!!!

'$>)(OO.

!!

B

!!

/("#$012,?/>,%7:;5#;"M"$%7:;5#'$>)(7:;5#2* ,?/>,* ;"M"$* '$>)(6.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该程序通过一个
>)<+*

语句对输入的一行字符'以 !

#

.

!结束(进行分类计

数#分类方法是字母字符为一类$数字字符为一类$其余字符为一类#表达式
7

%

3

!

!

!

OO7

'

3

!

"

!为
7

是否数字的条件&

7

%

3

!

#

!

OO7

'

3

!

a

!

$$

7

%

3

!

%

!

OO7

'

3

!

:

!为
7

是否字母的条

件$该条件表示对大小写字母统一计数#

此外$函数
5

*67)#0

每次读入一个字符存入变量
7

$包括输入行上的空格字符在内#该程

序的输出是%

!!

,?/>,%74a

;"M"$%7\

'$>)(7e

!例
("+

"

!

阅读下列程序$假定运行程序时输入如下$请写出运行程序时的输出结果#

!!

4D\

!

ace ↙

ccc

!

ccc ↙

4D\

!

cPa ↙

8

!!

8 ↙

H"#&?C;)I%$;"'E>A

"#$ +,"#16

!



''

!!!

!!

"#$ ,* U.

!!

"#$ &* ,#%.

!!

"#$ ".

!!

=>"?) 1%&,#012:;:;2* <,* <U6 77D6 !

!!!!

"0 1@, << @U6

!!!!!!

()$C(# 8.

!!!!

& 78* ,#% 78.

!!!!

0'( 1"7P. "A78. "336 !

!!!!!!

& 71,:48 OU:48 O&6 AP h4 G 8.

!!!!!!

,#% O7&.

!!!!!!

, 9748.

!!!!!!

U 9748.

!!!!

B

!!!!

/("#$012:;5#2* ,#%6.

!!

B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外层
>)<+*

循环的循环条件%

'7#.$

'

(Q=Q=(

$

O#

$

OR

(

33-

$库函数

'7#.$

的返回值表示按格式从标准输入设备成功转化的数据的个数$所以循环条件表达式从

输入设备读取两个十进制整数$并分别存入变量
#

和
R

$如果这两个变量输入成功$则循环继

续下去$否则退出循环#循环体中$首先判断
#

和
R

是否同时为
!

$若同时为
!

$则终止程序&

接下来$在进入内层
$,0

循环前$将变量
7

和
#.'

赋值为
!

$标识符
#.'

通常用来存放问题的

解&

$,0

循环体内是
4

条赋值语句$第一条根据变量
#

和
R

的个位数字及
7

的和值是否大于

"

$对
7

赋值
1

或
!

#可见$

7

存放的是进位值%产生进位'本位数字和加低位进位值大于
"

($

7

为
1

&否则$

7

为
!

#语句-

#.'937

&.是对进位情况进行累计$内层循环的后两条语句-

#

)

3

1!

&

R

)

31!

&.将变量
#

和
R

的个位切除$使十位变个位$百位变十位#因此$程序用来计算

两个十进制整数在做加法运算时$所产生进位的次数#

运行程序时$输出结果为%

!!

8

\

4

#"!"#! @ABC:

!例
("$

"

!

下面的程序是计算级数 槡槡Y319 -9 /9

+ 槡9 1!

$将程序中下画线处的内

容补充完整#

级数中自然数
%

的平方根是通过牛顿迭代法求出的$牛顿迭代公式为%

F

1

31

$

!!

F

.9+

31

)

-

"

'

F

.

9%

)

F

.

($

!!

.31

$

-

$

/

+

迭代过程直到
$

F

.91

JF

.

$&

1!

JT时为止$

F

.91

即为所求自然数的平方根#

下面的程序中$变量
B

为自然数$它在
1

!

1!

变化&变量
B+

,

B-

和
+<U<6

分别为公式中的



'(

!!!

F

.

,

F

.9+

和
$

F

.91

JF

.

$

&变量
'

为求得的结果#

!!

9

"

例 \EF 程序G牛顿迭代法求级数
"

9

H"#&?C;)I%$;"'E>A

H"#&?C;)I+,$>E>A

H;)0"#) Xfp 4E8X3F

"#$ +,"#1b'";6

!

!!

"#$ -.

!!

;'CU?) % 78* -? 74* -D* ?"+"$.

!!

0'( 1-74. -I748. -OO6 !

!!!!

;' !

!!!!!!

-D 7

!!

146

!!

.

!!!!!!

?"+"$ 70,U%1-? 3-D6.

!!!!!!!!

1D6

!!

.

!!!!

B =>"?) 1

!!

1\6

!!

6.

!!!!!!

1a6

!!

.

!!

B

!!

/("#$012% 7:ET05#2* %6.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程序有两重循环$外循环控制代表自然数的变量
B

由
1

!

.

变化$内循

环是通过牛顿迭代法求槡F的迭代过程#

迭代时$

F

.91

'即
B-

(可通过迭代公式
+

)

-

"

'

F

.

9%

)

F.

(求出$写为表达式的形式即

B-3

'

B+9B

)

B+

()

-

$当求出
F

.91

后$调用库函数
#R'

求出
$

F

.91

JF.

$

$并将它存入变量
+<U<6

中#为了能正确地执行下一轮迭代$应更新
F

.

'即
B1

(#当
$

F

.91

JF

.

$

'即
+<U<6

(

%

GWY

时$

继续迭代$否则停止迭代#

在结束一个自然数平方根的求值之后$

B-

为该自然数的开平方结果#在求下一个自然

数的平方根时$

B+

的值为迭代初值#

说明%除槡-的迭代初值与迭代结果相差较大外'也只有
!I4

($以后各槡F的迭代初值愈

来愈接近迭代结果#也就是说$直接使用上一自然数的开平方结果作为下一个自然数开平

方的迭代初值是合适的$不需要重新赋迭代初值#

综上所述$填入各下画线处的语句如下%

'

1

('

B19B

)

B+

()

-

!!!!!

'

-

(

B+3B-

'

/

(

+<U<6

%

GWY

!!!!!!!

'

4

(

'93B-

或
'3'9B-

!例
("%

"

!

下面的程序将输入正文中的横向制表符'

!

#

6

!

(换成空格符'

! !

(输出#将程序

中下画线处的内容补充完整#

当输出横向制表符时$光标定位在某数'即下列程序中的
]%Z

$通常为
P

(倍数的位置

上#将横向制表符换成空格符输出时$也应保持这种特性#为此$每次输出字符时都需记录



')

!!!

当前光标的位置$以便在将横向制表符换成空格符时计算出应输出的空格数目#

设光标当前位置记录在整型变量
K

,'

中$换掉横向制表符时应输出的空格数目
.R

可由

公式
]%ZJ

K

,'Q]%Z

计算出来#

!!

9

"

例 \ET 程序G将输入正文中的横向制表符换成空格符输出
"

9

H"#&?C;)I%$;"'E>A

H;)0"#) jRw T

"#$ +,"#1b'";6

!

!!

"#$ #U.

!

9

"

应输出的空格数目
"

9

!!

"#$ /'%.

!

9

"

记录光标当前位置
"

9

!!

&>,( &>.

!!

0'( 1

!!

146

!!

. 1&>7M)$&>,(86@7XYS. 6

!!!!

%="$&> 1&>6 !

!!!!

&,%) N5$NG

!!!!!!

#U 7jRw 3/'% :jRw.

!!!!!!!!

1D6

!!

.

!!!!!!

=>"?) 1#U 336

!!!!!!!!

/C$&>,(1N N6.

!!!!!!

U(),d.

!!!!

&,%)$ N5#NG

!!!!!!

/C$&>,(1&>6.

!!!!!!!!

1\6

!!

.

!!!!!!

U(),d.

!!!!

;)0,C?$G

!!!!!!

/C$&>,(1&>6.

!!!!!!!!

1a6

!!

.

!!!!

B

!!

()$C(# 8.

B

!解析与答案"

!

程序从正文中读取字符$当读取的字符是横向制表符时$由公式
]%Z

J

K

,'Q ]%Z

算出应输出的空格字符数
.R

$并换成
.R

个空格输出&当读取的字符是其他字

符时$则原样输出#重复此过程直至遇到文件尾为止#

程序在计算空格字符数
.R

时使用了变量
K

,'

$而变量
K

,'

在题目给出的程序中从未赋

过值$显然是在预留的空处给变量
K

,'

赋值的#从题目说明可知$变量
K

,'

用于记录光标的

当前位置#开始读入字符时$

K

,'

应置初值
!

&输出行结束符'

!

#

.

!

(后$光标回到行首$

K

,'

应

重新置
!

&在遇到横向制表符输出
.R

个空格后$光标向后移动了
.R

个字符位置$

K

,'

也应加

.R

&至于其他字符$每输出一个字符$

K

,'

都应增
1

#

综上所述$填入各下画线处的语句如下%

'

1

(

K

,'3!

!!!

'

-

(

K

,'93.R

!!!

'

/

(

K

,'3!

!!!

'

4

(

99

K

,'



(*

!!!

#"!"%! BCDE:

!例
("&

"

!

猴子吃桃问题#猴子第一天吃掉桃子总数的一半多一个$第二天又将剩下的

桃子吃掉一半多一个$以后每天吃掉前一天剩下的桃子一半多一个$到第十天准备吃的时候

见只剩下一个桃子#猴子第一天开始吃的时候桃子的总数是多少1

!解析与答案"

!

第
.

天吃之前余下的桃子数
F

.

'

.31!

$

"

$+$

1

(如下%

F

1!

31

$

!

F

"

3-

'

F

1!

91

($

!

F

P

3-

'

F

"

91

($

!

+$

!

F

1

3-

'

F

-

91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求
F

.

的递推公式%

F

.

3-b

'

F

.J1

91

($可根据递推公式采用循

环方法实现该解法#

!!

9

"

例 \EP 程序G猴子吃桃问题
"

9

H"#&?C;)I%$;"'E>A

"#$ +,"#1b'";6

!

!!

"#$ ;* -.

!!

0'( 1;7?8*-74. ;A4. 33;6 9

"

从第十天倒推到第一天
"

9

!!!!

- 71- O46 II4.

!!

/("#$012-7:;5#2* -6.

!!

()$C(# 8.

B

!例
("#'

"

!

微生物分裂问题#假设有两种微生物
F

和
[

$

F

出生后每隔
/

分钟分裂一

次'数目加倍($

[

出生后每隔
-

分钟分裂一次'数目加倍(#一个新出生的
F

$半分钟之后吃

掉一个
[

$并且从此开始$每隔
1

分钟吃一个
[

#现在已知有新出生的
F31!

$

[3P"

$求
L!

分钟后
[

的数目#如果
F31!

$

[3"!

$那么
L!

分钟后
[

的数目又是多少呢1

!解析与答案"

!

用
F

和
[

表示两种微生物的数量#从零时刻开始$每过
1

分钟$

[

的

数量减少
F

$即
[3[JF

%

3!

1

[JF

%

!

&每过
-

分钟$

[

的数量翻倍$即
[3[

''

1

&每过

/

分钟$

F

的数量翻倍$即
F3F

''

1

#我们用
6

表示从零时刻起$时间所过的分钟数$那么

用
6

作循环变量$使其从
!

变为
L!

$每次循环
6

增加
1

$在循环体内按上述规律改变
F

和
[

的值$直到循环结束$输出
[

的值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循环在边界条件时的处理%

63!

时$

F

和
[

均不翻倍&

63L!

时$

F

和
[

均翻倍#

题目的结果令你震惊吗1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真实的生物圈有着同样脆弱的性

质$也许因为你消灭的那只
[

就是最终导致
[

种群灭绝的最后一根稻草#

!!

9

"

例 \E48 程序G微生物分裂问题
"

9

H"#&?C;)I%$;"'E>A

"#$ +,"#1b'";6

!

!!

"#$ v* n* $.



("

!!!

!!

/("#$012i# $>) U)M"##"#M* v 748* n 7TP5#26.

!!

$ 78* v 748* n 7TP.

!

9

"

8 时刻 v 和 n 的数量
"

9

!!

n 7n 3v.

!!!!!

9

"

半分钟后*每个 v 吃掉一个 n

"

9

!!

0'( 1$74. $Ie8. $OO6 !

!!!!

"0 1@1$ :D66 !

!!

9

"

每过 D 分钟*n 数量翻倍
"

9

!!!!!!

n II74.

!!!!

B

!!!!

"0 1@1$ :\66 !

!!

9

"

每过 \ 分钟*v 数量翻倍
"

9

!!!!!!

v II74.

!!!!

B

!!!!

n 7n 3v.

!!!

9

"

每过 4 分钟*每个 v 吃掉一个 n

"

9

!!!!

"0 1n I86 !

!!!

9

"

n 不可能为负数
"

9

!!!!!!

n 78.

!!!!

B

!!

B

!!

n II74* v II74.

!!

/("#$012R0$)( e8 +"#C$)%* n 7:;5#2* n6.

B

!例
("##

"

!

奇怪的算式#福尔摩斯到某古堡探险$看到门上写着一个奇怪的算式%

%Z8?G

"

1

3G?8Z%

%

,

Z

,

8

,

?

,

G

代表不同的数字$问号也代表某个数字$福尔摩斯想了好久没有算出合适的

结果来#请你利用计算机的优势$找到破解的答案#把
%

,

Z

,

8

,

?

,

G

所代表的数字写出来#

!解析与答案"

!

可用枚举的方法来求解$涉及
L

个变量
%

,

Z

,

8

,

?

,

G

和
F

'

F

代表1($构

造
L

重循环$分别让这
L

个变量从
!

变到
"

$判断下式是否成立%

'

%b1!!!!9Zb1!!!98b1!!9?b1!9G

(

bF33Gb1!!!!9?b1!!!98b1!!9

Zb1!9%

如果成立$则得到一组解$输出
%

,

Z

,

8

,

?

,

G

和
F

的值#

根据题意$

%

,

Z

,

8

,

?

,

G

互不相等$且
%

和
G

不得为
!

#

!!

9

"

例 \E44 程序G奇怪的算式 RwVmX

"

h7XmVwR

"

9

H"#&?C;)I%$;"'E>A

"#$ +,"#1b'";6

!

!

"#$ R* w* V* m* X* v.

!

0'( 1R74. RI48. ROO6 !

!!

0'( 1w78. wI48. wOO6 !

!!!

"0 1w3R 7786 &'#$"#C).

!!!

0'( 1V78. VI48. VOO6 !

!!!!

"0 11V3R6

"

1V3w6 7786 &'#$"#C).

!!!!

0'( 1m78. mI48. mOO6 !

!!!!!

"0 11m3R6

"

1m3w6

"

1m3V6 7786 &'#$"#C).



(#

!!!

!!!!!

0'( 1X74. XI48. XOO6 !

!!!!!!

"0 11X3R6

"

1X3w6

"

1X3V6

"

1X3m6 7786 &'#$"#C).

!!!!!!

0'( 1v7D. vI48. vOO6 !

!!!!!!

"01R

"

48888Ow

"

4888OV

"

488Om

"

48OX6

"

v77X

"

48888Om

"

4888OV

"

488Ow

"

48OR6!

!!!!!!!!

/("#$012R7:;* w7:;* V7:;* m7:;* X7:;* v7:;5#2* R* w* V* m* X* v6.

!!!!!!!

B

!!!!!!

B

!!!!!

B

!!!!

B

!!!

B

!!

B

!

B

!

()$C(# 8.

B

!例
("#!

"

!

比拼酒量#有一群海盗'不多于
-!

人(在船上比拼酒量#过程如下%打开

一瓶酒$所有在场的人平分喝下$有几个人倒下了#再打开一瓶酒平分$又有人倒下了++

直到打开第四瓶酒$坐着的人已经所剩无几$海盗船长也在其中#当第四瓶酒平分喝下后$

大家都倒下了#等船长醒来$发现海盗船搁浅了#他在航海日志中写到%-昨天$我正好喝

了一瓶++奉劝大家$开船不喝酒$喝酒别开船#.

请你根据这些信息$推断开始有多少人$每一轮喝下来还剩多少人#如果有多个可能的

答案$请列出所有的答案$每个答案占一行#格式是%人数$人数$++#

例如$有一种可能是%

-!

$

2

$

4

$

-

$

!

#

!解析与答案"

!

根据题目意思$一共喝了
4

轮$船长最后一轮醉倒$醉倒前正好喝了一

整瓶#本题仍然可用枚举的方法求解#假设开始人数为
B!

$则
B!

不多于
-!

人$第一轮到第

三轮喝下来$分别还剩
B1

,

B-

,

B/

$第四轮喝过后还剩
!

人#设计一个
4

重循环$

B!

从
-!

递

减到
1

$

B1

从
B!

递减到
1

$依次$

B/

从
B-

递减到
1

$

4

重循环的循环变量每次减少
1

$那么当

1I!

)

B!91I!

)

B191I!

)

B-91I!

)

B/331

时$得到一组解$将解输出#

!!

9

"

例 \E4D 程序G比拼酒量
"

9

H"#&?C;)I%$;"'E>A

"#$ +,"#1b'";6

!

!!

"#$ -8* -4* -D* -\.

!!

0'( 1-87D8. -8A8. -8336 !

!!!!

0'( 1-47-8. -4A8. -4336 !

!!!!!!

0'( 1-D7-4. -DA8. -D336 !

!!!!!!!!

0'( 1-\7-D. -\A8. -\336 !

!!!!!!!!!!

"0 14E89-8 O4E89-4 O4E89-D O4E89-\ 7746 !

!!!!!!!!!!!!

/("#$012:;* :;* :;* :;* 85#2* -8* -4* -D* -\6.

!!!!!!!!!!

B



($

!!!

!!!!!!!!

B

!!!!!!

B

!!!!

B

!!

B

!!

()$C(# 8.

B

!例
("#(

"

!

输入的正文复制到输出$复制过程中删去每个输入行的前置空格#

!解析与答案"

!

为了删去每个输入行的前置空格$可以用一个整型变量
$+#

5

使其置为

非
!

或
!

来标记当前的空格字符是处于行外或行内#如果
$+#

5

为非
!

$表明当前空格字符处

于行外$则不复制$继续读入下一个字符&否则'

$+#

5

为
!

($将当前字符'无论是否空格字符(

复制到输出#

!!

9

"

例 \E4\ 程序G输入的正文复制到输出*前置空格不输出
"

9

H"#&?C;)I%$;"'E>A

"#$ +,"#1b'";6

!

!!

&>,( &>.

!!

"#$ 0?,M74.

!!

/("#$012"#/C$ $)-$G5#26.

!!

=>"?)11&>7M)$&>,(166@7XYS6

!!

!

!!!!

"0 10?,M << 1&>77N N[[&>77N5$N66

!!!!!!

&'#$"#C).

!!!!

/C$&>,(1&>6.

!!!!

"0 1&>77N5#N6

!!!!!!

0?,M74.

!!!!

)?%)

!!!!!!

0?,M78.

!!

B

!!

()$C(# 8.

B

!例
("#)

"

!

大奖赛计分#某电视台举办了低碳生活大奖赛$题目的计分规则相当奇怪%

每位选手需要回答
1!

个问题'其编号为
1

!

1!

($越到后面越有难度#答对的$当前分数翻

倍&答错了则扣掉与题号相同的分数'选手必须回答问题$不回答按错误处理(#

每位选手都有一个起步的分数
1!

分#某获胜选手最终得分刚好是
1!!

分$如果不让你

看比赛过程$你能推断出他'她(哪个题目答对了$哪个题目答错了吗#

如果把答对的记为
1

$答错的记为
!

$则
1!

个题目的回答情况可以用仅含有
1

和
!

的串来

表示#例如$

!!1!11!!11

就是可能的情况#你的任务是算出所有可能情况$每个答案占一行#

!解析与答案"

!

每个题目的回答情况有两种$则
1!

个题目的回答情况有
-

1!

31!-4

种$

按照计分规则依次判断每种情况下的最终得分$如果是
1!!

分$则得到一个答案#

!!

9

"

例 \E4a 程序G大奖赛计分
"

9

H"#&?C;)I%$;"'E>A



(%

!!!

H;)0"#) _ps 8-D88

"#$ +,"#1b'";6

!

!!

"#$ "* -* J.

!!

0'( 1"78. "I48Da. "OO6 !

!!!!

- 748.

!!!!

0'( 1J78. JI48. JOO6 !

!!!!!!

"0 11"IIJ6 < _ps6

!!!!!!!!

- II74.

!!!!!!

)?%)

!!!!!!!!

- 37J O4.

!!!!

B

!!!!

"0 1- 774886 !

!!!!!!

0'( 1J7P. JA78. J336

!!!!!!!!

/C$&>,(11"AAJ<46ON8N6.

!!!!!!

/C$&>,(1N5#N6.

!!!!

B

!!

B

!!

()$C(# 8.

B

#"#! "#=! 0123"#

#"#"$! "#$%

!!

'

1

(掌握复合语句和
<$

语句和
'><67)

语句的使用$熟练掌握
$,0

,

>)<+*

,

=,S>)<+*/

种基

本的循环控制语句的使用$掌握重复循环技术$了解转移语句与标号语句#

'

-

(熟练运用
$,0

,

>)<+*

,

=,S>)<+*

语句来编写程序#

'

/

(练习转移语句和标号语句的使用#

'

4

(使用集成开发环境中的调试功能%单步执行$设置断点$观察变量值#

#"#"!! "#&'F)*

#"

程序改错

!!

下面的实验
/S1

程序是合数判断器'合数指自然数中除了能被
1

和本身整除外$还能被

其他数整除的数($在该源程序中存在若干语法和逻辑错误#要求对该程序进行调试修改$

使之能够正确完成指定任务#

!!

9

"

实验 \34 改错题程序G合数判断器
"

9

H"#&?C;)I%$;"'E>A

"#$ +,"#1 6

!



(!

!!!

!!

"#$ "*-*d*0?,M78.

!!

/("#$012本程序判断合数*请输入大于 4 的整数*以 V$(?OW 结束5#26.

!!

=>"?)1%&,#012:;2*<-6@7XYS6 !

!!

0'(1"7D*d7-AA4."I7d."OO6

!!!!!!

"01@-:"6 !

!!!!!!!!

0?,M74.

!!!!!!!!

U(),d.

!!!!

B

!!

"010?,M746

!

/("#$012:; 是合数5#2*-6.

!!

)?%)

!

/("#$012:; 不是合数5#2*-6.

!!

B

!!

()$C(# 8.

B

!"

程序修改替换

'

1

(修改实验
/S1

程序$将内层两出口的
$,0

循环结构改用单出口结构$即不允许使用

R0*#V

,

5

,6,

等非结构化语句#

'

-

(修改实验
/S1

程序$将
$,0

循环改用
=,S>)<+*

循环#

'

/

(修改实验
/S1

程序$将其改为纯粹合数求解器$求出所有的
/

位纯粹合数#一个合

数去掉最低位$剩下的数仍是合数&再去掉剩下的数的最低位$余留下来的数还是合数$这样

反复$一直到最后剩下的一位数仍是合数$这样的数被称为纯粹合数#

("

程序设计

'

1

(假设工资税金按以下方法计算%

B

'

1!!!

元$不收取税金&

1!!!

&

B

'

-!!!

$收取
2Q

的税金&

-!!!

&

B

'

/!!!

$收取
1!Q

的税金&

/!!!

&

B

'

4!!!

$收取
12Q

的税金&

4!!!

&

B

'

2!!!

$收取
-!Q

的税金&

B

%

2!!!

$收取
-2Q

的税金#输入工资金额$输出应收取的税金额

度$要求分别用
<$

语句和
'><67)

语句实现#

'

-

(

L-2

这个数很特别$

L-2

的平方等于
/"!L-2

$其末
/

位也是
L-2

#请编程输出所有这

样的
/

位数%它的平方的末
/

位是这个数本身#

'

/

(输入一只股票连续
.

天的收盘价格$输出该股票这
.

天中的最大波动值$波动值是

指某天收盘价格与前一天收盘价格之差的绝对值#

'

4

(将输入的正文复制到输出$复制过程中将每行一个以上的空格字符用一个空格代替#

'

2

(打印如下杨辉三角形#

!!!!!!!!!!!!!

4

!!!!!!!!!

9

"

第 8 行
"

9

!!!!!!!!!!

4

!

4

!!!!!!!!

9

"

第 4 行
"

9

!!!!!!!!!

4

!

D

!

4

!!!!!!!

9

"

第 D 行
"

9

!!!!!!!!

4

!

\

!

\

!

4

!!!!!!!

4

!

a

!

e

!

a

!

4

!!!!!!

4

!

c

!

48

!

48

!

c

!

4

!!!!!

4

!

e

!

4c

!

D8

!

4c

!

e

!

4

!!!!

4

!

F

!

D4

!

\c

!

\c

!

D4

!

F

!

4

!!!

4

!

T

!

DT

!

ce

!

F8

!

ce

!

DT

!

T

!

4

!!

4

!

P

!

\e

!

Ta

!

4De 4De Ta

!

\e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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